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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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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史史料研究是环境史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从环境史

史料的理论探索，到各类环境史史料的具体分析，再到断代环境史史料和区域环境史史料研究，无

不显示出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学术基础。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

的研究，极大提高了环境史相关研究的效率。立足当下，未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很多方面还有

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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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史作为中国史的重要分支学科，离不

开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史料是做好生态环境史研

究的关键。史料之于史家，犹如食料之于厨

师”。［１］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是中国环境史基础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也一直在关

注中国环境史史料的问题，他们从中国环境史史料

的理论探讨、时空范围、案例分析等角度展开了一

系列研究，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徐正

蓉［２］、李明奎［３］等少数学人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

了梳理，二人分别对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以前的研究

情况进行了回顾。由于客观原因，徐文对２０１４年

后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情况未能涉及。李文虽梳

理较详，但不少地方未能将环境史研究和环境史史

料研究有效区分。因此，继续完善梳理中国环境史

史料的相关研究很有必要。本文拟对２０１４年以来

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概况进行回顾，并简析当前研



究不足。由于当前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相关研究十分

广泛，某些研究成果梳理分类或许存在交叉，且限

于个人能力，难免有所遗漏，若有不妥之处，望各

方家多批评指正。①

一、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理论探讨

近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

史料的挖掘、特点、分类、搜集、利用等方面。钞

晓鸿指出不仅要利用考古发现及自然体所加载的环

境信息，还应大力挖掘诗歌、仪式、传说、图像等

长期受传统史学研究忽视的资料。［４］周琼创造性地提

出了环境史研究的 “五重证据”，即传统文献资料、

考古资料、实地调查资料、非文字资料、跨学科资

料。此外，她还指出了环境史史料具有分散性与残

缺性、隐蔽性与模糊性、主观性与有限性、分布不

均衡性与无规律的特点。［５］聂选华基于中国环境史文

献的类型、记载内容和发掘过程，认为当前中国环

境史文献具有宏观性与微观性互存、多维性与单一

性兼容并蓄、隐性与显性共生这三大方面的特点，

并强调中国环境史研究应多走向田野来丰富中国环

境史的文献资料。［６］吴寰从环境史学科的应用角度，

按照史料的来源、内容和时间的分类标准将各类型

的环境史文献进行了分类，同时强调考古史料、山

地环境史文献、学科史料等也值得关注和处理。［７］徐

波提出，环境史研究需要广泛地占有各类材料，其

他交叉学科的材料采借也必不可少，并强调占有材

料不是目的，而更在于运用，借此把握问题的核心

和症结。［８］针对环境史史料搜集的困难，杨庭硕提出

了 “资料整合法”，即 “将分散在不同类型、不同

栏目和不同性质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与研究者

所划定的资料搜集框架按具体的信息单元，从文献

和考古报告中钩稽出来，然后再按照文化和环境协

同进化理论的分析思路，去加以组装整合，使之形

成有规律的便于检索对比的资料集合。”［９］

由此可见，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挖掘、特点、

分类、搜集、利用等构成了当前中国环境史史料理

论体系的主要框架。不过，现有研究仅针对其中一

点或两点来展开，我国环境史史料理论的综合性研

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中国环境史史料既有传统

史学史料的一般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于

什么是环境史史料，环境史史料与史料的联系和区

别还应更为深入地探讨。

二、基于特定类型史料开展的环境史研究

中国环境史史料类型多样，近年来从各类型的

具体史料中来探讨环境史信息是中国环境史史料研

究的一大热点。不管是正史、方志、地方文书、农

书、诗歌等各传统文献史料，还是考古出土资料，

亦或是图像、树木年轮、孢粉、冰芯等特殊资料，

都越来越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这类研究既包括对

某类史料的宏观探讨，也包括对其中某具体史料的

案例分析。②

正史文献长期以来是中国史研究最基本的史料

之一，也是中国环境史史料的重要来源。正史中本

纪、列传、志等部分都分布有环境史信息，其中主

要还是集中分布在史志部分。③ 而在各类史志中，

主要有天文、地理、五行、食货、河渠、福瑞、灾

异等专志与中国环境史信息密切相关。刘倩通过对

二十四史中的 《食货志》部分进行文本解读，对

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保护思想、生态经济

思想、社会生态思想等四个层面进行了研究。［１０］马

晴晴、吕变庭基于 《宋史·五行志》，对宋代疫病

性质及其区域性特点、疫病流行原因、疫病防治措

施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１１］

中国方志数量繁多，内容庞杂，对研究中国区

域环境史极具史料价值。胡安徽利用地方志分析了

盘江流域瘴气文献，指出盘江瘴气分布区域广、持

续时间长，直到民国当地人还深受其害。［１２］李明奎

认为方志中的物产、山川风物、灾害等内容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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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与传统史学存在较大差异，它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像气候史、灾荒史、

疾病史等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故而本文在梳理时将与之相关的部分史

料研究成果一并纳之。

相关型环境史史料研究远不止本节所述部分，相关内容在后文中也有所涉及。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了记载国家重大典章制度的八书，即 《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

