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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岭外代答》是周去非仕于广西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也是他唯一的传世著作，其包含了丰富而

珍贵的宋代广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史史料。它不仅记载了宋代广西地区的气候、自然山水、动植物、疾病等环

境状况，揭示了当时广西地区的整体环境面貌，而且还反映出了其独有的史料价值和文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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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笔记的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其内
容丰富真实、可信度较高，可补正史等其他史书

之不足。但唐宋以来就专门记载岭南社会环境

的笔记著作而言却不多，能保存、流传至今的则

更为少见。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算是其中的一

部，且是“艺术性较高者之一”［１］４２８。目前学界对

《岭外代答》的研究，多侧重于交通和贸易［２－３］、

地理和旅游文献［４－５］、周去非及其仕历［６－８］、传

统史料学价值［９－１１］、文献的点校与保存［１２－１３］等

方面，而鲜有对《岭外代答》中的环境史史料的提

取和分析。基于此，本文就《岭外代答》中有关环

境史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探讨该书中有

关环境史史料的价值和特点，以期揭示当时广西

地区的环境状况。

一、周去非与《岭外代答》

《岭外代答》是南宋文人周去非根据其在广西

的见闻而撰写的一部史料笔记著作。周去非，字直

夫，江苏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进士，其生卒年据杨

武泉先生考证约为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至淳熙十六

年（１１８９年）。［１４］６周去非曾在钦州任教授，在静江

府属任县尉，也“尝摄静江府灵川县”，出任代理知

县，前后共约六年的时间。他钦州教授秩满后东归，

官至绍兴府通判。［１４］４－５

《岭外代答》中的“岭外”包括岭表、岭海、岭南，

主要指今天的两广、海南和越南北部地区。其卷首

自序言“署淳熙五年十月”，似写于此时，但其 ０１４

条又云“辛丑科二人登科”，辛丑为淳熙八年（１１８１



年）则在该书成书之后，应又有所增加。自序称其

在广西时“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又说“秩满

东归”途中笔记遗失，后幸“得所钞名数”，又受范成

大《桂海虞衡志》启发，遂成今书之二百九十四条。

书名的“代答”实为谦词，其意在于“异时训方氏其

将有考于斯”，即为时人和后世了解广西地方史而

作。［１４］７对照书中庞杂的内容和精细的记述，可知其

言几乎都是事实，由此可见其积累之深、用意之远。

《岭外代答》是周去非唯一的传世著作，是他仕

于广西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它成书于淳熙五

年（１１７８年），共十卷。“原书分二十门，今有标题者
凡十九，其一门存其子目而佚其总纲”［１５］１０２，具体为

地理门、边帅门、外国门、□□门、风土门、法制门、财
计门、器用门、服用门、食用门、香门、乐器门、宝货

门、金石门、花木门、禽兽门、虫鱼门、古迹门、蛮俗

门、志异门等２０门，共记有２９４个条目。据杨武泉
先生考证：“《代答》在宋代已经流传，惟问世以后，

此书并未锓版，只有手抄本。书无刻本，不仅易讹

误，且传之难于久远，此书到元末时传本已稀少……

明代《永乐大典》虽抄入《代答》，但遇缺文却未能补

上……此后直至清乾隆时期，公私书目，确实未录此

书……盖此书已在民间消失矣。乾隆三十八年，

《四库》开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代答》全帙，使

湮没了数百年之书，得以重新问世……”［１４］１２－１３

《岭外代答》不仅收录了广西地区丰富的民族

和社会史料，而且还对该地区的气候、山水、风物、特

产等自然环境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从这些史料的

字里行间中，既可认识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又能进

一步了解该书珍贵而独特的史料价值和特点。

二、《岭外代答》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岭外代答》中关于环境史的史料尤为丰富，无

