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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20世纪 60-70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为传统的历

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历史书写的视角和对

象。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更尝试编撰以

环境史为主题的普遍史，即覆盖人类社会各个发展

时期且囊括世界各地的通史。世界环境史或者全球

环境史应运而生——不同作者为各自著作所拟的标

题不尽相同，其宏大的志向在于尝试书写揭示全世

界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总体历史。①然

而，全球环境史或称世界环境史，并不是将环境史与

全球史两个新兴的史学领域简单地进行概念叠加。

两者在选题、视野、价值取向、写作路径等方面有着

天然的契合度，笔者尝试浅析如下。

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研究双方的相互影响以及互相关联的变化发展。②

这一简洁的概念以抽象的形式概括了最广泛的外

延。环境史考察的人类可以是作为物种的人，上溯

(据已发现的化石)距今400万年前的人类起源时期，

直至当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自然环境则是指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乃至宇宙所提供的一切物质条

件。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之下，一方面，自然环境、生

态条件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界限，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带有普遍性，难以用地区国别史给予限定。当史家

面对自然、环境、生态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主题

时，自然而然地要突破传统史学的时空框架而面向

全球。另一方面，同类自然环境或者生态问题会作

用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不同的人群可能因此相

互联系起来，他们面对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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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能相似或是相异。这使得环境史书写的着眼

点往往是跨国的、关联的、交流的、比较的，它可以将

现象、事件、改变置于全球的脉络之中进行历史地分

析。而全球史的核心关怀恰恰在于跨越各种边界的

流动、交换与进程，其出发点正是相互关联着的世

界。③这个互联的世界必然包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于是乎，全球环境史就是跨学科、多视角的对

全球生态变化的一种叙述或者分析。④

环境史学者与全球史学者对各自领域之间存在

着高度的共通性早有共识。环境史学者认为民族国

家的国别史并非环境史的适当范围，生态的变化与

国别无关而是跨越国界的。⑤全球史学者更对环境

史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因为环境史尤为突出世界

各地之间的关联和共同性，它不单是跨国的更是国

际性的，这与全球史的学术取向完全合拍。⑥既然宇

宙万物、地球环境、自然现象等无法用人为划定的国

家边界去限定，而它们又与人类整体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也就只能从全人类的视野去探究和处理。

