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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突破环境史研究的 “环境”思维

周　琼

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开发－治理模式的探讨与回应初级阶段，进入研究自身的深

水区。在当前的学术发展背景下，开展环境史研究不能只盯住 “环境”———这里的环境是狭义

上的环境变迁，而是应该突破固有的 “环境”思维，考察环境变迁背后更多的社会、经济、文

化等因素。只有从更宽阔的视角进行更深入地解析，方能深化当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本期 《环

境史》专栏的三篇文章，集中对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其形成的经验进行总结，对拓展目前

的环境史研究，给予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陈林博将视野集中在一百多年前北美国家面对滥捕而带来的渔业资源危机。美国与加拿大当

时希望建立联合渔业管理来应对渔业资源危机，以通过条约缓解渔业资源的迅速衰退。这种努力

或许并不能看成是完整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义，更多只是一种节制开发与长期利用之间的矛盾，

但却反映出百余年前人类对开发利用自然态度的转变。从１８９３年两国渔业专家长期调研提交的

调查报告，到１９０８年双方签订的 《内陆渔业条约》都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与落实。地处两国边

境区域的环境保护不仅涉及本地民众的生计问题，而且还关系两国外交以及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

中来自选民的制约。因此，一项以缓解渔业资源衰退为出发点的环境保护行为却在各种利益纠葛

之间化为泡影。

在太平洋的西岸，清代的中国则通过军事化的巡洋政策来管理渔汛活动。刘豪的研究显示，

政策本身虽具有保障沿海渔民捕捞活动有序进行的作用，但也因政策执行过程中滋生出的滥用权

力恶果，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发生变化，在安民、护民的同时也造成了扰民、困民。其实，若再

将巡洋政策与当地的渔业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紧密解读，将国家政策与地方资源等问题引入环

境史的分析视角，此问题也将更有意思。

蚕书是对中国古代养蚕业的高度经验总结。夏如兵、童肖的 《中国古代蚕桑业的时空变

迁———以蚕书为视角》一文考察了蚕书的编撰地点、技术来源、新出数量等整体特征，通过分析

蚕书创作的阶段性与地域性变化，勾勒出古代蚕书时空变迁的总体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蚕桑业

的发展、演变过程。蚕书演变过程也可以作为古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养蚕、植桑虽更多是

一种经济行为，但经济活动本身也是环境变化的重要考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