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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团赴台北参加“环境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 作者 ]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单位 ]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摘要 ] 2006年11月8-10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刘翠溶院士发起、台湾史研究所具体组织的“环境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

在该院学术活动中心举行。 

[ 关键词 ] 环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

       2006年11月8-10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刘翠溶院士发起、台湾史研究所具体组织的“环境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

该院学术活动中心举行。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侯甬坚教授、王社教研究员应邀参加了会议。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会议的还

有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星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钞晓鸿（厦门

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符友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医生）、黄翡（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本次学术研讨会共分11个场次进行，分别是更新世与全新世环境与气候变化、现代气候变化、技术传播与土地

利用、比较的视野（Ⅰ）、比较的视野（Ⅱ）、疾病与环境、文献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水资源的利用、开发地方资源、政策的执行、综

合讨论与闭幕。3个整天的研讨会共发表34篇学术论文。侯甬坚教授提交会议的《历史上面向新疆地区的制度和技术移入过程——以引起

环境效应的层面为中心》论文、王社教研究员提交会议的《殊途同归：明清时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论文，均为会议安排在

第3场次（技术传播与土地利用）进行。在这一个场次，会议还安排侯甬坚教授对日本流通经济大学经济学部原宗子教授宣讲的《环境信

息转达上有些问题——以居延地方农地灌溉、盐类集积极、沙漠化为例》论文，进行了评论。环境史研究是二战以来国际历史学发展的一

个新潮流。1993年12月13-1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学术讨论会”顺利

召开，会后出版的中英文版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文本为上下册），在海内外学术界获得巨大的影响，展现了有关中国

环境史研究的基本趋向。2005年8月17-19日，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

讨论会”，可以看作是大陆学术界对国际环境史研究的一次积极响应。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响应也

是积极的。2005年9月3-9日，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亚克西姆·纳得考（Joachim Radkau）教授、弗兰克·奥古特

（Frank Ueköetter）副教授、图本根大学历史系柯姝宁（Sabine Kirsch）博士生一行三人，应邀到该中心做了短期的学术访问，而访问交

流的主要内容正是国际环境史研究。纳得考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了“环境史的转折点”、“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主义：在市民运动和政

府决策之间”、“马克斯·韦伯眼中的孔子：韦伯中国史观中的精神和自然力”三场学术讲座，全部论文已在中心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期刊上发表。而在此前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已组发了多期“环境史研究”专栏，其中尤以发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

教授的系列环境史研究和访谈文章，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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