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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甬坚李令福高升荣参加第7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内容摘要：】 2007年9月27日至29日，第7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著名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召开。研讨会是由中

日韩三国的农业历史学会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体承办的，会议召开地点在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本届研讨会的研究主题是：中国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变迁；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与农业文化传播。 

    2007年9月27日至29日，第7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著名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召开。研讨会是由中日韩三国

的农业历史学会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体承办的，会议召开地点在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本届研讨会的研究主题是：中国西部大

开发与环境变迁；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与农业文化传播。 

27日上午的开幕式后，会议安排了日本、韩国农业历史学会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6个主

题报告，其它报告全部在3个小组会议上进行。 

    我中心侯甬坚教授、李令福研究员、高升荣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同行的还有我校历史文化学院袁林教授。李令福研究员在28日的

第一组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唐代引泾灌渠的渠系变化与效益增加”的报告。他的报告认为：著名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先生认为，唐代京

畿地方三白渠的灌溉效益较西汉时下降很多，“原来可以溉田四万余顷的郑白渠，到大历时，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并由此得出结

论说，唐朝“不重视农田水利，……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旧渠”。实际上，有不少文

献资料可以说明，在农田水利方面，唐朝大力恢复和发展了关中的各项水利建设事业，改修郑白渠为三白渠，使其灌溉体系趋向完善，

管理技术空前先进，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侯甬坚教授在第一组会议上做了题为“西部开发史研究不宜一下子切入环境问题”的发言。他说：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有自己的演

变过程，有其初衷和进行方式，这首先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考虑，因此，历史背景的恢复和政治层面上的评价是第一位的。人类活动展

开中间，有劳动技能的人群是其主体，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会首先选择适宜地点或地带展开其活动，在这具体的活动层面里，设法

利用自然之利，减少盲目性，提高土壤肥力和劳动技能，增加对开垦土地的保护手段，以获得较多的农业收成，是他们经常考虑和需要

去做的事情。而农业历史领域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探讨人类活动中主动保护环境、修复自然的历史经验。另外，按

照“积渐所至”的观点，环境质量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坏的，既便如此，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因此，遵循历史学原则，遵照地理学

特点，做工作之前不要有结论，细致研究出来的结果才值得我们尊重和重视。这一发言内容，当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热烈讨论。 

    农业历史研究是历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同全球变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我校的历史农业地理研

究就是参照了农业历史的研究方法、原则和大量成果建立起来的，已经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赞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历史地理学界应

当在这方面继续投入研究力量，结合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在有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事关重大突破的基础研究选题方面做出新

的探索。 

    9月29日，会议安排代表参观了汉阳陵博物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农史馆、克隆羊基地、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模拟降

雨大厅，及杨凌农业示范区的现代化设施农业等。 

2007-10-23 11:04:16 

Email: xbhjbq@snnu.edu.cn  Tel: 029-85303935 Fax: 029-85308547 

Copyright © 中国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技术支持:“十万个为什么”电脑学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