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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史作为近年来西方现代史学中异军突起的新学科 ,最早诞生于美国 ,其环境

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当代国际史学中有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历史理论的创新、旧史学的发

展、跨学科理论的应用以及全球视野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 ,环境史的诞生是

在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而成长起来的 ,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密切结合 ,促成了环境史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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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史作为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兴
起的学科 ,归属于历史学 ,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
关系 ,研究的主题集中于重构自然生态系统的历
史、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及国际
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和人类的环境思想史。它发祥
于美国 ,是历史学科中前沿的学术研究之一。美国
环境史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西部史学家弗雷德
里克 ·杰克逊 ·特纳 (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

他于 1893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宣读的《边疆在美
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部分地涉及了环境史 ,

[ 1 ]遗
憾的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下去。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美国的学术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传统史学的囹圄
被突破 ;面对着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环境运动如
火如荼 ;历史学家自觉的人文关怀 ,开拓了研究人
与环境的新课题 ,环境史应运而生。1976年 ,一群
历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文学学者成立了以约翰
·奥佩为会长的美国环境史学会 ,同年 ,发行了会
刊《环境评论 》。此后 ,专业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 ,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和著
作 ,环境史的研究蔚然成风。究其源起 ,可以说是
史学理论的创新和环保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历史理论的创新
历史理论的创新开启了学者对环境史的研究。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 》中零散地提及了

环境的影响 ;我国战国时期的士人孟子对梁惠王劝

告到 :“不违农时 ,谷物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

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

用也 ”;
[ 2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中着重记载地理

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

的表现 ,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

处。[ 3 ]在他们的论述中提到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

响、人们应该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注重地理因

素的看法也只是只言片语 ,即使鸿篇巨制的《资治

通鉴 》也只是为了总结历史 ,向帝王阐述治人的经

验。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似乎就是人治人的历

史。在中国古代 ,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尚处在初

级阶段。可贵的是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 ,不乏高瞻

远瞩之人。中世纪阿拉伯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 ·

赫勒敦就提出了许多关于环境方面的具有创新性

的理论。近代以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士人的自觉 ,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慢慢地摆脱了以上层人物为

核心的政治史、战争史和外交史等“人事的历史 ”。

“旧史学 ,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社会的存在 ,也只

是将它们作为布景和背景 ,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

跃的、塑造性的力量。”[ 4 ]当下 ,历史研究关注更广

泛的群体 ,如自然、穷苦大众、妇女、儿童 、同性恋

451

3 [收稿日期 ]2010 - 05 - 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971016)

[作者简介 ]刘二艳 (1984—) ,女 ,陕西榆林人 ;硕士 ,在西南大学文化学院学习 ,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

张国平 (1974—) ,男 ,宁夏银川人 ;博士 ,在国家气象局工作 ,主要从事气象环境变化和环境灾害的分

析和预报研究。



者 ,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拓
展。“史家像这样开始关注曾经无权无势的群体 ,

当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及至环境史 ,史家关注的
对象进一步向下 ,最终使历史叙述涵括地球本身及
其上的生物和其他环境要素 ,这可视为人类历史不
断进步的结果 ,环境史也因此成为西方史学链条上
的一环。”[ 4 ]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家 J. 唐纳德 ·休斯
(J. Donald Hughes)说道 :“世界历史的叙事 ,如果
要做到均衡而又准确 ,就要考虑自然环境以及它与
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5 ]环境不
能再被视为供人类历史上演的舞台布景 ,“它是演
员 ,它事实上囊括了演员阵营中的大部分角
色 ”。[ 6 ]这样的认识已被环境史学者普遍认同 ,因
而成为环境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给予自然应有的
地位 ,尊重环境 ,是环境史研究的前提 ,这无疑大大
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传统 ,更新
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这样 ,历史研究就更加接近
客观事实 ,更加科学了。思维的拓展 ,带来的不但
是新的研究领域 ,而且是一种观念的创新 ,一种亘
古不变的学问的精神。

环境史的诞生 ,进一步推进了人类对大自然的
认识。在古代 ,历史的撰述集中于“人事的历史 ”,

大自然虽是人类活动的舞台 ,却不为人类所重视 ,

人类史与自然史被长期割裂。在理性时代 ,西方人
对待自然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 ,即“阿卡狄亚式的
态度 ”和“帝国式 ”①的传统。近代 ,马克思的“只要
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 7 ]的
说法深深地启发了我们。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 ,

我们慢慢地意识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 ,自然并非无
动于衷 ,它会反作用于人类。如人类滥砍滥伐 ,肆
意破坏自然 ,导致的环境问题 ,反过来危害了人类
的利益。环境史的诞生 ,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人也是
自然的一部分 ,即使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也要和自
然和谐相处。动植物适应自然的能力显然比人类
差的多 ,自然条件一旦被破坏 ,就会直接威胁到它
们的生存。事实证明 ,人类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掌
握了生存的技能 ,动植物只能从自然中寻找食物 ,

