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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新》首先从自然
和人文两个角度简要回顾了岭南地区从先秦到元朝的历史，之后以18世纪为中心，详细考察了从明朝
初期直到1850年前后岭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互动过程。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新》指出岭南环
境和经济史中有五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宋元时期汉族移民对瘴气免疫能力的提高和水利设施的建设，
使得他们能够深入到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并逐渐取代了土著民族；珠江上游农业开垦导致的水土流
失，在蒙古人入侵时被南逃到珠江口的汉人拦截下来，最终塑造出了珠江三角洲；16世纪中期开始的
商业化进程，促使珠三角的农民改稻种桑（蔗），从而改变了土地耕作的模式；17世纪中期危机之后
，岭南人口的持续增长促使清政府采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人类的垦荒活动使得岭南地区的森林分布
日趋零碎，生态系统被不断消耗，以华南虎为代表的物种不断消失。
而在这些里程碑式事件的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三种驱动力量：气候变迁、人口变动和经济的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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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岭南水系的河流在全国主要河流中携带的泥沙量最少。
虽然珠江（包括西江、东江和北江）是中国第三大水系，但是其携带的泥沙仅相当于比它流量更大的
长江的12%。
在岭南地区森林未被砍伐（后面章节会专门介绍）之前，唐代的很多轶闻表明当时的珠江水系是十分
清澈的。
即使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时，这里的山上也还不是完全荒芜的，很多草皮仍然顽
强地发挥着固土的作用。
因此相对而言，珠江水系比黄河和长江携带进入大海的泥土要少，但这也足以冲击出珠江三角洲了。
 夏季季风来临时，大量的泥土被冲刷进入了河流，尤其是西江，看上去显得比较泥泞，一位20世纪的
观察者说： 因此，夏季的降雨加宽了河面，褐色浑浊的河流携带着大量的沉淀物，在低洼地区，河水
以很低的速度横冲三角洲地带再分叉形成一个河道的网络，这些物质也就迅速沉淀了下来。
这一沉淀的过程，以河流泥沙量增加和河湾的回水为代价，稳步地扩大了三角洲的面积，但也使得各
地河流和土地之间缺乏严格的界限，导致在水位特别高的时候，一些一直以来被当作洪水暴发时安全
地带的地区也会被淹没。
 珠江携带的泥沙虽然明显小于黄河，但也足以冲击形成三角洲地带了。
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对土地开垦活动的差异，河流携带的泥沙量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实际上，下一章会详细地谈到，在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地区，由于北江和西江上游土地开垦的加速，扩
大了泥土向下游的流量。
 珠江水系与黄河和长江的第三个不同点是其降雨量较大和集中。
32广西境内的西江水系、北江上游和惠州东部的东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河床大多位于山谷中，其两侧十分陡峭从而无法耕种。
气候带来的密集降雨缓慢地冲蚀着岭南地区一些古老的山峰，使得山谷更加宽阔和平坦。
而这种气候与岭南地形的特定结合一方面使得较小的山谷变得适合耕种，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淤
泥并最终冲击形成了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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