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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多卷本《中国环境史》评议

梁若愚 宇龙

摘要：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于2020年6月至2022年5月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

分别为先秦卷、秦汉卷、唐宋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作为中国学者编撰环境

通史的先期尝试，该套著作较为全面且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复杂

历史关系。此外，该套著作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包括在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理论

创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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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

的思想，《管子·五行》云：“人与

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考察湖州市安吉县时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核心理念。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

明兴衰演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

要求之一。

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

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

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

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

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人与自然

的互动贯穿着文明的始终。环境史研

究是 20 世纪后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和史学研究困境共同作用下兴起的

学科。目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在历史

地理、环境变迁史、生态史、农林史

等相关领域已取得诸多成果，而整体

性、综合性和长时段的通史研究偏少。

系统性编纂本国环境通史，建设中国

学人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既是历史学

科发展的自然结果，亦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所需。

目前具有通史逻辑的中国环境

史著作均来自国外，如伊懋可（Mark

Elvin）编写的《大象的退却：一部

中 国 环 境 史 》 和 马 立 博 （ Robert

B.Marks）编写的《中国环境史：从

史前到现代》。从长时段的视角，描

绘了四千年以来中国的环境变迁史。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Mark%20Elvin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Mark%20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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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六卷本《中国环境

史》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间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总主编

戴建兵、副总主编刘向阳，分卷主编

分别为：先秦卷张翠莲、秦汉卷王文

涛、唐宋卷谷更有、明清卷孙兵、近

代卷徐建平、现代卷张同乐。该套著

作篇幅达 160 余万字，汇集了前人研

究，系统论述整个中国环境史的发展

历程，勾勒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人

与自然互动的恢弘画卷，并尝试构建

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域。正如总序

中所述：“编纂中国环境通史，旨在

全面界说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人与

自然协同演进的总体史。” [2]

作为一部环境通史，完整叙事体

系的构建十分重要。对比前文提到的

两本通史性著作，其中伊懋可以大象

这一特定物种的迁徙过程为切入口，

从模式、特例、观念三个方面去描绘

中国环境变迁的总体图景、局域特例、

环境思想及人地关系，起纲举目张之

效，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研究深度。

再者，马立博跨越了中国朝代政治分

界，以自然环境变动的大致时间作为

界定研究时段的标准，“环境史更倾

向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历

史分期的全球化描述。”[3]马立博试

图“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

国家”以探索环境变迁规律，呈现西

方学者秉承所谓“世界主义”的价值

追求。更有学者将国家、民族等社会

概念从环境史研究中剥离，探寻纯粹

的自然演变史。例如世界环境史研究

的重要著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

世纪世界环境史》一书中，作者 J.R.

麦克尼尔（MeNeill）将环境史划分

成地球表层的四大圈层，由下而上地

讨论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

[4]

环境史叙述主体的人类与社会

的角色被刻意弱化，难以展现史学研

究的全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环境史研究应包括自然环境

和人文社会环境两部分。“全部人类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

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

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

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

系。”[1]环境的优劣是相对人类的生

存感受而言的，历史研究作为人文学

科不应脱离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

从政治对自然环境的塑造力来看，华

夏大地广袤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季风性

气候下的水热不均造成农牧区分界

明显，这些自然禀赋促使强大的中央

集权国家的得以形成以满足国防和

修筑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最终孕育

了庞大的人口，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大

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人力基础，以及

“大一统”的精神理念。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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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与环境变迁

