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2256

10位ISBN编号：7108032252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王建革

页数：4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为主题，探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生态环境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特征。
这一时段主要从明代中后期——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
从传统意义而言，华北生态一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具备，到六朝时期，已经形成
了体现在《齐民要术》中的那种经典体系。
尽管明代中叶以后，华北的村落、河流和人口与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经典时代的特征仍很明显
地存在着。
但是另一方面，在环境的压迫下，与此所对应的农业和乡村社会形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在1949年以后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本书也涉及到许多1950年代的内容。
至于讨论所涉及的华北平原地域范围，主要是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一小
部分内容也兼及华北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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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革，1964年生于山东省招远县。
199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
1996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8年留校工作至今。
现任该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农业史与历史地理，对内蒙古、华北和江等地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
的关系做出一系列研究。
出版专著《农牧生态与传统古社会》（2006年），在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
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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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是人类与动植物的基本生命要素，和最重要的环境条件。
水资源管理往往涉及一个广大的地区，比如，将河流改变方向，需要一个地域社会的共同努力，正是
这种对社会组织的要求，导致了各种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生。
在古代社会，灌溉系统所涉及的地区，也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区。
16世纪以后，华北水环境与早期社会稍有差异，但对水环境的管理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河北平原上，有三种水资源的管理方式。
一是中央集权对河道管理，清政府在海河流域设总督一级的官员管理，这是前所没有的；二是政府直
接管理灌溉事务，像天津沿海农田的开垦那样，由官方经营河道、闸与农田分水，三是乡村社会完成
水利管理，像滏阳河流域那样。
从规模上看，政府管大水域，乡村管小水域，乡村社会所管理的水资源是小生境的。
大河防洪归王朝政府，大片的荒地与积水之区的开发也归官府。
从明到清，大清河流域的水环境经历了从清到浑，从不治到治的变化，以及水利治理内容的变化。
海河水系涉及北京的安全，国家要负责永定河和其他河流的堤防事务，大清河水系的浑与清也从水利
内容上影响着治水决策。
这里要揭示的，不但是大清河水流特点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也探讨政府与乡村管理和环境变迁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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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
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
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
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
个相当高的水平。
　　——邹逸麟　　　　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
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
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
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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