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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内容概要

《北京近千年环境变迁研究》共12章、50余万字。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运用生态学、历史学、地理学
等综合学科，系统梳理了北京近千年的地理形势、气候特征、水文环境、森林植被演变过程。上溯千
年以前，北京是军事重镇，也是最混乱时期。从此，军事的政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进行了不断的干预
和破坏。人类的活动成为促使区域生态环境发生变迁的主导力量。因此，可以说，环境因素与北京城
市现在发展和将来的发展密不可分。《北京近千年环境变迁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当代北
京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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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作为都城的地理形势　第一节　区域环境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适宜建都的地理优势　
第三节　建都北京的限制因素第二章　近千年来的气候变迁　第一节　近千年北京气候变迁大势　第
二节　历史文献记载的北京气候　第三节　北京沙尘天气的历史过程第三章　区域水环境的演变轨迹
　第一节　古代水系流迁的基本脉络　第二节　城市选址和城市水系的重大转折  　第三节　泉水的
利用与水井的开凿　第四节　北京地区历史上的水灾　第五节　当代水环境的问题与未来第四章  森
林植被的变迁过程　第一节　辽金时期的森林植被变迁　第二节　元朝时期的森林植被变迁　第三节
　明朝时期的森林植被变迁　第四节　清朝时期的森林植被变迁第五章　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　第
一节　元大都的能源供应与煤炭地位的上升　第二节　明代北京的能源供应与生态问题的加剧　第三
节　清代北京的能源供应及相关生态问题第六章　土地利用的逐时变更　第一节　作为制度保障的行
政区划系统　第二节　土地利用的社会和人口背景　第三节　土地利用的方式和渐进过程　第四节　
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的基本特点第七章　园林建设的兴衰演替　第一节　近千年来的北京园林建设　第
二节　国家制度影响下的南苑环境变迁　第三节　私家园林万柳堂的变迁与地点考辨第八章 元代以来
的环境保护第九章 战争造成的生态破坏第十章 人文因素的城市生态学分析（上）第十一章 人文因素
的城市生态学分析（下）第十二章 走向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引用文献索引后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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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国各地的人，言语各不相同，自从有人类以来，已经一向如此。  自从《春秋公羊传》标出对齐国
方言的解释，《离骚》被看作楚人语词的经典作品，这大概就是语言差异开始明显的初级阶段吧。后
来，扬雄写出了《方言》一书，这方面的论述就大为完备了。但书中都是考辨事物名称的异同，并不
显示读音的是与非。直到郑玄注释《六经》，高诱诠解《吕览》、《淮南子》，许慎撰写出《说文解
字》，刘熙编著了《释名》，这才开始有譬况假借的方法用来验证字音。然而古代语言与今天的语言
有着很大差别，这中间语音的轻重清浊，仍然不能了解；再加上他们是采用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
若这一类的注音方法，就更让人疑惑不解。孙炎创制了《尔雅音义》一书，这是汉末人唯独懂得使用
反切法注音的。到了魏国时代，这种注音法盛行起来。高贵乡公曹髦不懂反切注音法，被人们认为是
一桩奇怪的事。从那以后，音韵方面的论著成果大量脱颖而出，各自带有地方口语的色彩，相互之间
非难嘲笑，是非曲直，也难以作出判断。看来只能是大家都用帝王都城的语言，参照比较各地方言，
考查审核古今语音，用来替它们确定一个恰当的标准。经过这样的反复研究斟酌，只有金陵和洛阳的
语言适合作为正音。南方的水土平和温柔，所以南方人的口音清脆悠扬、快速急切，它的弱点在于浮
浅，其言辞多鄙陋粗俗。北方的山川深邃宽厚，所以北方人的口音低沉粗重、滞浊迟缓，体现了它的
质朴劲直，它的言辞多古代语汇。然而谈到官宦君子的语言，还是南方地区的为优；谈到市井小民的
语言，则是北方地区的较胜。让南方人变易服装而与他们交谈，那么南方的官绅与平民，通过几句话
就可分辨出他们的身份；隔着墙听北方人谈话，则北方的官绅和平民，你一整天也难以区分出来。然
而南方的语言已经沾染了吴越地区的方言，北方的语言已经杂糅了异族的词汇，两者都有严重的弊端
，在此不能够一一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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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传世家训(套装共4册)》编辑推荐：中国古代的“齐家”文化源远流长。“家训”、“家诫”一
类著作，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当时世族社会教育制度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
我国第一部“家训”形式的著作出现了，这就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随后，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
末，这釉“齐家”文化开始进入了它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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