书》《河渠书》《平准书》。班固在 《汉书》中改书为志，之后历代正史沿用之。



载，以及辑录的诗文和图像等都是环境史研究的重

要史料，同时也强调了方志中环境史史料存在的特

点和局限：区域性特点突出，描述与精确难以兼

顾；存在记载缺失、模糊或沿袭情况，显性和隐性

共存，集中与分散并存。［１３］方万鹏以 《析津志》

中的 “物产”“岁纪”“风俗”和 “河闸桥梁”等

为核心史料，着重探讨了元大都居民的生计方式、

技术形态以及生态认知与实践等，并强调了地方志

对环境史研究的重大意义。［１４］张宝元利用 《桂海虞

衡志》中有关黎族的相关文献记载，从饮食、居

住、衣着、纹身、信仰习俗等诸多方面对黎族文化

进行了生态解读。［１５］

中国民间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地方文书，这些文

书内容涉及十分广泛，其中不乏有关当地生态环境

的信息。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地

方文书的生态价值愈加被重视。如清水江文书为研

究农林复合的生态经营模式提供了重要文献参

考。［１６］此外，它还规范着林木资源的合理利用，是

苗族、侗族等民族的环境生态习惯法。［１７］杨军昌等

通过研究清水江文书中的风水观念，指出这些风水

观念不仅呈现出清水江流域各民族社会保护生态环

境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反映出生活实践中的生态环

保机制。［１８］王安萍则通过分析敦煌文书中关于疾病

的文献，指出唐代民间疾患应对方式包括预防与养

生、自我诊疗、求助于僧道与民间医生、求助于宗

教与咒禁术士等多种手段。［１９］

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丰富的私家笔记，也是中

国环境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姚佳琳从环境史角

度解读清代纪晓岚的 《阅微草堂笔记》，认为该笔

记蕴含着丰富的环境史料，其中包括明清华北灾

荒、官民救荒方式、明清安徽虎患、避暑山庄美景

以及塞外奇景等等记载。［２０］王彤通过解读宋人周去

非笔记名篇 《岭外代答》中所记载的宋代广西地

区的气候、自然山水、动植物、疾病等环境状况，

认为 《岭外代答》具有 “求真”和 “创新”两大

特点，即使存在某些瑕疵，但其对研究宋代广西地

区的生态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２１］刘岳超

利用宋代笔记文献，探讨了宋代眼疾、齿疾、脑

疽、洁疾等涉及五官、内外科、心理等方面的疾病

以及菟丝子、花蕊石散、匈奴露宿丹等药物。［２２］

诗歌因为文学特性强，长期在历史研究当中备

受冷落。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诗歌等这类文学作

品的史料价值逐渐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陈全黎基

于伊懋可 《大象的退却》中所使用的大量诗歌材

料，着重探讨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在何种意

义上可以作为 “价值最高之史料”这一中国环境

史研究的史料问题。［２３］林超民指出昆明翠湖相关诗

文是研究元代至民国翠湖生态环境变迁不可忽视的

史料。他强调运用诗文作为环境史史料时不仅要注

意作者身份地位、社会经历、思想感情和诗文修

辞，还要注意诗文的时空特性和主观情感。［２４］

古代农书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为

研究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不

乏农业生产下的生态环境信息。如王水霞等人依据

《齐民要术》中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节气等相关物

候信息，推断出６世纪上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
候冷暖特征。［２５］高二旺认为 《齐民要术》中所记

载的土壤与耕地、种子处理、田间管理和保墒等技

术，以及多种经营、干旱天气预测、兴修水利工程

等方面的举措是应对北方干旱气候的重要体现。［２６］

吴霏则指出王祯 《农书》蕴含着中国古人尊重天

地自然的天人和谐思想。［２７］

报刊杂志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文献史料之一，

它具有非常明确的时间信息，且对单一的环境事件