就此而言，只有跨国视野的环境史，而不存在关于环

境的国别史。⑦环境史研究可以追求时空与主题的

综合和通达，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世界史书写。环境

史学者于是建议，将全球史与环境史相结合可以突

破民族国家的视野，形成宏大的认知视角；借此打破

狭隘的民族意识，实现生态规律与政治规律的有机

统一。这既满足了世界史书写所追求的整体性和一

致性，也弥补了既有研究对差异性和多样化忽视的

缺陷。⑧

当然，全球史并非以世界的整体性取代传统的

国别史。在实践当中，历史书写必然落实到本土层

面(local history)，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进行同类主

题的整体梳理、比较分析、相互关联，才能更全面地

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⑨全

球史的研究范围未必覆盖全球，较小的研究框架与

细微的主题更能使研究尽善尽美。据全球史学者考

察，在近些年出版的全球史著作当中，较为优质的作

品所涉及地域不超过三个。⑩所以说，全球史的目标

并非书写一部关于整个星球的通史，而是抱有对全

球关联的体察。正如全球史学者所强调的自身

定位那样，与其说全球史是一门学科，倒不如将其

视为一种写作和思考的模式。一般而言，人类社

会的历史仍被按照不同时代以及国别所划定和分

别考察，即民族国家断代史的视角。这种从大处

着眼、从小处入手的方法又与环境史不谋而合。

环境史学者同样推崇以小见大的模式。以对区域

内“小生境”的研究作为起点，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揭

示其中蕴涵的普遍性，从而透视人与自然的总体变

化这个“大世界”。

既然环境史探索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

境，就自然而然地超越了国家的边界、文化和宗教的

差异、种族的不同，更是自觉地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

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将人类整体和自然

的全部视为共同体一起纳入研究框架。这也正是

全球史所追求的去欧洲中心化的价值取向。也就

是说，不以欧洲的部分经验(更何况欧洲内部也不尽

相同)为普遍标准，避免将其作为阐释世界不同地

区、不同文化下历史发展的先决条件。全球史的

写作愿景是世界主义，因为世界各地已经在各个层

面上相互关联、紧密整合，孤立地理解和诠释大规

模的进程是无法做到的，例如环境和气候问题。

环境史进而将这种世界主义的进程推广到人类与

自然，注重其间的生态进程。人类是生命群落的

组成部分，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生物而独存于

世。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环境的存在，并在其中

与生命群落的其他成员一起完成共同进化。在此

过程中，无从谈起中心位置还是边缘地带。环境史

的研究任务是考察人类整体在进化过程中的角色及

其变化。

二、全球环境史的书写路径

在世界环境史的著述实践当中，其写作路径在

诸多方向上与全球史不谋而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现代史讲席教授康拉德对全球史的书写取径做出过

归纳：全球史作为万物的历史、作为联系的历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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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合的历史共三类。这一总结为梳理既有的世

界环境史著作提供了一个适当且全面的分析框

架。笔者将这一理论演绎至环境史的书写，对带有

世界环境史性质的著作——难免挂一漏万——进行

梳理、分类和评析。

康拉德将第一类书写路径分为两种模式。第

一种模式是特定时间段之内的大规模综合，它或者

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世纪的历史，或者是长达数千年

的历史进程，但将全球的状况收入囊中。康拉德称

为“全景式”(all-in version)模式，其特点是包罗万

象。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尝试，力争

书写——起码其著述的标题意味着——包罗万象的

世界环境史。在这些著者当中，不仅有历史学家，也

有地理学家、生物学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积

极参与。

在历史学家当中，首部世界环境史著作出自德

国学者拉德考笔下。拉德考现为德国比勒菲尔德

大学荣休教授，在职期间长期担任现代史讲席教授，

研究重点是科技史、环境史、医学史等。他几乎是

唯一被引介给汉语读者的德语学界的环境史学

家。他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简称《自

然与权力》)早在 2004年被译为中文，该书的德文原

版于 2000年问世，随即在 2002年出版了修订补充

版，2012年再次重印，在此期间出版了中文、英文等

译本。原书的副标题明确定位于世界史 (weltge⁃
schichte)，英文版则表达为全球史。方家对此书写

作方式的评价并非完全给予肯定，而是认为书中的

叙述是在“杂乱无序”(sprawling)地展开。确实，《自

然与权力》不是概述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的环境变

迁，书中没有追求覆盖面，笔墨分散在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各种案例。所涉及的主题

也颇为广泛，从生态环境到对水利和木材的利用，

从殖民主义到现实中的环保政策。作为试探性的

著作，拉德考或许有意避免宏大叙事，而是以一系

列古今故事展现出环境史研究不仅仅是对灾难史

的梳理。在拉德考看来，世界环境史是指人类共

同面对的主题例如农业，也是对人与自然联系的

历史、自然环境的再生历史的整体考量。《自然与

权力》一书缺乏系统性，未能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

反响。然而这部初试之作不成体系的书写方式却在

不经意间为后续著作开创了先例——如果说不是确

立下范式的话。

几乎和《自然与权力》同时，约翰·麦克尼尔出版

了自己的力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

境史》(简称《阳光下的新事物》)。该书的副标题表

达出，作者想要撰写一部 20世纪世界环境史的意

图。书中第一部分论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环境条

件，包括与土壤和岩石圈、大气圈、水文圈，以及人类

自身所归属的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二

部分从环境史的视角聚焦20世纪人类社会不同以往

的巨大变化，例如人口爆炸、城市繁荣、能源结构改

变、环保思想的兴起、环境政策的出台等。作者力图

归纳20世纪环境变迁的总体特征，列举人类相对应

的举措，为此所拣选的事例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

家，还据此探讨了变化背后的政治动力以及经济动

机。《阳光下的新事物》虽然聚焦20世纪，但在背景交

代中上溯至一万年前农业社会的开端，更将公元

1500年至 20世纪之前作为 20世纪的比照对象。所

以，书中的时间轴已然横亘古今，是名副其实的一部

世界环境史的成功之作。

紧随上述两部著作之后问世的是唐纳德·休斯

(1932-2019)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

的角色转换》。该书从史前一直写到了现当代，章

节安排按照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纪、近代和现

代的时间顺序，对各个时期所用的笔墨较为均衡。

书中以生态过程为组织原则，以人类社会与生态过

程的互动关系为主题。而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这意味着这对互动关系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变