是一种密不可分、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

国家”的观念难以展现中国环境变迁

的历史全貌，也不应是世界环境史编

撰的唯一价值追求。

鉴于此，《中国环境史》划分为

先秦、秦汉、魏晋唐宋、明清、近代、

现代六个分卷。随着各朝代的国运兴

衰和政治变迁皆出现了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巨大

变化。正如总序中所述：“编纂者的

宗旨是超越中国古代史传统的王朝

史和断代史的编写范型，企图按照历

史时期不同时段文明演进的核心特

色与环境变迁的自身规律作为分卷

的标准。”[2]强调了中国政治文明的

演进特色，兼顾环境变迁规律，彰显

塑造国族认同方面的价值，克服片面

的叙事倾向。

《中国环境史》作为环境通史编

撰的先期尝试，不仅在叙事结构上大

胆创新，而且在许多观点上对前人的

成果进行了总结、反思和超越。该书

的谋篇布局、论证模型、理论探索等

方面都极具特色。

各卷的谋篇布局，秉承“以人为

本”的研究思路，紧紧围绕“人与自

然的互动关系”这一叙事主线，将自

然环境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有机结

合，着重展现双方相互影响的“历史

耦合点”，并以此作为各章节谋篇布

局的出发点。围绕人类生存环境，从

气候变化、动植物变迁、水环境变化、

农工业经济发展、自然灾害、疾病等

主要交汇点入手，理清两者之间冲突

与平衡的全貌，进而探讨人类实现自

身永久存续的未来方向。

在问题的论证方面，由于自然环

境与人类社会的演变都有其自身的

内在规律，从“人本主义”出发，建

构了一个关于环境问题如何发生，如

何波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如何反作

用于环境的波浪式论证过程。①

不仅如此，各分卷在详细地梳理

了整个环境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人地

互动的复杂历史关系的同时，还进行

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如张翠莲教授在

《中国环境史·先秦卷》中使用了广

义上的先秦概念，将研究时段一直追

溯到 3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作者

在前两章中以长时段的视角，将史料

记载的物候现象与考古学、自然科学

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综合论述了第四

纪以来在中国的地理概念所包含的

区域内，气候如何呈现冷暖干湿的周

期性变化，动物群如何发展、灭绝、

迁徙，植被如何演化等环境自发的变

① 波浪式论证，是指一种随着矛盾双方或诸方从平衡—

—不平衡——平衡的关系变化，而每一次平衡都必须另作

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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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历程。从第三章起，作者开始将人

类角色纳入环境变迁的宏大叙事中，

围绕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

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诸多影响，以及环

境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的盛衰兴废

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在第五章中，

作者从原始初民对环境的选择与适

应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聚落和城

市的形成、水利设施的修建、原始宗

教的兴盛、战争对环境的塑造等内容。

此外，作者还并针对城市中人与环境

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

自然度较高的社会形态下，人群与自

然的关系是依赖性的关系。自然资源

是影响人群流动和聚落发展的重要

因素，如果人地关系和谐，这将会是

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人们不注重节

约资源，对自然利用过度，人地关系

的紧张将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甚至

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社会

系统崩溃。”[2]先秦卷中将气候、地

形、动物、植被、土壤、水等生态系

统与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行为进行了

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

史、自然观念史、环境政治史三个层

面的融合与统一。全书亦围绕这几个

主要论题进行延续性和拓展性的论

述，并基于不同时代人与自然互动的

维度差异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

趋势，在内容和观点的论述上各有侧

重。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在总

体不冲突的基础上各抒己见②，展现

出一种鲜明的、多样的宏大视野，体

现了作者们对环境史这种自然和社

会交错的新兴学科的审慎态度。

各分卷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例

如，中外环境史学界长期存在“衰败

论叙事”的倾向，尤其是将人类当作

自然破坏者的庸俗化预设与定论。对

此总序中有言：“这个过程不仅包括

衰败，而且包括和谐，特别注重挖掘

衰败与和谐的结构耦合点和地方性

知识，找寻生态盈余与生态赤字的具

象化表现，总结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

力的耦合点与失序点。”基于对社会

与自然法则的理解指出当下中国环

境史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是“探究人类

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的内在机理”[2]，这充分体现了作者

们对于环境史这门新学术崇高的价

值定位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追

求。

又如，谷更有教授在《魏晋至宋

元卷》中突破了朝代与区域的限制，

将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的一千多

年打通，探讨长时段内人类与生态环

境关系的互动过程，并总结出当今环

② 总体上对于环境史的概念问题采纳了唐纳德·休斯的观

点，“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代变迁，

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和思考，从而

推进对人类的理解。”参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

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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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史学科的两点共识，即“一是环境

史是跨学科的研究，二是环境史的研

究内容是历史上人类与所处生态环

境之间的互动关系”[5]。结合了气候

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等一系

列方法，对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环

境大变迁下的政权分立与统一、民族

冲突与融合，南方的开发与经济重心

的南移，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盛

衰与互动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和归纳。解释了唐王朝在盛极而衰的

周期变化中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巨大

冲击，以及对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经济地理分布的影响。此外，他还

对农业、手工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

行案例分析，认为人类的经济生产

“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大于破坏”

