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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探究古今、关怀现实

周　琼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其诞生之初就带有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即思考从古

（人类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历史为主）至今人类演变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为当下环

境问题给出建议与指导，其关怀现实、经世致用特点十分明显。当然，从历史学自身发展看，经

世致用也是中国史学最悠久、最深厚的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史学的经世致用更多表现在对

王朝政治演变、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思考，带有“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教化与向导意义，

对于与人类发展演变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环境的思考不足。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的思考，中

国历史上不乏诸多先贤有杰出思辨，上至先秦诸子，下至明清学人，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

直未停歇。但真正从自然科学知识从发开展的解构研究，以环境史在中国产生后最为活跃。

疾病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疾病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遭遇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类也付出极大代价，并在不断思考总结经验后，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对于历史时

期文献记载的诸多疾病，由于文献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古人对病理理解不清，导致后人在解读疾病

问题时困难重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人们思考与探索疾病背后的环境问题。吕金伟、吴昊的 《环

境与疾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肿足”考释》一文，对历史时期在部分区域人群中带来极大困

扰的 “肿足”病展开讨论，依据出土的三国吴简为研究素材，认为孙吴时期临湘侯国 “肿足”病

与现代医学中的维生素Ｂ１缺乏症 （俗称脚气）相似，它的流行与当时临湘侯国的环境关系密切。

环境保护主义很长一段时期被环境史学者视为实现学科价值的终极追求，特别是在环境史产

生初期，环境史学者一直努力将自己的研究为环境保护提供智力支持，这也成为环境史研究具有

的天然情结。但环境保护主义并不等同环境史研究，环境史研究要基于历史事实来探析人与环境

的互动过程。当然，努力为人类当下及未来美好生存环境的构建贡献能量，这是环境史学者应该

具有的使命与责任担当，但不能以环境保护主义替代史学研究，用环境保护主义情结看待历史时

期环境问题，往往带有极强的价值取向，这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认知、甚至伤害历史本体。

涂珊珊 《能源开发与自然保护之争———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 “风暴王山争论”及其思考》一文，

集中关注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美国纽约风暴王山修建水电站而展开的保护主义者与能源开发者
间的激烈论战问题，并以前者获得最终胜利。作者以中立的立场与态度审视这一过程，帮助我们

了解了当时美国能源开发与自然保护两种理念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理解当时美国社会希望在此矛盾

中寻求平衡所做出之努力。此外，本文还为我们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参

考，如何基于客观历史事实、展开不偏不倚的环境史研究，需要环境史从业者重视并努力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