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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十九世纪中国的拓殖与资源开发+(以左宗棠的生涯
!

瞃索!将$0世纪

中後期清廷对於西北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置於全球市场"气候变化的背景中

进行分析!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解释清末的西北边疆开发&这是近五年来西

方学术界有关新疆史研究的又一新著&

全书共分八个章节&在绪论中!作者概要地介绍全书的
$

容及主要观

点&$0世纪!清廷面临着 #完美风暴 $造成的帝国危机30:%%:7=C'Q>K(M

1*.%&Z-t&-)=B?.$+F;*+L$+&)\.%/M47=B6:)$(MO799'L/(%F*7? N6(99>D

E76A76) N6(99M"##0M$(#;!使得朝廷开始转变统治政策!从传统的#养民$

'通过救济饥荒和开垦土地来提供粮食!以维持人民的生活(转向追求#富

6

$'建立一个以财富和权力
!

特徵的
6

大国家 (!以平息国
$

的社会动

?!在竞
+

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与以往将边疆地区的管理视
!

中央的财政负担的观点不同!此时以左宗棠
!

代表的一些官员开始重新认识

西北边疆!将这眧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视
!

解
G

清廷困境的出路&随後

的清末西北边疆开发!使得农业"桑蚕业和?矿业等相关知识和技术由中国

东部向西部扩展!将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更紧密地联在一起&作者指出!与

一般观点认
!

革新性的西方技术引入是导致$0世纪社会变革的观点不同!本

书的研究表明直到$0世纪末!农业对於清朝和全球经济来
#

依然很重要&边

疆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人与环境的重新组合!以新的互动方式塑造新的等级空

间和领土主义&因此!更应该将这一时期西北边疆的开发放在$0世纪全球

#资源型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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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D>6) -*:A(69:5< N6(99M"#$%;中去理解!?充份考虑气候"水"动植物等环

境因素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在第一章#危机时代的农业$中!作者主要探讨清末实学和农业实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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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边疆观的影响&$0世纪初!由於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全球性气候事件的

影响!中国出现#道光萧条$的社会危机&这促使中国的学者与精英开始放

?空洞的经学!转而推崇明末兴起的#实学$&以岳麓书院
!

代表的湖南学

术氛围也开始转向实用之学&这种学术氛围深刻地影响左宗棠!他开始研习

*皇朝经世文编 +" *农政全书 +等经世书籍&後来!在经营自己的柳庄

时!左宗棠体验茶"桑等农业的种植和商业经营过程!从实践中体会区田法

的意义!?编著*广区田图
#

+" *朴存阁农书+等论著&这些经历奠定左

宗棠认识西北边疆广阔土地资源的农业价值的基础&

第二章题
!

#不断丰富的边疆知识$!主要探讨林则徐等人的边疆观如

何影响左宗棠对於边疆的认识&林则徐在鸦片战
+

後被贬往新疆!在布
k

泰

的麾下对新疆土地进行清查!?主持开垦活动!由此形成对新疆资源的认

识///边疆土地辽阔!应该移民实边&$*(#年一月左宗棠与路过湖南的林则

徐进行深入交流!这对左宗棠
7

生深远的影响&於此同时!$0世纪中叶的精

英对於新疆等边疆地区的看法也发生改变&过去传统的观点认
!

!边疆地区

是蛮荒之地!中央
!

统治边疆而消耗大量的财力&而此时!随着西北史地研

究的兴盛!有关边疆的论著和知识不断丰富&龚自珍"徐松等西北研究者都

认
!

边疆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可以用来解
G

当时的社会经济危机&道光

年间的新疆拓殖活动!

6

化学者对边疆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的认识!西北史

地研究的学术思想和书籍对左宗棠
7

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章题
!

#开垦土地$!作者讨论左宗棠在浙江"甘肃两地主持的战

後重建政策和具体实施!指出战
+

导致的人口损失"田地荒芜和动植物复盨

的空间差?是区域资源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作者指出!$0世纪中叶太平天

国战
+

和回民战
+

之後各省野生空间的重新兴起!标?着持续两个世纪的人

口增长和农业扩张模式发生重大的转变&先後任浙江巡抚和陕甘总督的左宗

棠通过建立 #善後局 $!招徕人口向战
+

影响最大的区域迁移!以补充人

口!复垦土地&作者进一步补充认
!

!管战
+

缓解人口压力!但是中原的

人口依然稠密!当时的精英仍将目光投向边疆地区更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寻

找新的发展机会&

第四章题
!

#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讨论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

甘肃的#罂粟与棉花之战$&$0世纪中叶!凭藉本省丰富而多样的农业资源

以及成
!$

地与边疆地区人口"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甘肃已经深深地融入

国
$

的商业网络!同时亦受国际市场经济作物价格波动的影响!成
!