人类一方面可以制造食物 ,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手
段 ,使之适应新的环境。因此 ,与自然相争的做法
是极其不明智的。环境史学家持这样的态度来对
待自然 ,体现了认识论上的进步。

二、对传统史学的拓展
环境史拓展了对上层政治的研究。环境史涉

及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或是全球的环境政治和政

策 ,如对美国资源保护运动和国际环境政治的研

究。环境史必须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功能 ,

以理解它和环境的关系。而决策者的价值观念、思

想意识和兴趣爱好对环境政策发挥着极大的影

响。[ 8 ]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

治层面的真空 ,“政治是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最

好的指挥棒 ”。[ 9 ] 美国史学家休斯说道“环境史不

能不顾政治、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 ,以及为其堂而

皇之的利益所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

体 ”。他认同道格拉斯 ·维纳的说法 ,即“每一场

‘环境 ’斗争 ,在根本上 ,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利

的斗争 ”。[ 10 ]这表明 ,环境史可以揭示社会利益集

团之间围绕自然而展开的较量。对此加以研究 ,无

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发展 ,在史学中涌现出新的

浪花。探究各国的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制定过

程 ,研究各国历史上涌现出的环保杰出人物以及联

合国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是适时的

也是有价值的。环境政策制定的本身就反应了执

政高层之间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利益群体之间的

较量 ,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奢望和对政治权利

的贪欲 ,在对待环境问题上表露无遗。环境政策执

行的情况 ,显露出一些政治层面的端倪。环境史为

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维度 ,开拓了新的研究

内容。

三、跨学科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之一。

“环境史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它将人类社会与自

然世界整合起来 ,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就远远不够

了 ,传统的资料来源也不能提供研究所需的充分材

料。因此 ,环境史需要生态学、生物学、动植物学、

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化学及其他许多自然科学

的支持 ”。[ 8 ]“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

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 ,互相借鉴和融合 ,达

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 ,环境史跨学

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 ,因为历史学在整合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

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 11 ]它为不同学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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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卡狄亚 (A rcadia) ,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区 ,后人喻为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风尚的地方。

“阿卡狄亚式的态度 ”即是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 ,目的在于使他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

状态。“帝国式 ”就是要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

(〔美 〕唐纳德 ·沃斯特著 , 侯文蕙译. 自然的经济体系 :生态思想史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99,第 2页 )



景之间学者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地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的结合 ,无疑会受益于两个学科。历史学家和
生态学家原是“老死不相往来 ”,它们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 ,因此 ,跨越这些鸿沟显得非常重要 ,哪
个学科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呢 ? 环境史可以说是最
好的纽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种种新
的联系 ,无疑会使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加强沟通和
理解。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
用 ,如果能够真正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对环境史、生
态史的认识就更加清晰和深刻了。就环境史而言 ,

与它关系密切的主要有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地
理学、环境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 ,其中 ,环境史
与政治史的关联 ,在于与环境相关的政府机构、政
策法规以及社会斗争 ;环境史与经济学的关联 ,在
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分布和有限性及其对经济、贸
易和世界政治的制约等。[ 4 ]自然 ,进行多角度、多
层次的研究更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学科的差异性、
研究者的水平决定真正想做到跨学科的研究是有
相当难度的 ,然而 ,环境史在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
环境史研究的面是包罗万象的 ,不同学科学者的研
究更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在环境史方面 ,历史学家
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真正可以得到应用。

四、环境史的全球视野
环境史积极回应并践行着全球视野。环境史

在本质和定义上意味着一种非常广阔的视角 ,包括
全球意义上的环境 ,以及从起源延伸到现在甚至凝
视着模糊不清的未来的 ,也就是说 ,它的范围不论
在时间层面还是空间层面都是很广的。[ 4 ]从目前
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 ·
巴勒克拉夫 1955年在《处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
学》一书中所揭示的主题 ———“重新定向 ”,到后来
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历
史观 ”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 ,用全球史观来指导历
史各个方面的研究已被学界认同并在不断实践中。
自然 ,我们的视野当然不能囿于个别的国家和地
区 ,全球视野也成为环境史学家的共识。纵观前
后 ,俯仰古今 ,涉及全球的环境问题在数量和强度
上都有增无减。农业革命的扩散、民族大迁徙、传
染病的肆虐、大面积的征服战争 ,无疑证明环境因
素不只是在个别地区起作用 ,牵“环境 ”这一发 ,而
且在时间上或是空间上都会引起全球的问题。环

