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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即自古以来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环境史是一门通过研究不同时代人

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来理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历史；

2. 对于环境史作用之思考；

3. 环境史学家应该运用历史和科学这两种工具，然后努力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

4. 环境中人类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总是在文化状态中回荡并产生变化；

5. 严肃的环境史必须认识到一个更大且更具有包容性的系统的许多联系；

·第一章 环境史概念的界定

1. 环境史有助于理解人类以什么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作出了什么

反映并试图加以解决；

2. 环境史学家学者的主题可以广泛地划分为三大类：（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
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作用并影响人类社会变化进程的方式方法；（3）
人类环境思想的历史以及人类的态度方式如何激发了影响环境的行为；

3. 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

4. 对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研究包括这样一些主题：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

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

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

5. 环境史学家在研究各类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依靠科学家的报告作为背景资料，而地理学家或

其他科学家在讨论他们工作的意义时，其实也会称为环境史学家；

6. 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7. Robert B. Marks Tiger, Rice, Silk 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South
China.
8. 鲍威尔：环境史并非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

9. 经济学中的“eco-”与生态学中的“eco-”来源于同一词根，源自希腊语 oikos，意为“家

庭”（household），隐含对预算或有人居住的世界（okioumene）的家务管理；

10.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都要受经济学所谓“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地理分布和有限性的

制约；

11.休伯特·兰姆及其在英国的气候研究所是气候研究的先驱；

12.环境史学家有必要将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和人类作用引起的环境变化相区分；

13.历史上，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与生物共同体之中，并依赖生物共同体；

14.旧史学将自然和环境当做背景看待，多叙述社会权力斗争的故事，环境史则是将它们当作

活跃的有助于发展的力量；

·第二章 环境史的早期研究

1. 孟子注意到景观的变化：一个是光秃秃的牛山，山上的森林连年被砍伐，而放牧又阻碍着



小树的再生和成长。另一个是对荒地的开垦，以此他建议皇帝定期巡视疆土，并以国家力量对

土地进行管理；

2. 孟子对梁惠王的忠告体现着环境史学家对资源保护实践的建议；

3. 【希腊】希罗多德、【希腊】修昔底德、【希腊】柏拉图、【中国】孟子、【突尼斯】伊本·赫

勒敦、【法国】圣贝尔纳、【法国】皮埃尔·普瓦夫尔、【美国】乔治·珀金斯·马什

4. 中世纪修道院通常修建在荒野地区，像圣贝尔纳这样的僧侣作家观察到了景观的变化，因

为田地和果园（orchard）取代了野生动物；

5. 欧洲许多前往南亚、东南亚的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和地理学的学者成为行政长官或创

立了研究所，其中就包括诸多植物园，为环境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

6. 马什相信有这种可能：人类在破坏着，但是人类也可以成为自然的合作者，以及被干扰的

和谐的恢复者；

7. 年鉴学派：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马克·布洛赫、乔治·杜比、雅克·勒

高夫、埃玛纽埃尔·勒华·拉迪里；

8. 费弗尔在反驳史学届反对地理学方法的声音时主张，地理学方法是为社会确立了“可能性”。

人类拥有广泛的选择，其中自由和创造力在起作用；

9.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第三章 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

1. 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

2. 约翰·缪尔（John Muir）以及进步主义的资源保护运动（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这一运动代表着对自然资源加以谨慎而科学利用的主张。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

（1901-1919）和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执政期间，进步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得到了白

宫的有力支持；

3. 1872年，美国国会将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定名为黄石公园（Yellowstone），并于 1916年
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以管理它们的法律；

4. “渲染”有一定的好处，完全回避他，可能就回避了重要的伦理问题。是非分明并不意味

着客观；

5. 美国环境史学会，约翰·奥佩，《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 Review,1976-1989）、《环境史评

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0-1995）和《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1996-）；
6. 卡罗琳·麦钱特《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

Carolyn Merchant,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7. 城市环境史在这日益城市化的国家成为一个中心论题。马丁·梅洛西是该领域一位敏锐而