化。于是，如何追求平衡是人类面对的永恒课题。

作者认为，撰写一部世界历史也要达到平衡，那么就

不能只关注人类的活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影

响时时刻刻在发挥着作用，因此自然环境必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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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此，作者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找到了多个典

型的实例进行分析，覆盖面遍及几大洲的不同文明，

还观照了环境思想史的古今变化。书中还有很多作

者亲身游历的体验，故事性较强。

随后，理查兹出版的《无尽的边疆》是一部将

时间范围圈定在近代早期——大致是 15-18世纪

的——世界环境史。该书亦如《阳光下的新事物》

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有限时段。书中的章节大致按照

自然地理划分，包括欧亚大陆、非洲、美洲等，选择的

事例则是几个大陆上的主要国家，例如中国、日本、

英国、俄国、南非、巴西、美国等。在讨论对象上，书

中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因素、民族特点都给

予了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

集中产生作用的重要区域是边疆，那里是环境发生

急速变化的地区。尤为明显的就是欧洲在近代早期

开始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变化，及其延续至今

的深远影响。

同样属于断代史的还有汉学家马立博的《现代

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

纪》。该书与前述两部著作同时面世，书中讲述的

时间范围从15世纪到21世纪，包括了传统历史划分

中的近现代和现当代史。然而该书的立足点与其他

的世界环境史著作大为不同。或许是身为汉学家对

中国的相关历史较为熟悉，或许是有意地去颠覆欧

洲中心论，马立博在书中虽然从欧洲在近代的兴起

写起，但将全书的主要位置给了亚洲特别是中国。

因为在他看来，西欧于近代早期逐步走向崛起之时，

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然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所

以，即便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也不应忽略当时的客

观形势。但 1800年前后，由于西方率先开发出新的

能量来源——先是煤炭后来还有石油，并将这些应

用在工业和军事领域，使自己最先摆脱了旧生物体

系的限制。这一变化不但改变了国家间的经济实力

和军事力量对比，更改变了人与全球环境之间的关

系。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对环境的影响也

明显加强，地球的历史由此走入了“人类世”。

彭纳的《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

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述及现当代，从时间范围看是一

部典型的世界通史。作者将地理学、气象学、考古

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纳入书中，将论述

的对象从人类社会转移到地球起源、生物进化、农

业产生、工业发展、城市规划、能源使用等。作者

力图通过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事例，将上述各个

方面综合起来，总体性地讲述人类历史和自然史

之间的关系。书中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而且内

容通俗易懂。

上文列举了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全球环境史著

作，一些非历史学家的作品也可以被纳入此列。虽

然不乏专业史家诟病这些作品缺乏史学的训练，但

就其内容和影响而言仍不可忽略。早在 1991年，一

本《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简称

《绿色世界史》)就已问世。此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从

环境史的视角书写的世界史著作，比拉德考的《自然

与权力》要早将近十年——也就是说最早的全球环

境史著作并非出自专业的历史学家笔下。《绿色世界

史》的作者庞廷(1946-2020)是外交官出身，后来转向

学术界，成为英国威尔士地区斯旺西大学国际政治

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师。作者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

时间顺序安排了全书的结构，即从原始采集狩猎、到

农业社会、到殖民时代、再到工业社会和城市的兴

起。书中通过长时段的展示，勾勒出人类为了生存

和生计如何与自然抗争的历程。专业史家对此书

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既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书目，

仅仅附上了少量供延伸阅读的指南。但该书写于

40年前，是世界环境史的草创之作，书中涉及的主

题相当广泛，且文笔是易懂的叙事式而非学究式。

所以，它或许适合刚入环境史门径的初学者，可以

吸引此类读者进入相关领域，充实关于古代文明的

知识要点。

在康拉德总结的第一类书写路径中，另一模式

是选取时间上纵贯古今抑或空间上横跨世界的观念

或是形态作为书写对象，例如全球帝国史、全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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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全球移民史等，只要是世界范畴主题皆可被纳入

