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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

———评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 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①

肖文超

近年来，中东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向，开始注重用环境史视角考察帝国兴衰与中东国家的现

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了学界所谓的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阶段，并涌现出众多中东环境史研究

的相关论著。事实上，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并不是一股知识潮流，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变，

将会影响到学界对中东史的理解与重构。①

在中东环境史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米哈伊尔( Alan Mikhail) 为代

表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米哈伊尔在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

誉，不仅因为他拥有丰富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更主要源于他率先将环境史理论与方法引入中东史研究。
这不仅打破了传统中东史研究以政治、军事和精英为中心的传统民族国家叙事模式，而且拓宽了近现代

中东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对新时期中东史的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斯曼的树下: 奥斯曼帝国、
埃及与环境史》( 以下简称《奥斯曼的树下》) 一书是米哈伊尔近年来从事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开拓性

著作。② 历史学家丹尼尔·斯托兹甚至称该书为“过去十年来中东环境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以来最杰

出的著作之一”。③ 透过该书，读者不仅可以追溯奥斯曼埃及自然环境变迁与政治权力的密切关系，

而且能够管窥米哈伊尔的环境史观及其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所作的理论贡献，为学界进一步深入

探索中东环境史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启示。

一

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曾指出，“近东和俄罗斯是目前环境史文献涉及最少的两个地理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可以提供给具备语言和技巧之学者极大的机会。”④作为对约翰·麦克尼尔的回应，

近年来环境史正成为中东史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中东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和追溯生态环

境变化与中东历史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早在环境史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不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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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学者对中东环境与社会进行过零散的研究。史前史学家通过沉积物和孢粉分析重建了该

区域自然和人为的景观变化; ①古典考古学家则通过考古和实地调查重建了中东地区的人口、定

居、农业、地貌侵蚀等要素。② 此外，自希罗多德以来，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就已经对尼罗河、两河

流域河谷等核心区域地理特征的影响，以及该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态进行过调查。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进一步关注中东地区的人口、疾病、土地利用等问

题。③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环境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传统中东史研究迎来了新机遇。环境

史是一门研究人类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

周围环境利用、感知、管理和保护的学科。环境史全新的书写与叙事范式吸引了一批历史学家的注

意。他们试图在中东历史研究中引入这一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而打破以传统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的

研究模式。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中东环境史研究的肇始阶段。
尽管历史学家试图将环境史引入中东研究，但在早期他们更多地集中于对中东边缘地带地中海

环境史的研究。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④阿诺德·格

罗夫和奥利弗·拉克姆合著的《欧洲地中海世界的自然》、⑤佩里克林·霍登与尼古拉斯·柏塞尔合

著的《堕落之海: 地中海史研究》⑥等著作都致力于书写地中海世界的自然与环境。
相比之下，中东区域环境史研究整体进步迟缓，主要原因有两点 : 一方面，源于部分历史学

家的语言障碍问题———不通晓中东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足 ; 另一

方面，则源于受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小语种训练的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研究近代

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这些都致使中东环境史研究受到排挤并趋向边缘化。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代表中东环境史研究成果的仅有理查德·布里特的《骆驼与车轮》、⑦彼得·克里斯

滕森的《伊朗舍赫尔的衰落 : 公元前 500 至公元 1500 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⑧等少数著

作。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东环境史研究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批青年历史学家正在积极推动中

东环境史研究的成长，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充满活力，并为此而坚持。以美国为例，哥

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对中东环境史进行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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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研究，取得一批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①

米哈伊尔是这一批青年历史学家中的杰出代表。2001 年，他在莱斯大学历史与化学系获得学士

学位。2008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奥斯曼埃及的自然: 灌溉、环境

和 18 世纪的官僚主义》，②于 2009 年获得中东研究北美分会的马尔科姆·克尔( Malcolm H. Kerr) 博

士论文奖。2008—2010 年，米哈伊尔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2010 年入职耶鲁大学，专职从

