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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8月28－29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一次“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
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不少国内外对云贵高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
当这些论文集结出版之际，会议组织者杨伟兵副教授要我写上几句代序，难以推托，勉为从命。
说实话，我对云贵高原的历史地理问题没有做过研究，因此在具体问题上完全是外行。
不过，由于多年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对包括云贵高原在内的西南地区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
有所认识的。
然而，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对缺乏和考古工作的开展不足，使我们对这个地区早期历史的认识，如
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若隐若现。
就是元明以后的历史，也因为文献记载不全面，且又交通闭塞，道路险阻，学者们实地调查的困难，
许多问题尚未能取得明确的结论和统一的看法。
因此，这是一个留有很多研究空间，很值得我们投入精力和时间去深入探索的地区。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这里所说的西南地区，大致上即指云贵川渝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八分之一强。
除了四川盆地外，这个地区大部为高原地带，地理条件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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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8月28－29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一次“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
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不少国内外对云贵高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
论文。
当这些论文集结出版之际，会议组织者杨伟兵副教授要我写上几句代序，难以推托，勉为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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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哀牢山梯田的灌溉多样性及开田过程梯田的诞生为何属于过去的南方山地?  清代云贵地区的耕地及
其变化政府干预与清代滇西铜业的兴盛——以宁台厂为中心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
销(1884-1943)20世纪初云南边疆的现代化起步与社会变革——基于贺宗章、丁文江在滇南红河地区亲
历与考察的研究广西路线的成立及其影响——以乾隆至嘉庆年间为中心贵州威宁县石门坎田野调查反
映的环境变迁云南南部的生态环境碑刻清代云南内地化生态变迁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
察中国历史上的大地震金沙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对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响清代滇东南地区移民开发
与聚落发展初探清代移民与云南生态危机的形成论外来物种引入与推广诱发的生态后果——以麻山地
区为例  玉米的种植及对彝、傈僳等山地民族的影响论明清以来统一税制的推行对百越族群传统耕作
方式的影响18、19世纪云南民间天然资源管理措施初探从生业和市集分析环境利用和市场机制的产生
——云南省者米谷事例晚清云南的鸦片种植与销路述论历代对云贵高原的经营及其经济开发格局“开
发”与“封禁”——道光时期清朝对云贵地区民族政策的浅析记忆与遗忘：云南大理赵氏族谱的南京
论述土司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明代贵州水西土司为例  区域开发与清水江下游乡村社会型构黔东
南州苗族鼓藏祭祖与先秦中原尸祭礼俗对比研究——以2000年榕江县计划乡加去村鼓藏节为个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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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代人们对“田”和“地”的界定基本上以有无水利灌溉为衡量标准，这与现今划分大同小异
，能代表人们改良自然的程度。
山区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在保证水田灌溉的同时，还促进了旱地改良，如山间蓄水，对山地作物进行
浇灌，形成更多的水浇地。
按照农学上的定义，梯田依山而建，作为一种山地农田形制，依其独特的田面蓄水防旱灌溉、田旁调
水分洪等技术组合，对防旱和抗洪均具宏效。
梯田属“利用山上水”的农田水利灌溉类型，民国时期调查说道：“利用山上水，只限于有梯田的农
村。
因为在山中的农田，不易储水，故多用竹筒接于山中水源处，灌入农田，上级梯田灌定，再导之于下
田，天旱时用水比较更为经济。
”②当然利用山泉等灌溉不仅限于梯田形制，只是梯田体现得更为系统和经济而已。
由于梯田多依山垒建，故除了保水外还需特别注意保土保墒，这恰恰是以往考察不太注意的层面。
当然，清代云贵地区典籍中有把“望天田”、“雷鸣田”归入梯田类型的记述，这可能还说明当时人
们在坡地耕作时已经注意到了“保土”耕作技术应用，如采取改变坡地微地形的沟垄种植、抗旱丰产
沟营造等，形成“山田”形制，在土壤条件相对好的地带还有可能实行了深耕、深松等保土耕作③。
而在梯田区，上述技术应用是极有可能的。
按照现今田野调查，云贵山区的梯田大多实行地块布设，即在耕作区内能依据地面坡度、坡向等因素
，营建出大大小小形状不等的地块性分布耕作区，为便于耕作，这些地块沿等高线伸长，一般均有数
十米以上的长度；此外，在坡式梯田区，为“保水”和保证自流灌溉，田面的纵向比降也比较合理，
而沟埂的等高设置也较为讲究，有利于在培高埂的基础上使田面逐渐变缓，逐步改坡式梯田为水平梯
田，更利于耕作和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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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文集，是2008年8月于复旦大学举办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呈现了当前西南云贵地区历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和新动向。
早在2006年，作为会议召集人我便和几位研究领域相近的学好商议，是否能就近些年来云贵地区的环
境与社会史研究状况做些总结和思考，哪怕是普通的务虚讨论也行。
在我看来，云贵高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明清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这些价值不仅
在于研究对象，也在于研究方法探讨，出现在地域差异、文化多样、发展不平衡和文献记录缺失等上
的研究难点，足以考验研究者的智慧。
当我们浏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时，发现西南中国的研究正得益于多视角和跨学科
手法在当下仍有着较强的活力，只不过限于研究差异，尚不能引发人们对西南云贵地区的广泛关注。
之后，借访学日本的机会，我同那里的从事西南中国近世史、环境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研究学者也
交流了这个想法，他们都较为认同并不同程度地给予了我很好的建议。
会议得到各方鼎力支持，圆满举办，除临时有事不能前来与会的几位国外学者外，基本上长期从事明
清云贵地区环境与社会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均有出席。
会议分“人地作用与环境变迁”（I、Ⅱ）、“经济与市场”（I、Ⅱ）、“地域开发与社会变迁”（I
、Ⅱ）、“制度、技术与区域响应”7个讨论专场和1个圆桌会议（议题：“西南中国历史环境变化研
究的创新与实证途径”、“多视角下的云贵高原社会历史结构与变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会议论文质量高、实证强，重视文献、田野互证及其科学归纳，并在跨学科对话
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局地、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视野下的云贵研究讨论层次丰富，不回避学术难
点和争议，检讨了当前云贵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研究前沿情况，是一次成功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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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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