论对气候变化、潮汐起落的记载，还是对当地自然山

水的叙述，以及对动植物的描述，都是对当时自然环

境状况的真实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气候

气候是构成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

影响到人体质的强弱、抗病害的能力，而且还决定着

农业生产的丰歉，更关系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

相关的气候记录是研究当时环境的重要史料。《岭

外代答》首先分析了广西气候与江南的异同，认为

南方的气候是“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

冬”。周去非生长于温州永嘉，对江南气候可以说

是了如指掌，后来到岭南任职，又对当地的气候以及

两地气候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先是到了桂

林，感觉“桂林气候，与江浙颇相类”，说明桂林气候

和江浙还是没有多大的差异。但是“过桂林城南数

十里，则便大异”，“钦阳雨则寒气淅淅袭人，晴则温

气勃勃蒸人，阴湿晦冥，一日数变，得顷刻明快，又复

阴合。冬月久晴，不离葛衣纨扇；夏月苦雨，急须袭

被重裘”。可见当时钦阳与桂林的气候差异十分明

显，即使在夏天，持续的阴雨也会让人感到非常寒

冷，哪怕是冬天连续的干晴也着实让人感到炎热。

而“大抵早温、昼热、晚凉、夜寒，一日而四时之气

备”，说的是这里一天中天气也是变幻不定，让人难

以捉摸。故“杜子美‘谓宜人独桂林’得之矣”。所

以，杜甫说只有桂林适合人居住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岭外代答》还记载：“九月梅花盛开，腊

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荫密，枫槐榆柳，四时常青。

草木虽大，易以
#

腐。五谷涩而不甘，六畜淡而无味

……人生其间，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齿不番，土

旷人稀，皆风气使然也。”这进一步谈到当地独特气

候对花草树木以及农业生产乃至人体格和体能的影

响和塑造。正是由于此地常年高温，降雨量充足，所

以花木繁盛，四季常青。但又因为雨水过于集中，树

木长期被水浸渍，故容易被腐蚀。同时，“夏月苦

雨”还致使光照不足，气温较低，天气寒冷，这不仅

导致稻米等五谷的含糖量减少，降低了米饭和蔬菜

等农作物的食味品质［１６］１１２８，而且还会对畜牧业造成

影响，即“六畜淡而无味”。由于常年高温，夏季多

雨，使得森林植被茂密，水土恶劣，毒气浸淫，导致当

地人身体羸弱，不耐苦劳。北方人来到此地，天长日

久，更是难免于疾，以致于当地“土旷人稀”。这一

切都与当地的特殊的气候紧密相关。

除了常规气候外，还会有异常的天气变化引发

灾害，对此《岭外代答》中也有相关记录。如其中就

记载了钦州的雪灾情况：“钦之父老云，数十年前，

冬常有雪，岁乃大灾。盖南方地气常燠，草木柔脆，

一或有雪，则万木僵死，明岁土膏不兴，春不发生，正

为灾雪，非瑞雪也。”［１４］１５０说的就是钦州在数十年前

冬天常常下雪，每年都有大灾发生，这也反映出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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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气候较之以前要寒冷，降雪南界都延伸到了桂

