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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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是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之一种。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对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社会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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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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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近年主要研习秦汉史、生态文化、环境灾害与传统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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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赈济赈济，本作振济。
振，救济。
郑玄注《礼记？
月令》季春之月“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时说“振，犹救也”。
此处“赈济”，是从“扶贫”的角度而言的。
而《盐铁论？
力耕》之“饥民以赈”记载，则是荒政意义上的“赈济”，亦即以钱粮救济灾民。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赈济的理解不一；赈济措施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其分法也是参差不齐。
就目前笔者所及，主要为以下几类：其一，从时间上，将之分临灾急赈、正式赈济，前者系临时赈济
，指各级政府将钱粮和其他物品直接发放给灾区，使灾民藉此得以活命的赈济行为；后者出于求发展
、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实施的赈济，如兴修水利、仓储等。
其二，从是否偿还赈济物质的角度，把赈济分为无偿赈济、有偿赈贷。
前者是官府把钱粮无偿发放给灾民；后者为政府借给灾民度灾的物质，灾后要偿还，因此有人把它叫
做“无息贷款”。
其三，从赈济物质的具体形态上，将赈济分为赈钱、赈粮、煮粥、以工代赈等。
如邓拓在研究历史时期救荒政策时，就把赈济分为赈谷、赈银和以工代赈三方面内容来讨论。
李向军探讨清代救荒措施，除了把救济钱粮作为赈济内容外，也把煮粥划为赈济范畴①。
上述几种划分，彼此多有交叉、重叠之处。
古代救灾之术通常既定，只是后人划分的角度不同，才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笔者认为，只要始终按照某一标准分类，一则可以保证不漏，基本上将古之赈济措施囊括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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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9月，硕士毕业2年后，我再次回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跟随历史文献学专家李国
祥教授，攻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9月，我来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随从历史地
理学专家邹逸麟教授，开始了为期2年的博士后生活。
在跟随邹先生之前，我的研习领域主要为秦汉史。
因此，原定在站研习课题和内容，自然就以既有的研习积累为基础，只是按照有关专家的建议，将时
间略为向下延伸。
然而，进站后不久，邹先生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表达了希望我能够承担他主持的教育部项目“近500
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的一部分研究工作的意愿。
经过三思，我放弃了原来的研习计划，随即转入到该项目的研习中。
当时，鉴于学界研究状况和现实问题，我选择了我的家乡所在的淮河流域中游——安徽省北部地区—
—作为自己的研习区域。
2003年6月，终于完成了题为《近五百年来淮河流域灾害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的出站报告，结束了博
士后研究工作。
2003年6月底，我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工作，“近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的研习工作遂告一
段落，我的精力也就转向另一项研习项目。
2005年秋冬时节，邹逸麟先生来电，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出版他主持的“近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
”项目研究成果，并云该书已被列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选题，令我抓紧时间
，尽快完成任务。
师命不可违！
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又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研习工作。
按照原来的计划，本书是在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就。
但是，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发现这一工作比重新写作的难度还要大。
于是，便决定放弃既定的计划，进行全新的写作。
好在文献资料、学界研究背景等前期基础条件已粗具，故而其间的写作尽管是艰辛的，但总算是比较
顺利的，最终完成了先生下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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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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