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中国史热点管窥

□ 詹　夺

　　又是一年光景过去，回首望去，中

国史学在几个方面有所推进，虽没有脱

离一定的轨道，但也呈现着新的特征。

笔者拟就自己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略述

２０１２年中国史学的一些热点与动态。

聚焦民国肇建

回顾２０１２年，民国肇建是中国史

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的关注焦点之一。它

的重要不仅在于一个全新政府的成立，

更是在于传统中国的变革以及清王朝的

结束。继２０１１年辛亥革命百年史的热

潮，今年又迎来了对民国肇建的关注。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民国肇建

是永不过时的话题。这一年中比较有代

表价值的莫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２０１２年６月于北京主办的 “清帝逊位

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可谓空前，与会专

家和学者来自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

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阿

克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日

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大学，《光明日报》

《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文化学

术机构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９０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和台湾中央

大学资深教授汪荣祖等众多著名专家学

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李文海以中华

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清王朝的灭

亡，认为清王朝的结束有利于中华民族

的发展。汪荣祖则发表了以 “士绅与民

国肇建”为主题的发言，他讨论了士绅

阶层对于民国肇建的重大意义。美国德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在撰

写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上表达了自己的意

见，认为史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研

究的成果会受自身环境和喜好的影响，

他希望学者能突破以往的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以 “在时、开放的近代史”的维

度重新叙写中国近代史。此外，会议中

还有多方的声音，像民国肇建过程中合

法性阙失现象的出现以及原因、曹锟

“贿选”的法律角度的重新考察等等新

角度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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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物的历史考察也是会议讨论的重

点，如袁世凯、杨度、端方、赵尔丰、

升允、贵林以及外国人恩琴 （Ｂａｒｏｎ

Ｕｎｇｅｒｎ）等政治人物的思想与活动，

观点不在此一一论述。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

的 “民国肇建与在美华人国际学术研讨

会”，主要讨论历史人物、华侨、留学

生等内容。历史人物中对于孙中山的研

究是关注热点，尤其是在孙中山的思想

观点上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此外，对于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历史人物如外交

官戴德、蒋廷黻等，也多有论述。

有关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今

年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２０１２年各

大出版社出版的状况便可略见一斑，特

别是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与销售更是

火热。口述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它研究的对象虽也是历史，但是研究的

方式却是面对活生生的人，是对人的关

怀。尽管口述史学有其自身的缺点，但

是对于离开故纸堆，身临其地体会历史

却有替代不了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章

开沅、唐德刚、何兹全曾力荐一本书即

《高陶事件始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２０１２），此书作者陶恒生，是陶希

圣的儿子，他通过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亲

身经历的回忆，又结合了历史文献，将

整个 “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地表

现出来，虽然作者也同意因为是自己的

亲身见闻，所以很难办到绝对的冷静客

观，但对于近代史学界关于汪伪政权研

究的薄弱，对高 （宗武）、陶 （希圣）

二人这段经历研究的不充分，这本书确

是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口述史学今年

的出版成就可谓硕果累累，像袁静雪

《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

社，２０１２）、阎锡山 《阎锡山回忆录》

（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张学继 《白崇禧

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叶邦

宗 《蒋介石侍卫长回忆录》（团结出版

社，２０１２）等著作基本都是当事人的亲

历亲闻，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几近真实

地再现历史原貌。不仅如此，在中国近

代口述史学会创始人唐德刚教授２００９

年去世后不久，又出版 《唐德刚与口述

历史：唐德刚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

（台北远流出版社，２０１０），此文集是对

唐德刚的纪念，同时也包括了唐德刚自

己口述，由古苍林执笔的 “出洋和留学

的杂忆”一文。唐德刚的遗作 《民国史

军阀篇：段祺瑞政权》又于２０１２年在

（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中

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根据唐德刚的残稿编

辑而成的，对于口述史的学者们，又能

看到他的新书则是一大惊喜。对于民国

历史的研究，很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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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载体，而研究人物不能缺少口述