记载比较详细，甚至一些新闻报纸有时还对一些重

大环境事件进行连载报道。报刊杂志刊载了大量灾

害、气候、疾病等各种环境信息，是不容忽视的环

境史资料。如 《东方杂志》用科学话语解释灾荒，

传播了灾荒信息的国际视野，对传播国外科学救灾

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非盲目地使用西方的救

灾方法，而是在中西两种文明中寻求救荒方式。［２８］

考古资料作为第一手资料，是环境史研究极为

重要的依据。如甲骨文保存了不少商代旱灾、蝗灾

等自然灾害的记载。范耀江等利用甲骨文对殷商时

期的旱灾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卜辞的解

读影响了当前学界对商代旱灾的认识。［２９］刘继刚则

对商代的蝗灾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人采用了弭

禳、火烧、网捕等方法来应对蝗灾。［３０］此外，他还

指出甲骨卜辞中所反映的商人防灾措施可分为消极

预防和积极防御两种。［３１］此外，谢继忠通过解读敦

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 《四时月令五十条》，认为这

一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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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渊源主要来自月令书、先秦诸

子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和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三个方面。［３２］

图像是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我国保存下来了

众多历史时期不同类别、风格迥异的图像。近年来

图像史料逐渐突破了其边缘史料的尴尬处境，不少

环境史学者开始重视图像史料对环境史研究的重大

价值。钞晓鸿主张应大力挖掘图像资料，指出图像

具有直观特点，可再现物体外观，但是对于绘画等

图像要注意具体分析其真实一面和艺术加工成

分。［４］周琼特别强调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解读图像所

载信息，她认为民族描绘、刺绣、壁画等承载多种

自然生态的信息，对民族环境史研究价值非凡。［５］

此外，她还肯定了先秦青铜器图像对研究先秦环境

史的重要史料价值。［３３］魏华认为北宋山水画审美从

描绘远离世俗的 “无人之野”转变为 “可游”“可

居”的宜居山水，反映出人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

上越来越关注宜居的自然环境，越来越重视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３４］

田野调查资料是研究者实地深入研究地区，以

调查、访谈、观察、收集等手段来获取的第一手资

料，它是中国环境史史料拓展和补充。周琼认为田

野调查资料极大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且因其直

接性、目标明确性及资料的真实客观性、高价值

性，使其在环境史尤其是边疆和民族区域环境史研

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５］赵元梁基于田野调查

中收集的大量一手资料，探讨了大理洱海周边白族

渔民的生态环境观。［３５］李明奎从云南东川洒海村所

获取的调研资料出发，研究了该村的铜矿开采和环

境变迁。［３６］

中国环境史打破了史学的传统观念，在其跨学

科属性下，他山之石可以把玉攻。树木年轮、孢

粉、冰芯等代用资料不再是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

属资料，也成为环境史不可忽视的资料。尚华明、

杨青指出，树木年轮由于具有空间分布广、易于采

样、时间序列长、定年精确、时间分辨率高等优

点，通过现代技术还能利用树轮灰度、树轮细胞形

态、树轮化学元素含量等提取丰富的环境信息，因

而树轮现在已经成为研究过去气候与环境的重要代

用资料。［３７］杨振京等人指出孢粉为现代研究地质历

史时期的古植被、古气候、古地理及古环境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途径。［３８］徐力恒也强调了冰芯对于研究