事奥斯曼帝国史与环境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米哈伊尔在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目前撰写或主编中东环境史著作四部，相关论文

三十余篇，在全球环境史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米哈伊尔的四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奥斯曼埃

及的自然与帝国》③《沙中之水: 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④《奥斯曼埃及的动物》⑤和《奥斯曼的树下》
( 2017 年) 。其中，《奥斯曼的树下》被认为是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理论性

著作。该书的核心观点包括: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中央权力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

着密切的联系; 在 1517 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埃及成为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省份，是整个奥斯

曼帝国统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一些危及帝国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大威胁

主要来自埃及，而这些威胁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人

类与环境的互动和冲突引发的。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内，人类、动物、植物、尼罗河、
泥沙、洋流、细菌等所有元素都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这些环境元素作为历史的演绎者，深刻地塑

造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二

按主题布局与叙事是《奥斯曼的树下》一书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全面了解晚期

奥斯曼帝国埃及的环境故事，不仅包括埃及农民、农村精英、地方官员和工程师的故事，也包括水、家
畜、泥土的故事。从内容结构来看，全书分水、劳动、动物和自然元素四大主题十个章节。

引言部分，米哈伊尔解释了写作本书的主要背景、原因和方法。作者提到，写作本书与全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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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中的区域不平衡有关。在中东史研究中，环境史研究被认为是一个大漏洞。① 米哈伊尔认为

要把政治主权和自然资源管理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充分理解奥斯曼帝国。为此，他试图将人类与

更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包括动物、流行病和气候事件等。在本书的每一部分，米哈伊尔都从环境史

的角度对奥斯曼帝国进行解读，并将新的环境主题融入到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的阐释中。
第一部分主题是水，阐释了尼罗河的灌溉政治与权力关系。在第 1—3 章中，作者阐释了对当地

灌溉问题的重要见解。他提到由于埃及是帝国农业的主要来源，灌溉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最关

心的安全问题之一。地方知识被认为在帝国管理尼罗河过程中体现出了很高的价值。此外，在这三

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农民在近代早期尼罗河水源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 与后期的灌溉

工程相比，17—18 世纪的灌溉工程都是小规模的; 像法尤姆( Fayyum) 这样的小型绿洲成为整个奥斯

曼帝国和每年向朝圣者提供粮食的关键地区。此外，米哈伊尔还详细解释了水源管理对政治权力的

本质影响。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灌溉并没有产生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而是赋予了当

地社区一定程度的自治和权力。②

第二部分主题是劳动，主要论述了劳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迁。本部分主要阐释了奥斯曼帝国

晚期埃及劳动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解释了强迫劳动、环境剥夺、榨取经济和人口流动在 18 世纪

末出现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以及从近代早期到今天埃及农村劳动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变迁。米哈伊尔

认为，与近代早期埃及农村相比，在 19 和 20 世纪，强迫劳动、大规模和有害的环境开发、攫取型经济

和人口流动反映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主要特征。③ 其中，资源开采、商业化和国家建设等被认为是影

响和改变农村劳动力与环境关系的主要因素。这种对自然的剥削方式，被认为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模

