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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视角深化西南环境史研究 

2011年06月02日 16:06  来源：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4 期 11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西南地区以其多样的自然和人类生态以及复杂的历史过程，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区域之一。在过去

的几年里，受大地构造、全球变暖等大环境变动影响，西南地区发生了多次特大规模的地质、气象灾害，已严

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开展西南环境史研究不仅在学术和现实上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极为迫

切。 

气候变化仍是西南环境史讨论焦点  

西南环境史研究，应明确哪些研究是基础性工作？哪些是要解决的主要和关键问题？哪些问题具有迫切性？ 

  环境史首先是自然生态史。西南地区包含有高原、盆地、山地、岩溶和热带、亚热带、高原寒带等多样性

的地貌、气候及其土地覆被类型，对这些自然生态面貌的科学认识，是深入研究西南环境史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需要花力气做足实证研究，科学集成各类数据，包括建设必要的数据库。目前我们仍未能形成一套信息序

列完整、置信度高的有关西南气候、土壤、水文、地貌、灾害等自然与环境要素时空分布数据，面上的现象把

握不足。此外，对某些自然变异带来的社会历史影响，我们的认识与讨论尚有诸多不足，譬如人们可能会对一

两次病疫引发的地区人口损耗和社会停滞不能理解，对历史上刀耕火种的生态意义，以及某些地区开发存在着

“生态—生产”结构上的优化估量不足。 

  哪些是西南环境史当前和未来须讨论的主要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主要仍是气候变化，这是由西南在我国

全球变化和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人类通过对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改变了地球陆

地表面的覆被状况，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不只局限于当地。云贵川渝等省市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历史以来土

地开发和利用活动客观上对青藏高原周边土地覆盖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干扰到高原气候、水文等系统；反过

来，青藏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导致水系水文条件变动，引起水系密集的云贵川渝乃至我国东部平原地区水旱变

化。 

  因此，探讨西南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不仅成为认识地区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讨自然环境变化规律和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及机

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LUCC作为考察人类利用土地各种活动的综合反映，已经成为全球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重要研究对象。人们已经认识到LUCC是全球变化在地球上留下的最直接、最重要遗迹的载体；特别是土

地利用，不仅反映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还是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复合系统演变等土地动态变化的直接

表现。可以说，LUCC是反映人文、自然活动交叉作用的最直接界面之一，通过它，我们能够看到如何把土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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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生态系统逐渐转变为人类生态系统，从而更有效地分析人地关系演变进程，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作

用的效应与机制。 

  当然，由于有史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不断加强，自然灾害增多，人地关系

紧张，西南地区的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在坚持开展上述研究的同时，环境史研究还应就现实面临着的

一些紧迫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或提供资鉴。比如对于以往忽视而当下有着重要危害的地质、山地灾害作历史总

结，弄清楚它们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对山区人地活动（包括聚落）发展、分布现象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情况，

作出历史总结；对频繁发生和波及较广的水旱等气象灾害，应做发生、分布、致灾状况等的积极研究；对各类

地貌状态下水资源及其利用情况（水利化活动）的深入研究；等等。 

  田野中关注区域社会与人文 

西南地区历史和社会复杂，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利用也多样和复杂，环境变化机制多为不一。所以，研究

西南环境史须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 

  从区域社会人群和组成看，西南是移民的社会、民族的社会和地域性很强的社会，不同的移民群体及他们

进入西南所从事的职业，都会对西南环境有直接影响。例如，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移民和为谋求“工商业增长

机会”进入的工矿业移民，因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对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就有着显著差别。西南地区民族众

多，开展环境史研究要特别注意对农耕、渔猎、游牧三者经济模式的分布、交融、演替情况的分析，它们往往

能说明历史上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流变。不同民族及文化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的甚至

成为千百年来维系地区生态多样性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面对多样的地理环境，西南地

区移民和民族社会的地域性更为突出，内部差异大，只不过云贵地区要甚于川渝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要甚于汉

族地区。西南环境史应重视对这些地域差异大、独特性强的区域个案研究。 

  从事西南环境史研究，需要重视田野道路，特别是要去寻访非汉文化单向性思维下的地方实录，也就是说

地方和少数民族自身记录资料要尽可能多找。这不仅是西南特别是云贵地区在“一点四方”大一统王朝体系结

构中的偏远，使得文献记录相对其他地区少，而且过往研究的视角很少来自地方和非汉族历史社会，或多或少

与西南实际不符。这并非主张摆脱汉文化和国家力量在西南边远地区的存在，事实上，在王朝力量未介入的时

期或局地，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区域社会一直有自己的管理和控制模式，有自己的生活体系、生产体系和文化

体系，也孕育自身的环境适应体系。只有科学、系统地阐释区域社会人群的生活、生产和文化体系时，才能更

好地在其中寻求它们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研究才能深化。 

  需要提醒的是，西南环境史走的是区域研究的路子，须树立区域史研究的观念，而不是简单的地方史；也

就是说，西南环境史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不仅须积极深入西南各地，也要联系全国乃至全球的背景。如果我们

在研究观念上多一些全面性，无疑是有利于西南环境史研究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伟兵 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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