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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边疆治理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３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广西、贵州。郑维宽教授和林炫臻的文章选题新颖，
文笔流畅，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自然环境与国家

政治交互作用在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土司研究是近些年史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郗玉松博

士的文章重点探讨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遗产的价值，该研究对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具有双重

意义；关于清代晚期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已有研究，但陈逸飞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从历史长时段

对整个清代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进了研究，一是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二是对清代晚期海南海患的

防御措施进行了一些补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０—１９世纪王朝建构视野下的岭南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研究”

（１３ＡＺＳ０１７）。

作者简介：郑维宽 （１９７１—），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边疆史、

环境史研究；林炫臻 （１９９５—），男，广西容县人，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环境史视阈下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

郑维宽，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要：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在外地人看来较为恶劣，官方文献中所谓感染 “烟瘴”“岚瘴”“瘴

气”，大多表现为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和感染疟疾，特别是外来的军人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工，染病

死亡的比例甚高。烟瘴环境对外来势力的渗入无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越南统治者在对边境地区加

强行政管控和军事驻防时，不得不利用土著势力，但这种方式又与加强直接管控的努力相违背，折射出

边疆治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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