仿，损耗了巨大的人力和非人力成本。
第三部分聚焦动物主题，强调动物作为财产、资本和劳动力的角色。第六章详述了动物在近代

早期奥斯曼埃及经济中的作用。米哈伊尔认为，奥斯曼埃及的历史是以动物的财产角色作为中心

的，甚至在早期近代世界，都不能轻视动物在那段历史中的重要角色。作为一个近代早期的农业帝

国，其所需的能量和税收几乎完全依赖粮食种植，奥斯曼帝国又是一个严重依赖人和动物劳动来种

植庄稼的政体。④ 动物不仅为埃及农民提供了能量，也养活了整个帝国。第七章解释了在疾病、饥

荒、干旱等全球和局部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如何取代了动物。虽然动物的价值是

根据其劳动潜力来衡量的，但人类最终在新能源体制中取代了它们。米哈伊尔认为，18 世纪末土地

取代动物成为财富的基础，农民开始取代动物，并且土地和农民都在少数精英的控制之下。⑤

第四部分，分析了其他非人类物质( 谷物、木材、病原体和二氧化硫) 在中东历史塑造中的作用，

重点解释了食物、瘟疫和气候之间的密切关系。本部分标题为“自然元素”，意在提醒读者注意大自

然的力量。在作者的视野中，这些自然元素甚至比帝国官僚、埃及农民、战争、素丹和全球商品价格

更重要。尽管这种方法有“环境决定论”的风险，但米哈伊尔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找到了平衡。在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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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将安纳托利亚的森林与埃及生产的食物联系起来，并概述了“谷物运输需要船，船需要木头

来制作”的故事。① 这也说明当时的森林是受公共利益支配的，而不是由私人利益支配的。在本章

中，米哈伊尔还详细介绍了木材运输的线路: 森林—亚历山大港—布拉克。② 整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奥斯曼帝国的权力需要自然资源支持其经济体系，以及它是如何控制经济循环的。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鼠疫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因素。在第九章，作者探讨了 1783 年冰岛火山

爆发产生的放射性尘降物是如何影响埃及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生态系统的。米哈伊尔将冰岛与奥斯

曼埃及两个跨区域的地方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案例来说明气候变化中的一个小事件

所产生的全球性物质和政治影响。
事实上，米哈伊尔在书写上述四大主题时融入了环境史研究中的生态史观与整体史观。换句话

说，生态史观与整体史观是指导本书写作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作者没有简单地把帝国的省

或民族国家的空间作为一个有边界的、封闭的分析单位，而是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

这个生态系统内，水、劳动、动物、其他非人类物质都是重要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相互依赖并相

互联系。通过它们不仅可以揭示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可以揭示资源、人、思想、动物和

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米哈伊尔认为，只有将这些元素纳入奥斯曼帝国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才能

正确理解奥斯曼帝国的历史。③

需要指出的是，《奥斯曼的树下》一书中的研究内容并非首次面向读者。其中涉及的气候、疾病、能
源、动物等议题，在米哈伊尔的其他专著或论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过。例如，《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

帝国》一书主要关注埃及农村的灌溉政治，以及围绕尼罗河对奥斯曼埃及的灌溉而建立的资源是如何

影响埃及乃至整个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一书以人与动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为视角，分

析近代早期和 19 世纪埃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奥斯曼冰岛: 一部气候史》一文则将 1783 年冰岛

拉基火山爆发和奥斯曼埃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灌溉、人与动物的关系、拉基火山爆发等主

题在本书中都是重点研究对象。除水和动物外，《奥斯曼的树下》一书还涉及疾病、劳动、经济转型、食
物、木材等诸多议题。与早期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奥斯曼的树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些主题，而是对

之前研究主题的更新、扩展和完善，更多的融入了米哈伊尔对这些议题新的理论思考。

三

《奥斯曼的 树 下》一 书 出 版 后 引 起 学 术 界 的 广 泛 关 注 和 讨 论。《环 境 历 史》( Environment
History) 、《环境历史评论》( Environment History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等国际史学权威杂志都刊发了精彩书评，肯定其对中东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哈佛大学教授罗杰·
欧文( Roger Owen) 甚至宣称:“这无疑是一部奥斯曼环境史研究中最好的作品，米哈伊尔以尽可能全面

的方式将中东纳入全球版图。”④相比于萨姆·怀特的《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⑤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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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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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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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p. 155 － 156.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161.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199.
相关评论参见 https: / /www. nhbs. com /under － osmans － tree － book［2021 － 07 － 01］
Sam White，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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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的《沙漠王国: 石油和水如何塑造了现代沙特》①及努赫特·瓦尔力克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

的瘟疫与帝国: 1374—1600 年奥斯曼的经验》②三部中东环境史著作而言，本书在叙事架构、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以及史料运用方面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第一，生态隐喻叙事与拼图式的逻辑架构。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就像一个由数千块碎片组成的拼

