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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堤垸与疫病--荆江流域水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生态人类学丛书》以荆江流域为考察范围，以石首作
为田野调查的主要区域，将以堤垸为代表的水利文化和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疫病作为考察对象，
探讨了这一区域的生态适应特征。
对荆江流域水利社会的研究表明，在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之间一种有限度的动态适应模
式是我们处理人地关系的实践模式；在突发生态灾变时，这种实践模式就会适时地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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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一直想去做调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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