林这样的南方地区。与北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冬雪

不是“瑞雪”，而是“灾雪”。它给当地生命万物造成

了致命后果，即使到了来年春天有些植物还是一蹶

不振。广西临近海洋，海水受日月的引力作用会形

成“潮”，由于周去非长期生活在海边，对“潮”有着

科学的认识，不仅了解“潮”的形成原因，而且还能

分析不同地区“潮”的特点和规律［５］４０。如“江浙之

潮，自有定候，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

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顷刻竟落，未尝再长。琼

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

初不系月之盛衰，岂不异哉！”［１４］４０

以上是《岭外代答》中有关南宋时期广西地区

气候与潮汐记载的叙述，虽文字不多、记叙简略，但

还是可从中窥探出当时的气候状况：此地气候与江

浙地区有很大不同，常年高温，有干湿季之分，且一

日之内天气多变，四时之气具备；若遇冬天降雪，是

为灾雪，必有冻害发生；气候的变化还引起了潮的涨

落，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当地的潮和江浙与海南的

潮又有所不同，一日只涨落一次；另外当地的气候还

影响着农牧业的发展，塑造着当地人的体质特征。

（二）自然山水

自然山水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然山

水的记载对我们了解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有着重要

意义。《岭外代答》中许多关于广西尤其是桂林的

山、水、岩洞方面的记载，其内容详略得当、生动具

体，对我们研究今天广西的地理环境仍有裨益。

１．“五岭”之说
关于“五岭”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秦）

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但“五岭之说，诸

家不一”［１７］２５７３，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汉代裴渊的“大

庚、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１７］２５７４；另一种

是晋代邓德明的“台岭、大庚，桂阳、九真、临贺越城

之娇”［１８］。可见人们普遍认为五岭就是矗立在中原

和岭南之间的五座大山。中古之前，五岭还是文明

和野蛮的分界线。［１９］但周去非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见

解，认为五岭是入岭之五途。这也不无道理。南宋

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大规模人口的南迁，岭

南地区和中原的联系不断加强，虽然总体上交通还

不发达，但以桂林为起点从广南西路已有三条主干

道通向外界，即北路、东路和南路。这三条交通线与

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紧密相连，使广南西路进

入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络系统之中。此

外，两宋时期局部对外交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

展［２０］５２，也说明了宋代入岭南地区的交通环境已得

到很大的改善，对我们研究两宋时期岭南环境的变

迁有着重要的价值。

２．对“桂山、灵岩”的认知
桂林山水的风景，自唐宋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称

道。韩愈就有诗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柳

宗元也写道：“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

范成大曾说：“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１４］１６可见

桂林山水之灵奇。与江浙的雁山相比，“桂山之高，

曾不及雁山之半，故无尊雄之势……”但“桂山得雁

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尖翠特立无不拔地

而起，绵延数百里，望之不见首尾”，突出了桂山之

秀美。而桂山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山皆中空，故

峰下多佳岩洞，神鬼刻……岩穴有名可纪者三十余

所”，“岩洞有水，然后称奇”。可知比起山水之秀

美，有水之洞岩更是让人称奇。不仅如此，周去非对

这些岩洞的岩石类型、习性和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

“钟乳所产，亦自有异，有石乳、有竹乳、有茅乳”等，

“茅乳者，生于土石山洞……其色微黄。皆可煮炼，

以为温药。未炼之乳，骨性皆寒，且有石毒，惟假汤

火之功去其毒性，乃能发寒为温，以成上药”［１４］７９。

这些石钟乳的形成和其生长的环境密切相关，不同

环境生长的石钟乳其色泽、质地和药性都有所不同。

《岭外代答》“桂林岩洞”条目记载“岩穴有名可纪者

三十余所”，某些地方岩洞还成为人们祈雨的场所：

“岩口则有龙王殿，入岩则有观音堂。或遇岁旱，里

人祷之，甘雨必应。”以上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当时的

溶洞喀斯特地貌环境景观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此

外，《岭外代答》对海中的岩礁也多有记载，如：“钦

廉海中有砂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

海，故以得名。是砂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

之辄碎”；岩礁地貌造成“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

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１４］３７。

３．关于江水、河流的记录
《岭外代答》中的“广西水经”“江”“灵渠”

“癸水”“三合流”等条目对广西地区的河有相对集

中的记载。比如“凡广西诸水，无不自蛮夷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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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为左江，自交趾来，一为右

江，自大理国威楚府来”。这些对河流的具体源头

都做了追溯。不仅如此，周去非还对河流的流经进

行了考察，如“江合于邕，历横历贵，与合于浔

而东行，历藤而与漓水合于苍梧。苍梧者，诸水之所

会，名曰三江口，实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入

于南海矣”［１４］２４。另外，在其他条目中也有零星的

记录，如“黎母山”中就有“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的

说法。这些珍贵的水环境史料使我们对宋代广西的

河流水环境有了简明的了解。

（三）动植物资源

动植物资源是自然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动植

物数量和覆盖率的多寡与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

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岭外代答》对动植物的

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资源及其保护的一些

状况。《岭外代答》中的“花木门”“禽兽门”“虫鱼

门”等条目对宋代广西地区的动植物做了详尽的记

载，勾勒出了一幅生动活泼的动植物世界。［５］４０

１．动物资源
广西地处边陲，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森林密布，

是许多动物理想的栖息场所。在《岭外代答》的“禽

兽门”“虫鱼门”条目中对珍禽异兽等动物资源做了

详细的记载。如钦州的野害和贡象之役：“象群所

在，最害禾稼”，“贡象之役，一象不甚驯，未几病

死”。另外，还记载了当时交趾（越南）人独特的驯

象法，如“交趾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围皆石

壁，交人先置皌豆于中，驱一雌驯象入焉。乃布甘蔗

于道以诱野象，俟来食蔗，则纵驯雌入野象群，诱之

以归……”除此之外，还记载了钦州有很多老虎，常

有虎患发生，如“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虎，钦

州之常也……余始至钦，已见城北门众逐虎，颇讶

之”。这说明当时老虎在钦州地区是很常见的，从

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生态环境还相当完好。而今天此

地区已没有老虎的踪迹，野象也退至更远的地区，可

见古今环境变化之大，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２．植物资源
广西处于亚热带和热带的交接处，气候温暖，雨

