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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 

    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与人类历史共生共存，其中可以研究和总结的内容非常

丰富。近十余年来，尽管史学界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
就，比如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成绩斐然。但是，这些研究不仅主要局
限在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经济史等有限的专业领域，而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而
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一方面罗列人口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展示资源、环境问
题。事实上，人口、资源、环境三者是一个系统体系中的有机组合，三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正是这门学科的生长点所在，也正是这门学科最核心的研究对象。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史，就是要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
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变
迁不仅与人类历史的变迁紧密相关，而且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作
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西班牙种植园主为在古巴获取咖啡树的高额利
润而不惜焚烧森林，结果使沃土变为赤裸裸的岩石时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
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
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520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变迁及相互影响的历史相当久远，
其中既有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有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环境恶化的不协调
发展时期。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人口增长、经济发
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平衡之间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总结中国历史上在此
方面的经验教训，正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就方法论而言，就是要充分利
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科学和一些相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相互交叉与渗
透，是当代社会史研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注重史学家利用其他相邻学科的
成果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且提倡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对历史进行多学科
的研究。对于史学家而言，这种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能力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
（《史学研究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0
页。）人口、资源、环境并不是三种互相割裂的社会和自然因素，也不是三种因素
的简单组合。作为一个整体，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的组合。三者
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运行机理相当复杂，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史本身就是
一门交叉的边缘的学科。正如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并不等于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一样，历史地理、人口史、经济史的研究也不可能代替人
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相邻学科，尤其是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使中国人
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走上正确的方法论之途。另外，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
“ 长时段”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应当引起重视的。
这是因为：并不像革命、灾害等“事件”那样，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都有一定
的周期性，甚至相对稳固性，只有将此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观察，才有可
能洞悉其变迁及其轨迹，否则见木不见林，很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关注现实，鉴古知今是历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历史学不应局限于让史料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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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史学，而应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年鉴派学人将此概括为“问题史
学”。用布洛克的话说就是：“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历
史与现实奇妙地沟通，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紧密粘连，史学工作者只有投身到
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历史学走出
史学界，才能撰写出无愧于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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