古气候的重要意义。［３９］

综上，基于环境史史料的多样性，以相关类型

环境史史料的具体案例分析，是目前中国环境史史

料研究最主要的切入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

以从海量的文献史料中挖掘出更多的环境史史料，

还可以使旧有文献史料在环境史视野下得到新的解

读。中国环境史史料虽然极为重视各类史料的分

析，但现研究多集中于某类或某本文献史料的分

析，对各类环境史史料的具体特性和运用方法等方

面还缺乏有针对地专门性探讨。中国环境史史料的

分析也多集中在国内史料的解读，像我国的海洋环

境史史料以及域外有关中国的环境史史料等都还有

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三、断代环境史史料研究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环境史史料所跨时限

达数千年之久，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史史料不

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亦或是类型上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差异，若从整体上来研究中国环境史史料，

把握起来难度极大。因此，根据我国传统历史朝代

的划分，研究各朝环境史史料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

王彤指出先秦环境史史料分布广泛且内容丰

富，他将先秦环境史史料分为先秦文献中的环境概

述、人类活动与环境、环保意识与行为三大类，以

此为基础探析其中的史料价值。［４０］姚玉婷、赵彦龙

对唐宋两代的动物保护文书进行了研究，二人认为

唐代保护动物文书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主要包括禁

野外狩猎类、禁屠杀采捕类、禁宗庙祭祀类和禁祥

瑞征兆类四大方面。［４１］宋代的保护动物文书档案则

体现出宋代朝野对自然生态和保护动物的重视。［４２］

张濯清认为宋代绘画富有诸多生态元素，其中主要

涉及山石川流、众多植物、动物以及天气气候等生

态元素，并且这些生态元素在当时具有特定的文化

象征意义。［４３］彭庭松认为明代咏竹诗承载着丰富的

生态精神，从植竹、护竹、用竹到画竹呈现出明人

的一种生态体验和生态审美，体现出古人物我和谐

的自然价值和道本一体的生态智慧。［４４］伏漫戈指出

明代话本小说不仅从不同角度对水灾、旱灾、蝗

灾、潮灾等多种自然灾害进行了描述，还对当时的

官民救荒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认为小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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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书写灾害目的不单是如实记录灾害，更是为了反

映现实生活。［４５］

史料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

时代特征。“环境史料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布的不平

衡、无规律，即便同一朝代记录的资料也存在前后

期的不平衡，不同时期史料的详略、类型及重点取

舍不一。”［５］目前断代环境史方面的研究也存体现

出各时限的不平衡性，像先秦、唐宋和明清是较为

集中一些朝代，而魏晋南北朝、辽夏金元等朝的环

境史史料研究还是中国断代环境史史料研究中相对

薄弱的一环。而且各朝环境史史料研究多集中于某

一两个方面，对历代环境史史料宏观整体的综合性

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不过，从近年的研究来

看，像小说、图像等以往较为边缘的史料在断代环

境史史料研究越来越受关注，成为窥探各朝环境变

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四、区域环境史史料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各地生态环境各不