全球史的书写。自然环境的广阔天地为此提供了充

分的素材话题。世界环境史已经在此方面贡献出不

少杰作，首屈一指的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

人》。书中以疫病为主线，探究了人类从史前时代

到进入文明社会再直至今日，针对疾病无休止的抗

争。书中的时间线索贯穿人类的发展进程，在空间

方面则选取了不同时代在不同地区所暴发的大型瘟

疫为分析案例，论述范围涵盖非洲和美洲、横跨欧亚

大陆。该书原版于 1977年问世，被视为由当代历史

学家撰写的第一本疾病史总体研究，为世界环境史

书写确立下一类范式。此范式围绕一个确定的主

题，将研究视野铺展到全球的范围。类似的著作还

有已被汉语学界熟知的《火之简史》。该书以不足

三百页的篇幅叙述了地球之火的完整故事，以宏观

的视野描写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从火在自然界的产

生，到原始人类学会取火，再到人类在农业社会有意

识地用火，最后是工业时代人类通过燃烧矿物取得

能量和动力。火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一项源自自然

界的重要元素，说它塑造了人类社会也不为过。另

外，古哈的《环境主义》则是一部典型的环境运动的

全球史。

康拉德认为第二类全球史的书写取径注重的是

交换和联系。不同的文明以及不同国家都无法孤

立地存在，人类社会具有连通性，人口流动、观念

传播、远途贸易等是这类全球史书写的主题。其

所关注的时间段可长可短，覆盖范围可大可小，所

突出的主旨是互联性。不少影响至深的全球环境

史著作可以归纳在此取径之下，包括《哥伦布大交

换》《生态帝国主义》等。这些著作的标题已然

鲜明地表达出，环境史洞悉物种的流动与交换，凸

显生态因素在全球化当中的催化剂作用，通过透

视生态变化揭示其引发的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世界

格局的改变，从而将环境面向刻画进近代世界的

形成过程之中。

第三类全球史的书写取径意在论证存在着将全

世界整合起来的某种交流模式，它之所以具有全球

的属性是因为能够塑造各个社会。《枪炮、病菌与钢

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及《蚊子帝国：1640-
1914年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是这一取径之

下颇为成功的著作。疾病跨地域的全球性流行说明

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种关联是通过生物

传播和生态变化实现的，这正是环境史的研究范

畴。所以，不同物种在生理学层面的统一成为理解

全球整合的一个要素。

三、难点与问题

约翰·麦克尼尔描述过全球环境史所面临的工

作难度，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材料不限

于文字性的档案，还有生物学以及地理学等方方面

面的素材。只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学者必须努力

打破学科边界，弥补自身针对不同专门领域的知识

缺欠。二是不单要向地区国别史、各断代史的同

行学习，还需要向其他学科的专家求教，并且要

深入该学科领域的研讨当中去，才能切实掌握相

关学科知识。鉴于每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一个专

精的体系，任何领域的单独一位专家都难以驾驭

如此广博的知识面。难点之三是不可或缺地掌握

多门外语。毋庸赘言，跨过多重语言关对全球环

境史的资料搜集尤为重要，作者借此才能更直接

地接收不同地域的信息。最后，全球环境史的书

写具有通识类著作的天然顽疾，就是难以使用一

手史料例如档案，它无法像处理特定主题那样去

掌握——乃至尽可能穷尽——所有原始材料，而是

要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提纲挈领。而且，跨时

代、跨地域、跨学科加剧了这一缺陷，主题的广泛性

以及每个主题的特殊性更是对全球环境史书写者的

莫大考验。同样，对于全球史学者这是早已遭遇到

的困境，即作为仅接受过史学训练的作者该如何涉

足学科交叉。不容易做到的是，只有具备专业性的

眼光，才能在不同的论点当中做出辨别、检验、选择、

综合，最后形成全球史作者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既

有著作的现状看来，环境史家解决跨学科难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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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集体著述，以此适应环境史主题的广泛性。接