量丰沛，是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的天堂。在《岭

外代答》“花木门”条目中所提及的植物就多达四十

余种，对这些植物的地理分布、特性以及价值都有所

记述。如桂树“南方号桂海，秦取百粤，号曰桂林。

桂之所产，古以地名。今桂产于钦、宝二州”。这说

的是以前桂林多产桂树，故一次命地名，而今桂树更

多地在钦州和宝州两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气

候比以前寒冷，以致于树木南移。“桂开花如海棠，

色淡而葩小，结子如小橡子……宛类茱萸……桂叶

比木樨稍大，背有直
$

三道，如古圭制然。”［１４］２８７－２８８

这里对桂叶和桂花的形状、大小、颜色都有直观形象

的描述。不仅如此，周去非还记载了桂树的药用功

效：“桂性酷烈，易以发生……桂枝者，发连之气也，

质薄而味稍轻，故伤寒汤饮，必用桂枝发散，救裹最

良。”由此可知桂枝还是一副药材，可以治愈伤寒等

疾病。植物的产地不同，它们的质地也有所不同，如

荔枝“广西诸郡所产，率皮厚肉薄，核大味酸，不宜

曝干。非闽中比，佳者莫如兴化。海南荔子，可比闽

中，不及兴化矣。然广西诸郡，富产圆眼，大且多肉，

远胜闽中”，但“静江一种曰龙荔，皮则荔子，肉则圆

眼，其叶与味，悉兼二果”［１４］２９９－３００。

《岭外代答》中除了“花木门”“禽兽门”“虫鱼

门”等条目对动植物的直观记载外，“香门”“乐器

门”“宝货门”等则从侧面记录当时动植物的面貌。

如“香门”中的“众香”条就有关于“钦香”的记载：

“钦香，味尤浅薄。其木，叶如冬青而差圆，皮如楮

皮而差厚，花黄而小，子青而黑。”这里的“钦香”也

是由香树加工而成。从对“钦香”的记述中我们可

以了解到香树的形状、特征等情况。关于动植物的

记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周去非在

自己仔细地观察和聆听的基础上，再通过详实、生动

的记载，极大地弥补了前人的遗漏，为后人提供了颇

具价值的宝贵史料。

（四）环境疾病

由于疾病和医疗，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

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

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２１］６４而且一些疾病

史的研究者也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环境史范

畴。自汉晋以降，瘴气就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

对现当代环境史、疾病史研究领域而言，瘴气及其文

化象征意义、地理空间指代范畴，也已经逐渐在探究

中明晰［２２］７８，因此有关疾病的叙述也是重要的环境

史史料。《岭外代答》中关于瘴气的记载主要是“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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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瘴（挑草子附）”两条。宋代广西地区开发程

度较低，原始丛林密布，瘴气分布范围也很广泛。

“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

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

昭等”，可见瘴气是当地的常见的地方病之一。对

于此病的成因，周去非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盖天

气郁蒸，阳多宣癢，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

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１４］１５２不

止周去非，时人也对瘴病有着科学的态度，他们将之

分为热瘴、冷瘴和哑瘴三种，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疗之

法：“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轻

者寒热往来，正类繲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

更重者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

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哑瘴。冷瘴

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同时，

治瘴不可纯用中州伤寒之药，针对不同的病情应采

用不同的药物和针灸方法治疗，如“冷瘴与杂病，不

可刺矣。热瘴乃太阳伤寒症，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

耳”［５］４２。可见南宋时期对瘴病的认知和医疗已经

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当时广西地区还存

在蛊毒的情况，如“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

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但是，

时人对蛊毒的认知十分有限，如“蓄蛊毒败而伏辜，

云其家造毒，妇人倮形披发夜祭，作糜粥一盘，蝗蛊，

蛱蝶、百蛊自屋上来食，遗矢乃药也……”他们认为

蛊毒是通过妇人祭天而杀人的巫术。

三、《岭外代答》的环境史史料特点

历史的意义在于求真。真实性是历史的本质与

特性所在。［２３］９１判断史料的真伪是史学工作的重要

任务之一。在此基础上，还应积极创新，无论是发掘

新的史料还是激发新的思维，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细读《岭外代答》一书，在“求真”和“创新”等方面

