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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外都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
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由于环境史研究起步比较晚，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因此，对环境史研究有
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当此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应当对这项研究的性质、目
的、内容、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明确环境史的研究方向，加快环境史研究就的前进
步伐。  
  
  一 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  
  
  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别，本文所说的环境系指自然环境而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界（地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
分。人类具有自然的属性，其生理活动（如新陈代谢、性欲、生殖）与其他哺乳动物并无太大的差
别。人们常说人有兽性，如果抛开其中的侮辱成分，就人类的生理活动来说，确实与兽类（哺乳动
物）有相同、相似之处。人类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食物，才能保证正常的生理活动需要，维持生命的
存在和种群的延续。人类永远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的优劣、自然环境的变迁，都会对人类产生程度
不同影响。  
  人类有语言文字，能够从事劳动，创造财富，这是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因
此，人类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是同自然相对立、相分离的。人类要永不停顿地向自然索取，如果这种
索取停止了，人类也就不会存在了。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将废弃物归还自然。这是
一个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过程——人类与自然种种关系的本质，即在于此。环境史要研究的对象，
不是环境变迁，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出现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单纯依赖自然发展到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然后转变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这三个阶段的产生，与人类智慧
的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是人类对自然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人类在出现之初尚处于童年时期，对自然的认识相当肤浅。由于人类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而生
存，从内心深处十分感谢大自然，认为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有神灵
的。这种自然崇拜是人类智慧未开、软弱无力的表现，人类成为大自然的奴婢。人类以采集、渔猎为
生，其索取食物的方式，与灵长类动物很相似。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约占人类历史的98%以
上。考古学上的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都属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类对自然几乎没有产
生什么影响。  
  利用自然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金属的出现，特别是铁器的应用，是人
类能够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耕地。铁器造就了人类的古代文明，同时也加快了对大自然的破坏，
如水土流失、沙尘暴相继出现。到蒸汽机、内燃机出现以后，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空前高涨，从
而造就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破坏为基础的，旧工业文明所
造成的工业污染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的努力，人类对自然界有了更为深刻的
认识和了解，发现许多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的发生，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界过度地开发利用
有关。破坏大自然的结果，迟早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许多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活动。
全球干旱化，与人类毁坏森林、森林大面积减少有关。大气变暖（温室效应），是工业化过程中大量
使用矿物然燃料所造成的。沙尘暴增多，与人类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过度开垦有关。于是，人类明白
了一个道理，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环保学
说和环保组织，由政府出面采取环保措施。  
  既然人类与自然之间有种种的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我们就应当对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按照我的认识，环境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通过历史
的研究，寻找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的借鉴。因此，环境
史研究不仅有严肃的科学性，又要有明确的现实性，做到古为今用。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功用，即在
于此。  
  
  
  
