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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史是近十年來古代中國史學界所開闢的新研究領域。目前一種特別受

歡迎的研究方法，即透過傳世文獻和典籍，來證明自然保護精神已在古代中國

思想中萌芽。本演講的目標就是從研究方法角度提出一些反思，及探討文化生

態學面臨的學術挑戰。 

我們先考察中西學者如何依諸子百家來設立自然環境論理，傳統上雙方多

半循天人合一的脈絡來分析古代文獻。對此我的想法是：雖然天人合一的概念

普遍出現於許多文獻，但學界往往過分強調古代中國思想的天然主義，並且過

分重視古代中國社會「人世」和「自然環境」的連續狀態。 

接著，我將講述一些具體的例子，以佐證先秦漢代文獻描述自然環境的方

式是受每一件資源資料的風格和式樣的影響。據此，我主張「把所有涉及自然

環境的材料皆縮小成一個脈絡或者體系」的研究方向是有待商榷的。 

本演講先探討戰國至秦漢時期人們如何以道德意義的詞匯解釋自然環境的

現象；其次我們參照《三禮》中有關如何管理自然資源的資料，及秦漢代的律

令。接著，我舉月令為例，說明為何有時看似只有單一闡釋方式的文獻必須受

讀者的懷疑。最後以《周禮》和自然環境管理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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