境史顺着这种趋势 ,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全球史
观。从对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的研究上升到对
整个地球环境的研究 ,再用全球的视野加以综合分
析 ,环境史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谓是精益求精。在世
界历史的编撰中 ,加入环境史和自然史的关联 ,结
合各个地区环境的共性和历史特殊性加以研究 ,更
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积极意义。

五、环境运动的推动
“环境史研究是环境运动的后裔 ”,

[ 9 ]短短的
13个字 ,向我们诉说了环境史兴起的现实基础。
环境问题的覆盖面越来越广 ,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
作用也异常明显。全球环境问题扑面而来 ,引起了
大众的关注。环境保护正式兴起于 20世界 60年
代 ,它不仅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 ,也是集体性的社
会运动。雷切尔 ·卡逊 (Rachel Carson) ,美国的一
位海洋生态学家 ,满腔热情又科学严谨地沉醉其
中 ,并将大半生投入到对海洋生态学的研究与乐趣
之中 ,她在 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 》是现代环
境保护主义①产生的标志。此书揭露了美国农业、
商业为追逐利益而滥用农药的事实 ,对美国不分青
红皂白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
进行了抨击。通过大量阅读资料和实地观察 ,卡逊
已看到许多杀虫剂在一些物种中引起的巨大破坏 ,

有些证据也足以证明它们残留在人体组织中可以
引起无法挽回的生理变化。[ 12 ]该书的出版在美国
和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连续 31周成为美国最
畅销的书籍 ,销售量达 50万册 ,不久该书在世界其
他 15个国家出版。此书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及其西
方国家一股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和出版高潮 ,内容
范围超越了杀虫剂问题 ,涉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整
体影响。在此背景下 ,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
的焦点 ,公众的环境意识随之增加。环保主义的发
展还表现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壮大。从 1960年至
1972年 ,加入美国全国性环保组织的成员增长了
38%。到 20世纪 70年代初 ,山地俱乐部和全国奥
杜邦协会的会员人数从稳定的几万人分别猛增到
14万人和 20万人。[ 13 ]与此同时 ,许多环境非政府
的组织相继成立 ,如 1967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基金、
1970年成立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地球之友。随
着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建
立 ,第一批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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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保主义 :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 ·哈伯的解释为 ,环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又是行为本身。作为意识形态 ,它是

一套宽泛的信仰 ,相信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合乎需要 ,而且具备可能性。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 ,它倾向于改变

人与环境的关联方式。环保主义不仅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 ,而且也是集体性的社会运动。 (查尔斯 ·哈伯. 环境与社会 :

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 [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8. 第 3542355页 )



台上。1970年 4月 22日达到了舆论的顶点。这
天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 ·纳尔逊 (Nel2
son Gaylord)提议的第一个“地球日 ”,主要活动组
织者则是年仅 25 岁的反战活动家萨姆 ·布朗
(B rown Sam)。这一天 ,包括 1 500所在校大学师
生在内的约 2 000万美国民众参加了“地球日 ”的
活动。美国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 (N ixon R ichard)

虽然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 ,但他还是呼吁人民要与
大自然母亲和平相处。[ 14 ]同时 ,许多环境保护主义
者纷纷著书立说 ,对工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的价
值观进行了重新评估 ,并对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以
及环境退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重新的
思考。[ 15 ]显然 ,在 20世界 60年代末 ,很难找到一
个公共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获
得如此多的关注。1972年 6月 ,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第一次全球性环保大会召开 ,毋庸置疑 ,这是
在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召开的。它突破了
冷战的面孔 ,在环境问题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 ,摒
弃了不同的阶级、语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差别。
环境史的研究与环境保护运动密切相关。现代环
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这门新学
科的产生固然可被看作是二战后美国学术多元化
的产物 ,但也绝对不能忽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
场意识变革的冲击。

六、结语
历史理论的创新、旧史学的拓展、跨学科理论

的应用以及全球视野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基
础 ,加之环保运动的现实推动 ,环境史迅速地成长
起来。理论是历史研究中突破传统史学的先导 ,其
创新的重大意义不言自明 ,环境史有了新理论的指
导 ,更利于它的发展。正是有现实的推动 ,历史研
究赋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环境史迅速成为热门的研
究课题。这个新学科被介绍到中国 ,映入了我们研
究的眼帘。[ 16 ]环境史自身蕴藏的巨大魅力无疑为
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环境史的出现以及在中国
的迅速传播 ,拔擢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视野 ,给我们
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为古老的历史学注入了

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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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a new subject that has been recently demonstrated in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H istory was first born in the Unit2
ed States, belonging to the ancient history as a branch. H istoric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old history, interdisci2
p linary app lication of the theory and the global perspective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In

fact, the birt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driven by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 clos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the

realit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irt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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