相同，即使同一区域内部生态环境也会存在不同程

度差异，而且历史时期各地社会发展程度也各不相

同，这使得我国不同区域环境史史料存在鲜明的地

域特征。研究各地的环境史史料是揭露历史时期各

地生态环境变迁的基本途径。

我国西南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民族众多，由于

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使得西南地区生

态环境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状态，这在

史料中有多方面的记载。石润宏系统分析梳理了唐

诗中蜀道地区的植物信息，反映出当时蜀道地区植

物种类多样，森林茂密，生态环境优良。［４６］黄林蒙

则从陆游关于蜀浙两地的诗歌入手，认为这些诗歌

部分具有气象史料价值，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蜀浙两

地的气候状况，为研究宋代气候环境提供了史料依

据。［４７］马强、杨宵利用明清时期四川方志和档案文

献对当时嘉陵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指出

这些文献涉及到气候变迁、野生植物、动物的分布

与变迁等，对考察研究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的三次

气异常寒冷和流域内森林的分布与林木树种具有极

为珍贵的史料价值。［４８］胡安徽认为贵州官修省志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料，其中植被、花卉、动物、

水质等记载反映出明代贵州生态环境的良好风貌，

但动物活动的变化也反映出某些区域生态破坏的阴

影，而生境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砍伐和战

乱。［４９］周飞以清代云南禁伐碑刻为研究样本，认为

碑刻所反映的禁伐缘由主要包括风水观念、水土资

源保护、林木资源管理三个方面，并指出禁伐碑刻

承载的历史环境信息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并不一定

具有环境保护的取向，在环境史研究当中应具体分

析各碑刻的环保价值，将其置身于具体的历史环境

中从整体上去考量。［５０］刘荣昆通过分析澜沧江流域

彝族聚居区收集到的１８块涉林碑刻，认为这些涉
林碑刻蕴含着彝族先祖保护森林的的法制意识和生

态意识，在生态保护的文献价值、生态保护的智

慧、公共生态意识、制定生态保护乡规民约等方面

具有珍贵的生态价值。［５１］他还指出，西南少数民族

丰富的林业谚语表现出用林—护林—用林的林业生

态逻辑，透射出林人共生的深刻思想，长期以来发

挥着维系森林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教化功能。［５２］

相对于西南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西北地

区是环境恶劣和生态脆弱的代名词，也是我国生态

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张静等人通过分析周

朝至民国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历史文献记

录，重建了历史时期该地的气候环境变化过程，结

果表明历史文献记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气候

变化与新疆和我国的趋势相吻合。［５３］赵少军等人利

用塔里木河中下游的胡杨年轮印证了历史文献中记

载的塔里木河径流量和河道的变化情况。［５４］

青藏地区环境方面的文献记载比较匮乏，从某

些代用资料入手来揭示这些地区过去的生态环境成

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马庆峰、朱立平等人通过

现代技术利用花粉恢复了青藏高原西南部全新世以

来的植被和气候变化。［５５］此外，黄小梅等人利用树

木年轮重建了青南高原地区过去３７０多年的 ５—９
月相对湿度变化。［５６］

其他地区的环境史史料近年来也多有研究。王

建革以我国古代有关江南地区采菱女的诗歌为中心

进行分析，认为诗歌中采菱女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历

史时期江南水环境的变迁。［５７］熊益亮对明清时期闽

北地区疫情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考证和分析了明

清闽北疫情发生的原因和疫病的主要种类，认为明

清闽北疫情种类主要包括天花、麻疹、疟疾、痢

疾、麻风、霍乱等，疫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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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兵荒马乱、不良风俗等多种因素有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５８］白豆指出记载山西灾害的碑刻部分还