  二 环境史的研究内容  
  



  "关系史"这三个字，已经点明了环境史研究的内容之所在，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就一般的意义来说，人类是处于主动地位，自然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因
为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人类的衣、
食、住、行，无不来源于自然。在人类看来，自然界的一切有用之物，都是为人类准备的，可以任意
索取，不能让它浪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常常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  
  上述只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有时自然对于人类也有主动影响的一面。例
如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连续不断的地震、山区的泥石流和滑坡、洪水泛滥和沙尘暴、草原上的"白
灾"（雪灾）和"黑灾"（冬季干灾），常常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受此影响居民被迫迁徙。汉代因北
方草原赤地千里，匈奴被迫西迁。清代黄河泛滥，曾迫使河南、河北、山东的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
迫"跑关东"谋生，被称作流民。  
  研究环境史，既要研究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灾害，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种种自卫
措施；同时还要研究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和生态危机。换句话说，就是在人类与自然
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影响，去揭示那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因果关
系。这后者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揭示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背后的因果关系，人类便可以预见未来，主
动地校正自己的行为，避免或减缓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的发生。这样，人类便可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
由王国。  
  这是一项很高的要求，唯其要求高才能表明环境史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其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
点，环境史研究必须目标清楚，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精力集中，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研究探
索。  
  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远非其
旧貌。只有恢复了自然环境的初始面貌，我们才能知道其变化的幅度，找到了衡量其变化的基准和坐
标。这里所说的初始状态，是指人类历史时期而言，不包括地质时期。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
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相同的，它是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的。即使在同一国
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
见到。  
  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只靠文献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孢粉分
析、C14年代测定以及考古中的文化地层，都又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既有自然本身的原因，又有人类的影
响。自然变化的本身原因，不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人
类活动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这种影响的幅度有多大？如果能确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但又不
破坏自然的"度"（即临界值），便可以保护自然了。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识，认为开发利用即破坏。其
实并非如此，对树木的合理采伐（间伐），有利于树木的更新。然而把树木全部砍光，就会出现水土
流失。这类现象很多，不胜枚举。  
  自然科学家由于知识结构的原因，往往强调自然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人类活动的作用和影
响。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有失偏颇。有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呼吁社会科学家参与自然的研究，
是很有道理的。这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与个人爱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学家应当从人类活动的角
度，去研究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应当承担的使命。  
  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人类要生存，要延续后代，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地
发展，就必须永不停止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然而过去人类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的历史表明，人类既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又造成了消极的结果。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属于积
极的结果；空气、水资源和大地的污染，属于消极的结果。积极的结果，人们容易看到，而消极结
果，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这是造成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环境的不断恶化，反过
来又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史研究，要充分揭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以提
醒人们不要竭泽而渔，要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以往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
途径。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而且必须保证自然的可持续
发展，保证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可续性、再生性。人类要给自以喘息的机会，使自然不断
复苏。我们无意站在自然的角度去批判人类，然而人类需要反省自己的过错，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
方式，走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之路。这应当是环境史研究的崇高目标和任务。  
  上述只是环境史研究的要点，而非环境史研究的全部。其它有关的研究，应以此为中心，紧紧围
绕这个中心而展开。  
  
  三 环境史研究的方法  
  
  环境史研究，既涉及到人类社会，又关系到自然环境，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就决定了环境史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必须
充分利用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相关学科相配合，相互借鉴。  
  这些相关的学科很多，包括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生态学、考古学、民族
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尤显重要。  
  地质构造决定了地貌、山脉、河湖、森林、草原的分布。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开荒耕种很容易引起
沙漠化和沙尘暴，南方地区耕种历史很长，却未出现沙漠化和沙尘暴，其主要原因是地质构造决定
的。  
  环境的变迁，常常在大地上留下痕迹。例如大湖在萎缩消失过程中，有时会留下水线和沙堤，这
有如树木的年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地貌变迁的线索和证据。有了地理学的知识，就可以让大地开口
说话。  
  在古代的居住址和墓葬里时常可以发现古代的石雕作品，这是研究古代人社会生活、开发利用自
然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了考古学知识，这些石雕只是一堆费石而已；如果有了考古学的知识，便可
以从石雕上提取许多科学信息。  
  这些地质、地理和考古的知识都是研究环境史所必需的。没有地质、地理的知识，大地怎能开
口？没有文物考古知识，又怎能让石头讲话？长篇巨制的《二十五史》，当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资
料。然而《二十五史》主要记载改朝换代、帝王将相，其中关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资料比较



多，而有关自然史、思想史、经济史的资料比较少。因此，如果只凭《二十五史》去研究环境史，虽
然可以取得一些成果，但其深度和广度却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此可知，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要有
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最好是每个环境史研究者能够主动地不断更新知识，做到文理间通，
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任何知识都是可以学到手的，关键是能否肯花时间，虚心学习。环境史研究的
学科特点，决定了知识结构，这是应当明白的。  
  另外，环境史研究不能坐在书斋中面壁而谈，必须走出书斋，作野外考察。不亲自看看大自然，
怎能确知自然环境再变迁？古人云，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司马迁如果不四处考察，焉能写出不朽
的名著《史记》？学科的性质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必须实地考察。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日益加深，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是认识深化的结
果。作为环境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集知识之大成的边缘学
科。明白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环境史研究的组织者，或每一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专家学
者，都应当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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