罂粟种

植和棉花种植的
+

战之地&在暴利的驱使下!甘肃的罂粟种植屡禁不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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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之後在甘肃开展大规模的禁眕运动&与此同时!借着国际

棉花价格暴涨的时机!左宗棠大力推广棉花种植!给农民派发籽种!散发特

意编辑的*种棉十要+" *棉书+等技术手
1

&作者指出!全球气候变迁和

国际市场的波动
G

定#罂粟与棉花之战$的走势&此外!无论是禁眕活动还

是推广植棉!都使得国家对於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达到一个新的水准&

第五章题
!

#富饶边疆地区的水$!充份揭示本书的主题#自然之利$

的开发&在北京朝廷之上#海防$与#塞防$之
+

的核心!不仅关当时的

精英对於领土安全的不同看法!还体现他们对於边疆自然财富及其发展睶力

认识的天壤之
(

&左宗棠
6

调外来势力觊觎的正是新疆丰富的资源!清廷应

该重新控制这些地区!?且努力开发资源!才能
H

在未来稳固财政的基础上

管理整个地区&收复新疆之後!左宗棠随即着手开发新疆的自然之利&恢复

和扩展耕地的关键是土地调查登记"重建和增修水利设施等&作者指出!土

地登记"军人和民
3

都被调集来维修水利设施"战後水权纠纷处理中国家力

量的介入等种种?象都表明!围绕水资源的开发!清廷对於新疆的管理深入

基层社会&$**)年!新疆的建省标?着清朝边疆政策的转变!即从以前依靠

满蒙官员联合当地部族首领进行统治!转向依靠汉族官员的行省制管理方

式&

第六章探讨新疆推广蚕桑技术的过程中!蚕"桑等非人类有机体对於边

疆开发的影响&$*)#年代後期!由於地中海的蚕桑业受到寄生虫病的打击而

-7

!再加上江南蚕桑业受到战
+

的破坏!导致全球市场上生丝价格高涨&

$*%%年收复新疆的战役告一段落後!左宗棠注意到俄罗斯的商业扩展会对新

疆的安全
7

生威胁!提出发展新疆的蚕桑业!积极融入国际丝绸经济市场!

以增
6

清政府在新疆的控制力&左宗棠从浙江湖州引进蚕种和桑苗!?佣湖

州的蚕桑工人来新疆的蚕桑局进行技术推广&然而技术的推广
&

引起官员与

南疆当地居民间的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人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动植物

以维持他们的生计0当地的居民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养蚕技术!但是左宗棠等

官员认
!

当地蚕丝品质问题的根源是该地的桑树!因此!一方面从湖州引进

大叶而少果的桑树品种!另一方面禁止当地居民?食桑果!以保证桑叶的数

量和品质&但是对於当地居民来
#

!桑果是他们重要的水果和酿酒原料!因

此在长期的驯化过程中!选择和培育多果的桑树品种&而湖州桑树是在优先

生
7

叶子的选择之後培育出来的独特品种&官方与民间的分歧引发一些矛

盾!政府最终妥协&$#年後!由於财力和劳动力的短缺"局势的变迁等原

因!清政府不得不终止新疆的蚕桑发展专案&作者指出!蚕桑技术在新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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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的推广!一方面凸显$0世纪%#年代後清廷对新疆当地影响力的增
6

!

展示专门技术和知识传播的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揭示非人类有机体是

如何塑造边疆拓殖的政治过程的&

罗继磊在本书最後总结指出!清末危机中帝国精英对於边疆及其自然资

源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此形成一个政治逻辑!即以边疆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帝

国的统治&与新疆一样!精英也将台湾"满洲等地区同样视
!

资源丰富的边

疆!通过建立行省"推广教育和移民开发!这些边疆地区最终能
H

效力於维

持清廷的统治&作者指出!同样的政治逻辑在$0世纪的全球性领土拓殖中都

有体现!即美国西部"北非"东亚或其他地方被英"法等国视
!

解
G$

部社

会矛盾的#出口$与#安全阀$&另一方面!$0世纪末西北边疆开发资源之

利的过程!客观上加
6

边疆和
$

地的联&

罗继磊的这本著作以左宗棠的个人生命历程
!

瞃索!将左宗棠在西北的

政治故事编织在环境史与知识史的经纬之中&中国传统的农学知识与西北边

疆知识的积累与变化构成本书的经瞃!全球气候变化"市场波动以及清朝的

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是本书的纬瞃!呈现多种因素影响下$0世纪末西北边疆

开发的多层历程&因此!全球史的分析视角是本书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对全

球棉花"罂粟"生丝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地方的考察!还是对$0世纪边疆资源

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的比较分析!都呈现全球史的分析视角&此外!对桑树

和蚕等非人类有机物如何塑造边疆开发的过程进行重点阐释!亦是本书最突

出学术贡献之一&

虽然此书各章节的组织不是那
)

紧
l

!文字表达也稍显琐碎!但是瑕不

掩瑜!此书可以
#

是从新的角度重新阐释$0世纪末的重大历史事件!给读者

带来新的认识和思考!是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值得一读的论著&

孙博殊"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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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历史学家缺席$!很多中国佛教史论著无论在史料解读"史料发

掘还是史学常识方面!都存在诸多缺憾之处&对於历史上中国佛教的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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