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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拓好下人与动肠的关系 特邀主持人 王利华 教授

毫 主持者言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但这个家园不只属于我们 ,也属于其它物种。这个世界生机勃

勃 ,奇丽瑰伟 ,不仅因为有人类活动和文明进步 ,还因为有无数物种和生命形式与我们共同栖息 、生长 、繁衍

睿 和进化于生物圈 ,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 “生命共同体 ”。自从人猿揖别 ,人类自信不断增强 ,自诩为万物灵

参 长 ,但长期以来未能处理好与其它物种的关系 ,承担好保护 “生命共同体 ”应尽的道德义务 ,导致物种锐减 、

拿 生物多样性严重破坏 ,长此以往必将祸及人类自身 。近半个世纪以来 ,相关问题日益受到普遍关注 ,环境史

霭 家亦自觉开展时人类与其它物种关系的历史探讨 ,给保护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提供过往经验 ,这是生

爹 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

戛 本期推出的 篇论文都是关于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王子今教授是环境史学名家 ,视野开

爹 阔 ,学识渊博 ,其细心考证的 “龟兹孔雀 ”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环境史 ,亦反映了古代中土人

司 士对边裔远方的自然一社会印象 擅长中古史研究的夏炎副教授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考察了 “喜鹤意象 ”

由凶到吉的转变过程 ,这一过程隐约折射出上古至中古文化与自然互动变迁的历史轨迹 曹志红博士是研

胃 究老虎历史的专家 ,她采用历史地理学方法 ,详细考论了区域开发大背景下福建的 “人虎之争 ”。他们分别

圣 尝试了人与动物历史关系研究的三种路径 ,个别观点或许尚可商榷 ,开拓创新的精神却令人钦佩 。

睿 随着环境史学渐趋成熟 ,人与动物的关系史将日益受到重视。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而轻自然 ,中国古

飞 籍文献中的动物故事却多不胜数 ,其中所反映的历史上的人与动物关系 ,既充满价值和情趣 ,又充满矛盾与

孑 冲突 。讲述和解读这些故事是环境史学的题中之义 ,这是因为 人类自身便是一种动物 ,物质和精神生活自

霆古至今都不能离开其它动物 ,无数动物种类曾经 “参与 ”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 人类活动亦

拿 不断改变着许多动物的历史命运 ,并赋予它们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 。采用环境史视角考察动物在人类历史

司进程中之角色和形象的演变 ,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其生态和文化价值 ,构建新型的自然道德与环境伦理 ,亦

叠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自身。

龟兹 “孔雀 ”考

王 子 今

摘要 关于龟兹孔雀的历史记忆 ,保留相当长久。 以往讨论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

迁的论著对此似乎有所忽略 。综合 《汉书》 、《后汉书》 、《魏书》等书的记载可知 “孔雀生南州”的成见

或许应当有所修正 。龟兹等西域地方所出“孔雀”是何种禽鸟 、是否与南国 “孔雀 ”同类及其作为一种历

史存在的环境条件 ,都是很值得探讨的生态史问题 历史上人们 “取养而食之”并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 ,

是野禽驯养史上的有趣现象 而龟兹孔雀有关信息传入中土的途径和影响则值得交通史研究者充分关

注。相关考察的深入 ,或许还有待于民族文献研究以及动物考古研究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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