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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推动中国西南环境史研究走出区域史范式

周　琼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环境史是一门年轻的史学分支，我们这代史学从业者很幸运赶上了环境史学科建设与探索的

列车，从筚路蓝缕中走来，在学习中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认知维度。许多新的视角与

路径在摸索中被学人们渐渐搭建起来。将环境史学科框架构建起来，并不断往里面添加血肉，也

将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环境史从业者的努力方向与奋斗目标。

２０１９年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主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恰值西南环
境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研究所走过的十年历程，也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之组成部分，这其中

有诸多曲折、困难，但在不断坚持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学科研究方向、边界、内涵、使命以及责

任与担当。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 “环境史研究的区域性与整体性”展开讨论，

从环境史学科发展的高度再次反思环境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思考区域性研究与全球性研究之间

的关系。环境问题，特别是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绝不是区域性的，而经常是全球性的问题，地球

本就是一个由复杂生态要素组成，且要素之间互相紧密联系的整体，区域性的环境问题会连锁性

影响其他地区，并逐步形成全球性的关系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研究视野中没有绝

对的区域问题，任何问题会联动性影响其他区域。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研究的主阵地在云南，云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

是环境史研究的极佳试验场。因此，近些年，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一直努力推进对该区域环境史问

题的系统研究，从早期本人所开展的瘴气、疟疾等疾病史的研究，到最近几年深入推进的灾害史

探讨 （大部分灾害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变之结果），搭建灾害文化数据库，并建设灾害地理

信息系统，目的都是希望从疾病、灾害的角度重新思考西南地区的人与自然互动历史。这不仅是

深化学科之必然，也是深度解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视角。在灾害研究之余，研究团队也一直在

思考当下西南地区生态景观是如何形成和被塑造的，我此前对云南 “八景”文化的讨论就是希

望去回应这样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研究团队成员中年轻学者的成长，耿金在农业开发与景观生

态互动关系问题上的思考与讨论，深化了研究所对于景观史问题的研究。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

注，不仅能深化西南环境史研究内容，还能为构建学科研究方法、路径等提供新的思考。

本期专栏有两篇文章：王彤、张丽洁梳理了２０１９年环境史国际学术会内容，并做了归纳总
结；龚珍对于中古园林中异物景观问题的研究特别值得重视，其不但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上人们

对构成自然要素的景观物体 （诸如奇花异卉，名果异树，珍禽异兽等）之态度，而且是认知人

与自然关系的典型案例。总之，随着对越来越多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希望西南环境史走出

区域史的框架束缚，思考全球性、普适性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