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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在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
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耕地的缩减，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湖泊
的淤浅，干旱区荒漠化、沙化的加速，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等等环境恶化问题
，也十分突出。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采取唐
突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有的则是当政者为单纯追求政绩，不计后果，盲目开发引起的环境恶化。
以上种种，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过度索取或无序干预后所引起，其实质是人地关系
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又往往并非一代人所造成的，而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我们谈到人地关系时，所谓的人，并非自然人，而是社会人。
不同时期的社会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一样，对生产技术的掌握不一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一样
；而我们所谓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同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经过长期人类活
动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再进而言之，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
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又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因此，我们如果研究当今环境问题，或想在制定保护措施和政策上，有科学的根据，就有必要对我国
环境变迁的历史背景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我国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较深刻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又必须从区域研究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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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之一种。
该书以清代、民国时期塔里木盆地的和田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业开发对塔里木地区生态的影响
。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
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地球上的各种地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类型。
因此地域之间的极大差异，是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色。
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国家，对国情、地情没有深刻的了解，就不可制定出科学的政策，否则不仅会遇到
种种困难，还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本丛书的编写，就想解剖几个典型地区，以求从中能得到一点启示。
虽然上述五个地区还难以覆盖全国，但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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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民国时期塔里木盆地　　南缘的农业开发活动　　距今两千多年来，除了气候等自然因
子变化的影响之外，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农业开发与社会发展，对地区频发绿洲荒漠化现象具有十分显
著的直接作用，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但究竟是何种具体社会行为处在引发自然因子变化的关键环节？
而哪些自然因子的变化与人类社会行为关系最为密切？
人们的社会行为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了自然因子的存在方式，以至于造成绿洲荒漠化现象发生的呢？
关于自然因子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是应该科学辨析的。
　　从目前可考的文献来看，和阗民国档案为我们研究传统农业生产制度下，社会人文与自然因子在
影响地区生态环境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提供了较为丰富、系统的基本史料。
从馆藏情况来看，和阗民国档案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举凡关于民国时期和阗各县的史地沿革、地理
气候、社会行政、人口户籍、农牧业生产、垦荒活动、粮食供销、水资源利用及纠纷、薪柴消费、植
树造林、自然灾荒、各种生产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涵盖。
其文本形式包括行政文书、民事奏呈、调查报告、各种统计报表以及手绘地图等原始资料，较之古籍
纯文字史料更具形象性、系统性和客观性，较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和阗社会的发展状况，客观上为
研究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现实的社会人文参照系。
遗憾的是这些档案基本为民国27年至38年（1938 1949年）的原始资料，据《新疆和阗县一般地图志》
记载，其前的文献资料于民国22年（1933年）毁于战乱，①给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阗地区生态环境演
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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