图，包括海洋、湖泊、河流、山脉、森林、草原、沙漠、城镇、村庄、人和动物。有些碎片已经存在，但仍有

许多缺失; 有些碎片很清楚，但有些需要重建。环境史家的任务就是把画面的各个部分拼凑起来。
如何将这些碎片有机组织起来，使其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考验着米哈伊尔的智慧。米哈伊尔在本书

中设计出独特的叙事和内容架构。首先，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事件背后的生态隐喻，使本书有

了更高的立论起点。《奥斯曼的树下》开篇提到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梦。在这个梦中，

创始人奥斯曼梦见一棵树从他的肚脐中发芽长大，进而蔓延到整个世界。近代早期奥斯曼人经常用

这个神话来歌颂帝国的崛起。作者用故事背后的生态隐喻强调环境在奥斯曼历史中的核心作用。
米哈伊尔认为这个故事的叙事弧线是生态的，树木、水、月球能源、山脉、花园等都是影响帝国政治权

力起源的因素。③ 其次，他采用了拼图式的主题架构。米哈伊尔用水、劳动、动物和其他自然元素四

大主题来架构全书的逻辑并组织文本叙事，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尽管每章讲述的故事

看似零散，但各个主题之间都有密切联系，丝丝入扣，每一部分都是对前一部分的补充，并共同服务

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这样一个中心。这样的叙事和书写方法，不仅构思新颖，逻

辑清晰，立意深刻，而且更易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突出埃及在中东环境史中的重要地位。在米哈伊尔众多的环境史论著中，无论是《奥斯曼

的树下》《奥斯曼埃及的动物》，还是《奥斯曼埃及的自然和帝国》，基本都是以埃及为叙述中心。在

中东环境史研究中，作者为何突出强调埃及的地位呢? 米哈伊尔认为，“除了在奥斯曼帝国中处于中

心地位之外，埃及还是理解生态环境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完美案例。这包括埃及对尼罗河的依赖，

其丰富的农业历史，以及它在两大洋和两大洲之间的地理位置。尽管如此，除了‘埃及是尼罗河的恩

赐’这样简单陈述外，埃及人与尼罗河及其环境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还有待深入了解。”④

第三，内容书写凸显全球史观。全球史观追求的整体性和跨区域交流与互动在本书中体现的淋

漓尽致。尽管米哈伊尔书写的重点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但从全书内容来看，作者始终将其纳

入全球版图。为了让读者理解埃及和它在帝国中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将本书叙事范围跨越整个帝

国本身———到达安纳托利亚的森林、伊斯坦布尔、北非和萨洛尼卡的粮食市场、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港

口。甚至在某些章节中，环境叙事超出了帝国范围———沿着尼罗河，到达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乃至印

度和冰岛等更远的地方。米哈伊尔将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本地微观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也没有忽

视将其作为宏观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例如，1783 年冰岛拉基火山的爆发最终导

致埃及人死于饥饿事件。⑤ 拉基火山爆发引发了未来数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埃及农村的干旱和

饥荒，并迅速演变为经济和政治危机。作者将环境史注重的区域研究与全球史观进行结合的叙事方

941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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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Jones，Desert Kingdom: How Oil and Water Forged Modern Saudi Arab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Nukhet Varlik，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1347 － 16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p. xi － xii.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ii.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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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全球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地位及其全球影响力开辟了新视角。
第四，多语种档案实证研究。发掘和利用多语种档案史料实证研究是该书在史料运用上的重要

创新。作为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具有卓越的多国语言基础———他精通阿拉伯语，也能熟

练运用奥斯曼土耳其语、现代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这种语言上的卓越优势，不仅

扫清了米哈伊尔在文献阅读上的障碍，而且为其寻找更多的多语种档案史料提供了便利。相比于其

他已经出版的环境史论著中普遍采用二手文献的情况，本书综合运用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档案和大英