下来提及的几部全球环境史著作即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并带有工具书的性质。

麦克尼尔父子二人(父亲威廉·麦克尼尔是全球

史的先驱，儿子约翰·麦克尼尔是环境史学界的翘

楚)联合克罗斯比以及“大历史”的开拓者克里斯蒂

安等多位学者，合作出版了《世界环境史》一书，汉语

学界出版了该书的精选译本。这本书的编写形式

并不是一部叙事性的著作或者论文集，而是一部环

境史辞书，里面的词条是环境史领域中的核心问

题、对象和概念。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擅长，给每

个词条撰写了简要的解释并附上重要的参考文

献。虽然词条与词条之间没有时间轴线，也没有按

照地理划分而编排。但是，在词条的拣选上可以看

出，编者精心挑选了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主题，例

如水资源的管理或者土壤盐碱化，以及人类共同面

对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或者疾病等。这些正是环

境史学者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通常面对的

主题，书中的词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全球性，全

书以世界环境史冠名并不为过，有其自身的逻辑和

道理。

若论覆盖面的全面性当属三卷本的《世界环境

史百科全书》收纳的词条更为丰富。这部百科全书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学者

们的专业范围包含了所有已知的学科领域。从编写

组成员知识背景的全面性可以看出，这部百科全书

意在囊括作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整体世界。全书

520个词条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被划分在 17个领域

当中。这些领域共同组成了环境史所关注的世界，

包括艺术、文学与建筑、生物、气候与自然事物、经济

体系、能量来源、地质年代与古代文明、开发和加工、

核心概念与哲学思想、法律与规则、现代国家和地

区、无生命的资源、组织、人、地域与事件、动植物资

源、宗教、社会文化资源、技术与科学。

上述两部辞书是进入全球环境史层面的便捷通

路，借助相关词条可以直达环境史领域的核心主

题。此外，一览环境史视域之下的世界史概况的《全

球环境史指南》业已问世。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

一部分是对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总述，时代的划分

仍旧是传统模式，即史前、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第

二部分是对地球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概览，包括亚

洲、非洲、美洲、澳洲、中东，以及美国和俄国两个大

国，特别是对全球的海洋环境史做出了专门的论

述。第三部分选取了环境史关注的部分重要主题，

进行重点描述，例如森林、战争、科技、气候等。第四

部分则留给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思想和环

保运动，其中包括中国、巴西等新兴工业大国。该书

的编写体例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涵盖了前述有所全

球环境史著作的写作方式。

全球环境史书写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呈现一

个完整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案例故事的串联，也就是

碎片化问题。从全球史的角度讲，全球史可以是宏

观视野，未必就是宏大叙事(macro-history)。但是，全

球史学者同样认为，全球史所讲述的故事必须是全

球规模的历史变迁。就此而言，普遍史、总体史、世

界史、全球史等通史类著作，应有各自内在的体系，

才能支撑起叙述框架，为充实的内容提供完善的结

构——笔者认为，这类似于基础设施的搭建。通史

是将人类的一切事实简化为一幅图画，它不但探究

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有万物的起源、变迁与发展。

笔者浅见，环境史是颇为适合这幅图画的母题(mo⁃
tif)。只是，全球环境史的书写尚未确定下独具自身

特色的框架体系。毋庸讳言，像上文康拉德提出的

全景式著述模式是难以做到的，现有全球环境史著

作多是对案例的枚举和分析。为此，相关作者大多

放弃了编年史的叙述形式，使得著作呈现出“不成体

例”的面貌。还有一些著作读起来偏向纪实报道、报

告文学，没有完全体现出史学著作的专业性。但也

必须承认，由于学科交叉的特性使然，全球环境史的

著作同样要求读者具备颇为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

以接受一些专业性的内容。

就叙述体系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地理学家出身

··8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 界 史 2022.11
WORLD HISTORY

的西蒙斯，他撰写过多部环境史著作，其中包括一本

《全球环境史》。西蒙斯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来，他对

环境史的考查一贯以全球或者说整个世界为范围。

例如《全球环境史》一书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一万年

至公元两千年。书中的章节根据人类生活和生产方

式的演进分为采集狩猎时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等，在各个时代不同的特征之下考察人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地理学家，西蒙斯的思维

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特征，其著作的跨学科特征也

比较鲜明。前文列举的所有全球环境史或称世界

环境史著作有一个被诟病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可能

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撷取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

同主题的事例，将其拿捏在一起串成一部世界史，给

读者的感受要么是结构混乱，要么是杂乱无序。而

西蒙斯在其《全球环境史》中所尝试的是给全球环境

史创立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从环境史

视角划分世界历史之时代的重要标准，就是人类获

取能源的方式。这也正是约翰·麦克尼尔在其《阳光

下的新事物》所采用的标准。就此而言，专业历史学

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全球环境史的部分面向上达成了

共识。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梳理与评析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全

