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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问题：环境史学科体系构建的两条腿

周　琼

任何历史学问题研究都需要有史料与 “问题”，前者我们习惯将其视之为研究基础，而后者

则为学者需要开拓与努力之方向，或可称之为问题意识。在史料解读基础上提出问题，并逐步解

决问题，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只是对于环境史研究而言，此二者的构建都不是十

分成熟，仍需要更多学者加入进来。落实环境史史料的边界、外延、特点，并最终构建其属于环

境史学的史料学，这将是当前及未来环境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这项工作或许需要大量人员

或数代学人努力；而就问题意识而言，目前环境史研究涉及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各个方

面，环境史重要开拓者刘翠溶院士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指出了环境史研究可以重点关注的十大问

题，这些问题今天仍旧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但随着环境史自身学科体系的成熟及对研究路

径的反思，新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学者们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视野也在不断突破与创新。

就环境史研究问题而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多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相比，国内城市环境

史研究成果不多，这一方面制约着中国环境史自身的学科建设，也失去了环境史本该在城市发

展、规划中担当之资鉴作用。梁苑慧以昆明生态城市建设为例，系统梳理围绕昆明建设生态城市

而形成的学术生成史，在梳理学术脉络过程中也搭建起来昆明城市环境史研究之基本框架与结

构，无论是对国内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还是昆明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当前

环境史史料研究成果也更新极快，不仅有对环境史史料运用等问题的解析，也有对某些特殊环境

史料解读而形成的新史学问题研究。环境史史料本身因环境史所具有的特殊定位而具有不同特

点，对于环境史史料的基础研究工作，近些年学界都有梳理与反思，也只有不断回头看才能明晰

走向，才能为此后发展提供参考与指引。汪东红通过对过去五年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成果的系统

梳理，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环境史史料主要关注的问题及可能走向。我们一直在努力将环境史研究

的两条腿：史料与问题落到实处，也只有这两条腿都能大步前进，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才能越来

越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