的方式，如果单就口述来还原历史而

言，很多学者对于口述史进行怀疑不无

道理，但是如果像唐德刚教授等学者那

样通过对口述和文献方法的结合使用，

互相印证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

史的真面目。

环境生态史不断崛起

环境生态史发端于美国上世纪的六

七十年代，是在西方国家面临工业盛

行、污染加剧、生态环境脆弱之际由美

国环境史学家Ｒ·纳什提出的。它主要

研究自然环境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人的

历史活动对于环境生态的影响，以及人

与自然的整个互动过程。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西方环境史迅速发展，环境史观

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逐渐引入生态环境

日益遭到破坏的中国。中国环境史的发

展虽说才短短３０年，但也并非没有自

身的学术基础。如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

角度看，中国学界早在２０世纪初期就

有了自己的思考。而就自然环境，中国

历代的方志、笔记也都同样就地理、方

物、风土、气候和灵异的自然情况有专

门记载，中国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学

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与以

往不同的是，环境生态史作为与政治

史、经济史、社会史并列的分支地位出

现在中国历史研究舞台之上。

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由美国森

林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欧洲环境

史学会等组织，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在丹麦

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召开，共有来自

世界４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６０位专家学

者参加，可见世界范围对于环境史研究

的重视。在本届大会上，与会学者分别

对传统领域如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

等旧的领域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又开拓

了新的领域如极地环境史、奥斯曼帝国

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环境史等研究，填补

了以往的空白。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学

者关注中国环境生态史，并参与中国本

土环境生态史的研究。特别是２０１２年

５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组建了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同时

举办了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国际学术论

坛”，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环境生态史专

家学者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生态

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国内外生态史研究

的特点、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生态史

研究的思维模式及历史地位、具体的环

境问题研究案例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阐

述。同年８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在

河北石家庄举办了 “环境、经济与社

会”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

利华教授指出，虽说生态环境是环境史

研究的重点，但对自然—经济—社会三

者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应进行分析和研

究，不能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变化，应注意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

因素与环境生态的互动关系。同年１１

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

究中心等主办的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

学论坛中也有学者以历史的视野对中国

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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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生态史的崛起也带动了生

态环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 《环境史学

的起源和发展》（包茂红，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可谓生态环境史理论的代

表。书中作者是这样定义环境史学的，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对

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和诠释。环境史

指历史上发生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其

他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学就是

研究这种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史学。”

包茂红认为，史学从开始起就重视环

境，并以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重视自然

在历史中的作用为例证，随之又列举司

马迁、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罗杰·

培根等人用自己的方式认识和研究自

然。但当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出现而寻

求如何解决的时候，人们便会不自觉地

求助历史，希冀得到解决方法，这时两

者便结合到了一起成为环境史学。此书

第八章着重叙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

起、取得的成就、呈现的特点等方面。

当然，虽然作者肯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以来取得了新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有自

身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国环境史起步

晚，相比欧美国家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

问题。《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

保护研究》（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以儒家生态意识为研究对

象，对传统生态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环境

保护进行研究，包括儒家生态意识、历

史上的环境保护等内容。儒家生态意识

则由 “天人合一”论、生态系统论、

“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生

态资源合理利用主张、《周易》“三驱”

礼的生态保护意义等内容构成；再以先

秦、秦汉时期为对象，研究生态法律、

生态职官等内容来展现儒家生态意识在

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和积极意义。

个案研究如 《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

灾荒与救济研究》（郝平，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 《资源、环境与国家权

力：清代围场研究》（赵珍，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都对环境与人的互

动作了精彩的研究。此外 《历史的生态

学解释》（夏明方，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

进程》（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中所汇集的国内外有关环境史经

典论文也应特别给予重视。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境生态史不

能算作历史学科的分支，只是研究历史

一种新的角度。但是不论学者们如何激

烈的辩论，环境与生态确实是目前人类

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课题，“十八大报告”

中也明确提出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框架，因此，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

以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环境和生态

自身的变化以及与人类社会互动过程的

变迁，不仅对过去值得深挖反思，对于

未来都大有裨益。对整个人类来说，地

球只有一个，中国学者们研究本国的环

境生态史，亦是为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史

做出贡献。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

关系，人类与环境如何和谐共处，这些

都需要我们汇聚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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