帝国外交部、枢密院( Privy Council) 、开罗等相关政府机构的阿拉伯语档案资源。① 米哈伊尔指出，中

东地区可以为追溯几个世纪以来的环境变化、景观变迁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丰富的资源。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查阅了大量奥斯曼土耳其、埃及、英国的法庭记录和其他主要档案资料。② 这

些档案资源也成为支撑《奥斯曼的树下》一书内容和观点的主要论据。米哈伊尔对多语种档案的发

掘与运用，不仅驳斥了一些论者所谓的中东环境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错误说法，而且有效弥补了环境

史研究中档案史料发掘和运用的不足，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四

通过本书，读者除了可以通过环境史视角透视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自然和权力的密切联系以

外，亦可以从中管窥米哈伊尔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作出的一些开创性贡献。
( 一) 强调中东在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在本书序言中明确指出，中东环境史

书写的缺失是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同时，环境史也是目前中东研究领域的大漏洞，需要

重视中东在全球环境史上的重要地位。米哈伊尔认为，中东地区拥有多元的文明传统和悠久的生物

多样性历史，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生态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这将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空

间。此外，来自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也将会为进一步拓展中东环境史提供丰富的

史料。③ 事实上，米哈伊尔的这些论点回答了加强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问题，对未

来中东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切实指导意义。
( 二) 破除了“中心—边缘”的传统历史叙事模式。长期以来学界书写奥斯曼帝国史基本遵循“中

心—边缘”的叙事模式，更多关注其政治、经济、技术发展问题。④ 无论土耳其学者瑟夫科特·帕慕克

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史》、⑤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 五百年的和平》、⑥卡罗琳·芬克尔的《奥斯曼

帝国，1299—1923》、⑦西恩·麦克米金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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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209.
M. Fatihfffalêr，“Review 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Alan Mikhail”，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and Sciences，Vol. 4，No. 2，2018，p. 166.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p. 4 － 7.
A. Duffy，“Review 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Alan Mikhail”，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 124，No. 568，2019，p. 721.
瑟夫科特·帕慕克:《奥斯曼帝国货币史》，张红地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1 年版。
林佳世子:《奥斯曼帝国: 五百年的和平》，钟放译，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年版。
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 1299—1923》，邓伯宸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
西恩·麦克米金:《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姚志宏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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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三义的《帝国之衰: 奥斯曼帝国史六论》①等都难以脱离这种书写范式的影响。
米哈伊尔则成功地将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气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融入奥斯曼帝国史研究

中，实现了环境史与中东史研究的深度融合，为深化近现代中东史研究开辟了新空间。本书从环境

史视角关注埃及的自然、社会与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关系，修正了对奥斯曼帝国各省之间关系的局限

性认识，重新解释奥斯曼帝国自然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破除了长期主导奥斯曼帝国史学研究的“中

心—边缘”模式，重构学界对 19 世纪早期奥斯曼埃及的政治、技术、经济发展和相关“学术争论”的理

解与认识。可以说，《奥斯曼的树下》不仅是一部环境史书，也是一部对奥斯曼帝国后期埃及行政和

社会经济进行全新释读的著作。诚如作者所言:“本书将环境史作为一种解释和方法论工具，将为理

解中东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全球性视角; 同时，它还为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书写提供模板。”②

( 三) 修正关于中东历史的传统认识。在中东，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悠久记录使环境史家有足够多

的机会就中东历史中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米哈伊尔在本书中就成功挑战了中东史

上具有持久影响的诸多假设，强调了动物和环境因素对近代奥斯曼帝国农业社会的影响。③ 最典型

的是其运用环境史实对卡尔·魏特夫( Karl Wittfogel)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判。魏特夫被称为

“治水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关注的东方专制政府的一些案例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东

方专制主义核心观点认为，“东方专制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

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方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

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力领导。
要有效的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