原了灾害在地方社会中的真实景象，其中不乏神灵

崇拜、村社联合抗灾、乡绅赈济、商人自救等山西

民间传统救灾形式的多方记录，为研究清代山西灾

害史提供了重要史料。［５９］

由此可见，近年区域环境史史料的研究虽然覆

盖地域相当广泛，其中西南和西北等生态环境变迁

较为明显的地区是目前研究相对集中的区域。区域

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环境史史料

的区域性特征。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生物多样

性明显，且多民族聚居，因此西南地区的环境史史

料内容多反应森林的保护和动植物的分布等状况，

少数民族的禁伐碑刻、谚语等环境史史料逐渐得到

挖掘和利用。西北和青藏地区的树木年轮、冰芯、

雪线等特殊资料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资料记载的不

足。此外，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区域环境史史料研

究也突破了以地方志为中心的狭隘局面，呈现出多

种史料齐放的状况。

五、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中国史学典籍浩如烟海，为中国环境史史料的

搜集和整理提供了基础。但由于史籍中毫无以

“环境”或 “生态”冠名的专门史料，中国环境史

史料的分散性和隐匿性使得从文献史料中索引环境

史史料实属不易。而随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

入，亟需对环境史史料进行系统性地整理和建设相

关数据库。不少学者对此极为重视并进行了相关的

学术实践。

相关史料的整理早已展开，不少成果也相继问

世发表。如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编 “清代江河洪

涝档案史料丛书”［６０－６４］、李文海、夏明方等 《中国

荒政书集成》［６５］、李德龙 《云南气候与灾异资料辑

录》［６６］、谭徐明 《清代干旱档案史料》［６７］等皆是与

环境相关史料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云南

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在周琼教授的带领下，对当

代云南地方环境保护史料进行了系统地汇编整理。

目前已有 《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

年》［６８］ 《云南省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一辑）［６９］等

一批成果出版，二者以时间为序对云南各地的环境

保护史料和环境保护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梳理。

关于环境史史料的数据库建设，近年也有不

少学者进行了探索。夏明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

设”（项目号：１３＆ＺＤ０９２）对建设清代灾荒信息
资料数据库进行了重要的实践。夏明方回顾了有

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发掘、整理和数据化的过

程，在此基础上从生态史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尤其

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内学者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
建设进行了比较透彻地批判性分析，在肯定其重

大意义的同时又指出其中的不足和局限。他还从

现实研究出发，以清朝为中心，提出新时代中国

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的构想，即编纂 《清代自然

灾害长编》，撰写 《清代灾荒纪年》，建设 “清代

自然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７０］。云南大学西南环

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目前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

建设”（项目号：１７ＺＤＡ１５８）也在有序开展。研
究所团队成员深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灾害文

化调研，从一线收集各类灾害数据。王程程等人以

中国３０年气候整编资料为例，探讨了吉林省３０年
气候整编资料数据库的设计思路，并提出了垂直拆

分化列为表的反范式设计方式。［７１］

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是一个极为重

要和长远的工程，它大大提高了环境史史料的索引

效率，为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提供了极大便利。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
处理技术的成熟，史料的整理也逐渐突破传统方式

而变得更加信息化和数据化，更广泛环境史史料的

数据库建设也不再是空想。

六、结语

史料作为史学发展的基础，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影

响着环境史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更事关中国环境史学

科体系基础的稳固，对我国环境史学具有全方位的重

大意义。在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近年中国环境史史

料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覆盖面相当宽泛，在环

境史史料的理论、类型、断代、区域、整理与数据库

建设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环境史史料研究也越来越

突破传统文献史料的范围，像图像、诗歌、小说等边

缘史料也越来越走入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前沿，成为目

前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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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在今后仍是环境史研究的

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必须在目前研

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和

跨学科的推进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环

境史史料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也必须与时俱进，推动

建立系统性的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中国环境史史料

研究还处于兴起阶段，其中还存在广阔的学术荒野

有待于更多学者去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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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３．

［６４］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清代闽浙

台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６．

［６５］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中国荒政书集成 ［Ｍ］．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６］李德龙．云南气候与灾异资料辑录 ［Ｍ］．北京：学

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７］谭徐明．清代干旱档案史料 ［Ｍ］．北京：中国书籍

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８］周琼，杜香玉．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

年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６９］周琼，杜香玉．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 １辑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７０］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

据库建设 ［Ｊ］．清史研究，２０１５（２）：６７－８２．

［７１］王程程，王丽伟，吴天亭，等．吉林省３０年气候整

编资料数据库设计思路 ［Ｊ］．吉林农业，２０１８

（１５）：１０２－１０３．

１５第１期　　　　　　　　　　　　汪东红：近五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