多产的作者，他最著名的三部著作分别是论废物管理的《城市中的垃圾》、论基础设施的《环

卫城市》、以及论能源及相关发展的《三废四溢的美国》。另一位研究城市环境的先驱乔尔·塔

尔有一部杰作《寻找终极污水池》，威廉·克罗农论芝加哥的《自然的大都市》是最著名的城

市环境史著作；

8. 环境正义与城市环境史相联，因为在历史上少数族裔与穷人往往集中在城市附近，但不幸

的是，在乡村地区也存在大量的环境非正义事例；

9. 一些环境史学家关注的是，造成污染的设施或其他危险设施的位置往往靠近那些缺乏财力

或政治资源来通这种决定作斗争的人。马丁·梅洛西在《公平、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

中考察了这一方面。另有罗伯特·布拉特主编的《不平等的保护》可供阅读；

10.对妇女在人类与环境中的历史作用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论题，包括对作为环境运动领袖

的妇女的研究，关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的历史，以及在环境的概念化中对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和盖娅（Gaia）等女性隐喻（metaphor）的分析；

·第四章 地方、区域和国别环境史

1. 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
ICEHO）、欧洲环境史学会（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2. 经常开辟版面发表超越国家的环境史文章的期刊：《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
《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生态政治》（Ecologie Politique）、
《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和

《全球环境》（Global Environment）；
3. 北京大学包茂红、王利华、高国荣、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伊懋可 刘

翠溶《积渐所至》、段义孚《神州》、穆盛博《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清华大学梅雪芹、人民大

学夏明方；

·第五章 全球环境史

1. 威廉·莫伊·斯特拉顿·罗素《人、自然与历史》、B. L. 特纳《人类活动改变的地球：过

去 300年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

2.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认为，欧洲人将其“生物旅行箱”带至许多迄今为止与世隔绝的新

欧洲温带地区，在那里他们实现了人口接管；

3. 贾雷德·戴蒙德，一位涉足多个领域的学者，也自称为环境史学家，撰写了《枪炮、病菌

与钢铁：人类社会的选择》以及《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4. 希尔德·易卜生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与其环境在生态

上互动的历史；

5. 社会学家周新钟写了一部从最早的城市出现到当下的 5000多年的环境史，即《世界生态退

化》。这体现许多环境史家所称的一种衰败主义论述（a declensionist narrative）。其论点如下：

城市化社会消耗了环境，在整个历史时期各个地方莫不如此。造成破坏的最强大动力就是财富

积累、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城市化推动了资源的集中利用。人口增长则加剧了前两种现象，对

环境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

6. 莱斯特·比尔斯基《历史生态学：环境和社会变化论集》、约翰·麦克尼尔 艾琳·斯图尔

特·毛尓丁《全球环境史指南》、约翰·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

7. “全球猎杀”（The world Hunt）概述欧洲人周游世界寻找有机资源的方式。他们认为这些

资源是用之不竭的，结果使近代早期极其丰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大大减少，到这一时期

末则逐渐消失；

·第六章 环境史的问题与方向

1. 环境史学家期望为决策者提供信息；

2. 虽然“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一直被视为一种需求，但这个词的令人满意的生态学定

义是难以捉摸的。奥康纳问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需要

利润与积累，而这只有在破坏生态系统并消耗自然资源的增长条件下才有可能。简言之，这就

是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3. 马克思在前生态学时代著书立说，并不欣赏自然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的生产力的

根本作用。其结果，正如奥康纳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够唯物”；

4. 约翰·迈克尔尼据学界的展望，总结称“人迹罕至的小路”（path not much taken）。在他看

来，其中包括军事围堵、土壤的历史、采矿业、移居，还有海洋环境史；



·第七章 对环境史研究的思考

1. 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应该在三条不同而又是整体研究组成部分的路线上探索。第一条路线，

是试图在自然展现的变迁中去理解自然本身。在第一层面，环境史关注的是环境本身的历史；

第二层面探索涉及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以及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第三层面探索包括人类及

其社会关于自然的一切思想、感情以及直觉，这涉及科学、哲学、法律和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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