[5]。这一观点既是对古代人地关系的

新思考，也是对衰败论叙事的有力回

击。

明清卷提出“环境变迁史绝不是

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

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

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

《现代卷》中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

影响进行评估，认为“自然灾害在正

常时期均有可能发生，到底是何种原

因引致发生则需要细致鉴别和深入

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归因于人类活

动导致的环境恶化。”[6]这些观点使

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与自然

关系的本质，大部分的自然灾害并非

两者关系的异化所致。③可见，中国

人自古崇尚与自然和谐共生、顺应天

意，并没有征服自然、敌对自然的文

化传统。这些传统观念为当今世界的

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构建提供了中国

方案。

此外，在一些科学性和应用性较

强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环境史》的

观点也值得关注。如《近代卷》中，

徐建平教授凭借其多年在水环境研

究、环境保护及环境思想等领域深厚

的学术功底，对于近代环境治理的效

用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中国

近代环境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恶化

到防治的过程，但总体而言环境问题

越来越严重。”[2]其在第五章中以水

环境变化为主线，对城市经济与水环

境的互动进行深入剖析，对水旱灾害

及顺直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

的构建过程及效用进行分析，探讨近

代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及教训。

可以说，近代卷中有关近代环境保护

及水环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代表了

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准。

③ 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是指人与自然从同一走向对立。人

与自然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质需求，人

从本质上源于自然，内在于自然，同一于自然，人的所有

的生存活动依赖于自然。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表明的

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甚至处于压榨与被压榨、征服

与被征服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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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环境史一直

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国环境

史》专设“现代卷”对新中国成立后

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填补

了国内以往环境史研究的部分空白。

其中，围绕“现代化过程中资料过度

开发，经济快速增长，生态持续恶化，

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等矛盾

发展演进谋篇布局”[6]，详细论述建

国后在环境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环境

恶化的现象，并针对“除四害”“大

跃进”“大炼钢铁”等历史事件的具

体环境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这

种直面敏感问题的态度令人钦佩，同

时也纠正了西方所谓的“中国衰败论”

的谬误，起到了矫正纠偏、正本清源

之效，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历史中的环

境问题有一个客观且清醒的认识。另

外，现代卷中还对新中国环境思想及

环保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的论

述，结合生物学、生态学的认知，客

观评估新中国环境史上的相关认知、

对策的成就与不足，并为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构建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道

路指明了方向。

另外，《中国环境史》中体现的

环境思想极具深度。相比于马立博在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的第

三章第三节“古代中国关于自然与环

境的理念”中对先秦时期的儒道法三

家的环境思想所进行的简要叙述，以

及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第三章“观

念”中对谢灵运和谢肇淛等人环境思

想的重点解读，《中国环境史》作者

们的论述显得更为系统且深入，从先

秦时期朴素的敬畏自然到秦汉的万

物一体、天人合一，提倡顺应自然、

尊重生命；从魏晋的士大夫思想到唐

宋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从明清的西学

东渐到近现代科学主义的兴盛。中国

学人的环境思想由自发逐渐趋于自

觉，再到今天形成了一整套思想和实

践体系。其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国思想

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

除内容和观点的创新外，资料的

拓展和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该书学

术价值的重要体现。除传统历史学领

域外，该书的资料的引述范围还包括

气候学、地质学、土壤学、动物学、

植物学、人口学、流行病学、水利学、

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

除收集丰富可靠的资料外，研究

方法也是决定历史著作质量高低的

关键。《中国环境史》在方法论上突

出表现为跨学科研究和综合分析与

案例研究相结合两个方面。各卷作者

在坚持历史叙事为主体的基础上，积

极寻求多学科对话与合作。例如作为

编者之一的许清海、赵宝华均为河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环境学、动

植物学专家。他们利用了孢粉、古土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SEQZ3Szga852RZ6oCOJiRelWqlpnpNBfx2UMmS7BTIslbNVMM7LDavCziP5kwVt&wd=&eqid=b650b8220004d73e000000035d697d1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SEQZ3Szga852RZ6oCOJiRelWqlpnpNBfx2UMmS7BTIslbNVMM7LDavCziP5kwVt&wd=&eqid=b650b8220004d73e000000035d697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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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湖泊沉积、石笋、冰川、雪线、

沙漠、海面升降、古植被等技术指标

对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动植物变

迁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定量分析。各卷

主编在对传世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进

行详尽剖析的基础上，“将自然地理

学、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成果交叉整合，力求从更新的

角度出发，透过历史视角观察环境变

化，透过环境视角寻找历史规律。”

[7]

该套书的付梓作为中国学者编

撰环境通史的先期尝试，较为全面且

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

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当然，一本书

不可能十全十美，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之处：

一是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方面

并非尽善尽美，由于编者们的认知逻

辑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各分卷之间在

内容和论点方面还有进一步协调的

空间。

二是在部分章节中存在“自然科

学”导向的环境史叙事，在叙事上难

免有些脱离历史叙事风格的倾向。因

此增添一些有血有肉的历史话语，进

一步彰显历史学的主体地位，是“实

现‘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转向真

正的‘人本主义’的环境史”[2]的重

要环节。

三是未刊档案资料有待进一步

挖掘。如果能扩大未刊档案来源的范

围，对环境问题进一步探讨应该有更

多的助益。

四是理论创新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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