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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迈中国学与其他海外汉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吸收法国年鉴

学派的思想，采用“长时段”的地理学观点与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

土地和水资源利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与我本人从事的自然地

理学研究有关。

汪德迈先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类社会跨越几千年，

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观和社会观不同程度地结合发展。从地理学看，

此两观的突出结合点是高原地带。在我国，青藏高原人民的土地观与

自然观的联系极为紧密，地方社会发展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青藏高原拥有独特而丰富的高地生态学研究资源，也拥有历史悠

久的跨文化研究资源。青藏高原上的人们要在高原上生存和发展，就

需要创造生态条件与地方人口相适应的高原文明。人不能改变高山，

就必须适应高山；人不能改换大河，就必须适应大河。当人类的脚步

走上高原之后，在生理上，人类要与动植物共呼吸；在体质上，人类

的身体结构要与山体氧源和岁时节律保持平衡；在人居上，高原多民

族要和睦相处，共享自然资源和合作抵御灾害。人文与生态两资源要

完美合作，才能在艰难中跨越，在发展中互补。只有人文资源，没有

生态资源，就会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制造贫困社会。只有生态资源，

没有人文资源，生态资源就不能得到长久保护，结果还是破坏高原环

境平衡。千百年来，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当地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

中，已经创造了传统生态链条，其文化精品就是《格萨尔王传》、《江

格尔》和《玛纳斯》三大史诗。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无一

不是美好生态的营造者，也是高原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近年三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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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世界，而我

们的任务是把祖先留下的遗产创新应用到现实生态文化建设中去。关

于中国的平原地区，汪德迈先生也研究它的古代土地井田制和礼制社

会的关系，提出，中国人守望相助、重视文化，胜过对物质享受的追

求，这也是中国的思想财富。汪先生的学说对中国高原与平原的土地

利用与可持续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

汪德迈先生使用“长时段”的地理观研究中国古代水利社会制度，

与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古

代水利制度与西方不同，也与东方埃及不同。中国社会的水利制度的

发展，始终依靠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传统，通过处理好生产关系，

再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问题。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创造

了稳定的农业系统，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水利观。

高原生态科学与跨文化学，都是跨学科研究，没有哪个学科能够

独自统领高原科学。汪德迈的中国学也是对哲学、地理学、历史学、

语言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开展长期的交叉研究和综合

研究，才取得了卓越成就。

自今年年初起，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已与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签约合作。汪德迈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跨

文化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我们希望进一步吸收汪德迈中国学的思想精

华，争取合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