球史已然产生广阔的交集，两者的结合正在开创超

越地区与国别史的新天地。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所

言，环境史相比于其他领域例如思想史，更易于进入

全球史的层面。可以说，在当代史家的著述当中，

环境史视角的全球史已有稳固的自身地位，而不是

过眼云烟或者一时的风潮。全球环境史得益于全

球史书写理念的勃兴，顺应了全球化的时代精神

(Zeitgeist)。而且，有更多的全球性的主题期待着环

境史视角的重新书写，例如铁路、开矿、战争、畜牧、

海洋、气味、宗教等。有学者甚至断言，环境史的研

究出现了“全球转向”。

反向观之，环境史以其新颖的视角也在反哺全

球史的书写，已经有多部由环境史层面切入的全球

史著作——其中不乏适译汉语者。例如《文明的力

量——人与自然的创意》一书，将文明界定为人类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文明行为

包括在环境中求得生存，正因为有些文明过度地利

用环境而招至自我的毁灭。该书的视野覆盖全球，

也涉及了所有人类迄今发展出的所有文明社会。书

中的叙述完全打破了通常的由古至今的时间线索。

章节的安排不是按照不同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而

是按照自然环境的主题，再根据不同主题选取世界

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书中的内容包括荒原(欧
洲)，草原(非洲、中亚)，森林(南北美洲)，湿地(苏美尔、

埃及、印度、中国)，高原(中美洲、非洲、中亚、中国)、
水域(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等。这种对人类文明

史的考查突破了从最古老的文明讲起的叙述方式，

而是以环境史的线索贯穿始终。

又如大部头著作《大地与人—— 一部全球史》一

书，由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共同编写而成。六

人当中并无一位专以环境史为研究领域，然而该书

只在副标题写明是“一部全球史”，却将醒目的正标

题让位于环境史的视角。这充分说明，在撰写最新

的全球史过程中，编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自然环境作

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并非独

立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而是时刻地在与其他群

体发生各种互动，全球性的变化就是无数互动变化

的总体积累。所以，全球史必须关注人类行为与自

然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社会正在共同面

临各类现实的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森林减少、

水资源短缺、生物灭绝、疾病流行等事态已然不容忽

视。这使得史学家自然而然地将笔触投向人类赖以

生存的环境。

目前而言，全球视野的环境史书写仍然基于地

区性的案例，如何形成贯穿整个叙述的体系尚未定

论。全球史的书写对象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涉

及人类、生态、地理、气候、疾病等诸多学科领域；更

重要的是，全球史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

命运。这些均与环境史有非常高的契合度。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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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环境史更是可以将两个学科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相互补益。全球环境史为考察超越民族、政治、

地理、文化、宗教，以及人与自然等界限的历史进程

提供了可能，气候变迁、物种传播、疾病扩散、人口流

动、生态变化等均被收入囊中。因此，全球环境史的

书写者必须面对学科交叉，这要求方家既要有犀利

的批判眼光，也要具备鉴别不同学科领域成果的才

能，才能做到辨伪取真、去粗存精，得出综合性结论

(synthese)为己所用。就此而言，有方家认为环境史

的研究提供了连接与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途

径，并希冀通过环境史的书写跨越前述两种文化之

间的鸿沟。

总之，全球环境史的书写事业仍在探索之中，上

文提及的各著作均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然而，

历史学不止于简单的、毫无关联的、漫无边际的罗

列，而是要合理地归类，为读者提供对过往的理

解。对历史提出解释乃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

只不过，要求单独一位学者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

跨国度，驾驭如此广泛的时空范围和纷繁复杂的主

题又谈何容易。成一家之言必然呈现大而化之的概

论，它或是关注诸多生态进程与变化的全球性特

征，其影响对象属世界范围例如气候变化；抑或描

述同一事态或者类似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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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radkau.de/。

可参见《世界环境》2007年第1期，第89页中的人物介

绍；以及包茂宏：《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

环境史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史学月刊》2004年第 10
期，第91-95页。其著作的汉译本还包括，[德]亚克西姆·纳得