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以及东方专制主义。”④然

而，米哈伊尔通过魏特夫涉及的案例，运用环境史的方法成功地挑战了他的观点。米哈伊尔在本书第

一章灌溉政治主题的书写时，通过考察魏特夫没有使用的文献后指出，魏特夫声称的素丹、皇帝和国王

并不是灌溉工程网络的控制者，相反，受剥削的农民才是真正控制大型灌溉网络日常运作和维护的人。
通过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理论，米哈伊尔进而指出，环境史是中东史研究的一种非常实用的新方法。
环境视角不仅有助于解决中东史学中的一些棘手问题，而且可以让其他非人类和非动物行为体在中东

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修正我们对传统中东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看法。⑤

( 四) 阐释了奥斯曼埃及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与经济是息息相关

的。人们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而围

绕经济活动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⑥ 在《奥斯

曼的树下》一书中，作者深度阐释了影响奥斯曼埃及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因素。米哈伊尔将埃及的

经济发展置于帝国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米哈伊尔认为埃及经济的发展受到帝国生态环境和政

治变革的深刻影响。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物在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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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帝国之衰: 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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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Mikhail，ed. ，Water on S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 11.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2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中被替代，以及火山爆发、小冰期等极端气候现象都会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同样，在奥斯曼埃及经济

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机械模仿，对自然资源过度掠夺、强迫劳动、商业化等都带来了严重

的环境问题，进而影响其自身经济的长远发展。纵观本书，米哈伊尔从环境史视角对埃及经济发展

的阐释，实现了环境史与经济学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也为进一步探讨中东地区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

互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
( 五) 指明中东环境史研究中可以拓展的新领域。《奥斯曼的树下》虽然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的埃

及省，内容上也仅探索了中东环境历史的一小部分，但从地理空间与研究主题上看，该区域仍然有大

量研究领域有待历史学家继续探索。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性别、污
染、族群与环境、科学与自然、殖民主义与环境、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石油以外资源的开采、各种环境

思想在中东的传播，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中东环境史学研究的新起点。
此外，米哈伊尔还提到中东人口的异质性和丰富的文化地理条件，也为环境历史学家研究在同

一自然空间和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群体如何思考、耕作和生活提供了机会。例如，土耳其人、库尔德

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伊朗人和其他社团虽然共享相同的河流、山脉和平原，但各族群之间在获

取环境资源或环境操纵技术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每一个群体在思考和共享环境互动方面有何独特

和相似之处? 不同文化和宗教团体参与大自然的方式有何不同?① 米哈伊尔提出的这些疑问和相关

探索有助于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空间，进一步丰富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米哈伊尔通过严谨的论证、清晰的逻辑架构和敏锐的观察，使得《奥斯曼的树下》一书成为当前

中东环境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的一部学术专著。作者不仅为 18 世纪的埃及社会形塑了一幅幅

丰富多彩的肖像画，而且对埃及乡村生活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描述。最重要的是，本书是一

部建立在环境史新视角基础上，视野宏大、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富有启发性的开拓性著作。该书的

出版不仅弥补了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不足，批判了传统中东史研究对环境主题的忽视，而且填补

了中东环境史理论研究的一些空白，折射出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观点，为进一步推进

中东环境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奥斯曼的树下》一书为拓展中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有助于激发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中东

环境史的兴趣。中东环境史是一个开放的、新兴且正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尽管该书仅关注埃及，

没有过多关注其他奥斯曼省份，提出了一些尚有争议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东环境史研究中

的重要地位。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该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与导向价值，既可

以作为历史学家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范本，也可以作为年轻学者入门的启蒙读物，这也是米

哈伊尔写作本书的意图所在。诚如米哈伊尔所说:“在过去十年里，我和一小群其他中东历史学家一

直致力于将生态学的方法引入中东史，并向其他研究领域的环境史学家展示中东在世界环境史上的

地位。《奥斯曼的树下》将我对中东环境历史的一些主要想法汇编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理解和全面

的方法论解释。我希望它能成为推动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启蒙读本。”②

( 作者肖文超，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邮编: 464000)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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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p. 14 － 15.
Alan Mikhail，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Egypt，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 x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