都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但是，金无足赤，书无完

书，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然而瑕不掩瑜，该书仍然

是研究宋代广西地区生态环境史少有难得的史料。

作为一部典型的生态史著作，《岭外代答》的史

料特点之一就是力求真实。在其《序》中作者就写

道“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乃亲故相劳苦，

问以绝域事”，故而成书。显然，周去非对此书内容

的写作是谨慎的，在“随事笔记”的同时，还亲自劳

苦相问以确定其真实。虽然书中的内容大部分不是

亲历亲见的事物，但都经过了他严格的考证。如前

述“桂山”“桂林岩洞”“灵岩”等条目中，虽然作者

没有身临其境，但他详细引证了前人的叙述。在

“桂林岩洞”条中作者先是引用了范石湖的评语，再

考唐韩退之和柳子厚的诗，在“观前人品题”的基础

上，才有“今述于后”的结论。可见周去非治学严

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在“花木门”中，亦是如此。

如“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本草》谓开时

白，久则红，盖未详也”“添色芙蓉花，晨开正白……

欧阳文忠公《牡丹谱》有添色红，与此同意”。观之，

作者也不是一味阿附前人的说法，而是有着自己的

思考，表现出了他追求真实的优秀品格。

《岭外代答》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创新。

《岭外代答》是广西地方史中时代较早的重要文献。

早期有关广西的志书非常少，目前所知仅有唐莫休

符的《桂林风土记》和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但

是，《桂林风土记》所记只有关桂林的山水、名胜与

其人物、掌故、传说等仅 ４２则［２３］９２；《桂海虞衡志》

也只有３卷，内容单薄，仍有所缺。而《岭外代答》
书凡十卷，分量超《桂海虞衡志》数倍。其内容之广

泛、记述之详悉，早为昔人所称许。［１４］８此外，《岭外

代答》中所见新的生态环境史史料要比《桂林风土

记》和《桂海虞衡志》多得多，涉及到气候、山水、洞

穴、动植物、疾病等方方面面。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禽》《志兽》等篇中

记载了当地许多特有的珍禽，主要有孔雀、鹦鹉等，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

故不能多识。偶于人家见之，及有异闻者，录以备博

物”。但《岭外代答》之“禽兽门”条目中就有许多

《桂海虞衡志》中所没有记载的动物，如“白鹿”

“譐”“人熊”“大狸”等，对这些动物也有较为详细

的描述。如“钦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躯，长角，

玉雪其色……日取生牛乳饲之……然钦州之白鹿，

自昔有之，不足异也。南方野鹿成群，望人不去，近

逼之而后走，性疑，畏闻人气”。这说明当时钦州有

许多野鹿，体型大，呈玉雪色，有长角，多生活在平野

之间，且性情多疑，怕人的气味。观之让我们对鹿的

形状特征、生活习性及分布地点等内容都有所了解，

也反映出南方地区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天堂，表明此

时该地生态环境保存还相当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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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岭外代答》除了上述“求真”“创新”两

特点外，也存有不足。其最大莫过于抄袭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的有些内容，一些条目几乎是照搬，

尤以生物各门为甚。［１４］１１如“禽兽门”中“乌凤”“秦

吉了”等条目就和《桂海虞衡志》中的相同。其次，

就是未脱世俗的神怪观念，这在“志异门”中变现的

尤为明显。如其“天神”条中就有“广右敬事雷神

……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以为天神实

为之灾”。在其他条目中，如前述的 ００９条“罗丛
岩”中也有“或遇岁旱，里人祷之，甘雨必应”的类似

说法。再次，《岭外代答》的部分内容编次不尽妥

当。如地理门各条以先山后水为序，但其中象山条

（０１６条）、本言山却插入诸水条中；花木门各条皆言
植物的形状、习性及功用等，但其中之月禾条（１９７
条）却是农业耕种情况，与其他条目完全不同。［１４］１１

《岭外代答》作为重要的史料虽然有着某些瑕

疵，但其优点终归占主要部分。不仅如此，《岭外代

答》还对后世史书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

在内容和体例上，《岭外代答》对《诸蕃志》就有重大

影响。《诸蕃志》之《志物》篇中有“龙涎”等６条借
用了《岭外代答》的内容［１１］２５：“龙涎”“鹦鹉”全借用

自《岭外代答》；“槟榔”“椰子”“吉贝”也大部分借

用《岭外代答》内容，只是个别语句表达方式不同而

已；“沉香”“沉水香”部分则是引用《岭外代答》内

容。［１１］２８可见《岭外代答》对《诸蕃志》影响之深。

四、结　语

《岭外代答》中的环境史史料是十分丰富和珍

贵的，让我们对宋代广西地区的气候变化、地理环

境、动植物的分布以及环境疾病等主要环境因素都

有所了解，从而使我们对当时的整体环境面貌有了

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在环境史研究备受关

注的今天，史料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理应受到应

有的关注，而《岭外代答》作为有着重要价值和鲜明

特色的环境史史料，更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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