考：《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包茂宏译，《史学月刊》

2004年第 10期，第 81-90页；[德]亚克西姆·纳得考：《环境史

的转折点》。崔建新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 4期，

第 141-151页；[德]亚克西姆·纳得考：《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

护主义：在市民运动和政府决策之间》，张莉译，《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2006年第1期，第134-141页。

Radkau, Joachim, Natur und Macht-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 Münche: Verlag Beck, 2000.[德]拉德卡：《自然与权

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Radkau, Joachim, Nature and Power-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关于《自然与权力》一书汉语译文的缺陷问题本文不作

深究，可详见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101-118页中的相关评论。

McNeill, J. R. & Mauldin, Erin Stewart,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ley- Blackwell, 2012, p. xix；
[美]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全

球史评论》第四辑，2011年，第16页；[美]J.R.麦克尼尔：《通往

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美]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

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李俊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版，第51页。

 McNeill, John R.,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00；[美]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

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商务印书

馆 2013年版；[美]约翰·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20 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李芬芳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版。

[美]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

转变》(第2版)，赵长凤、王宁、张爱萍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An Environme-
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liforn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2003.

 Robert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 tec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美]
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
纪》，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Anthony N. Penna，The Human Footprint-A Global Env-
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Ltd.，2010；[美]彭
纳：《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张新、王兆润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
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英]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

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中、毕会成译，中

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美]J. 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

[美]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

史》，第40页。

早于威廉·麦克尼尔近半个世纪之前，既有细菌学家著

书专论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影响，只不过当时还未

有环境史的概念。参见[美]辛瑟尔《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

新的人类命运史》，谢桥、康睿超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该

书英文原著首版于1935年。

[美]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牛瑞华、贾珺等译，陈蓉

霞等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Guha, Ramachandra, 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0.

[美]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 年以后的生

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美]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

900-1900》，张谡过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美]克罗斯比：

《生态扩张主义——欧洲 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美]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9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1 世 界 史
WORLD HISTORY

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John R. 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4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ersity Press, 2010.

[德]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89页。

[美]J. 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

[美]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

史》，第35页。

[美]J. 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

[美]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

第44页。

[美]J.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美]
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第

47-48页。

[美]J. 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美]
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第

50-52页。

[美]J. R.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

[美]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

第98页。

William McNeill, David Christian & McNeill, John, et al.,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Berkshire: Berkshire Pub. Group,
2012；汉译节本见[美]威廉·麦克尼尔、约翰·麦克尼尔等编著

《世界环境史》，王玉山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 Carolyn Merchant,
ed.,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XV.

J. R. McNeill & Erin Stewart Mauld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2.

[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第98页。

参见[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修订版)，田时

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I. G. Simm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000 BC
to AD 20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贾珺、姜云珂：《伊恩·西蒙斯的全球环境史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6期，第

46-52页。

[美]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

译，《全球史评论》第四辑，第16页。

[美]麦克尼尔：《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载于 [美]
柯蒂斯、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

第52页。

J. R. McNeill & Erin Stewart Mauld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2,
p. xix.

王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

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第 243-248
页，但书中并未给出详细论证，所以笔者认为下此判断为时

尚早。

[英]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

创意》，薛绚译，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美]布利特等：《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刘文明、邢

科、田汝英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参见夏继果、[美]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0年版，第Ⅲ页。

王利华：《跨越“两种文化”鸿沟——环境史的学术图谋

和实现路径》，《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8-121页。另

可参见[英]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4年版。

[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黄艳红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此类著述方式的典型人物是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他将人类的活动嵌入自然提供的物质世界当中去

考量，视人类历史为自然历史、地球历史、宇宙历史的一部分，

将考察的时间范围上溯至宇宙的起源，而人类历史只是时间

长河中距今最近的末端。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大历史”(Big
History)。由其个人完成的代表作可参见《极简人类史》，王睿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时间地图》，晏可佳、段炼、房芸

芳、姚蓓琴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起源：万物大历史》，

孙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可参见[美]费根《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

(1300-1850)》，苏静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瑞士]许
靖华：《气候创造历史》，甘锡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美]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文明与气候》，吴俊范

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可参见[美]帕特里克·艾博特《自然灾害与生活》(原书

第 9版)，姜付仁、汤爱平、文爱花等译，卢正超校，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7年版。

··9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全球史视域下的世界环境史书写：理论、实践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