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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地理学》可供地理、环境、资源、人口、城市规划、管理、经济专业的学生、研
究生、教师与科研人员参考。 

内容简介

《理论地理学》以地理过程和地理系统为线索，介绍了理论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原理，
重点叙述了水文、地貌、环境的地理学理论和模型，并在第一版《理论地理学概论》的
基础上扩充了区域过程、卒间（经济）过程、气候过程和地生态过程的理论和模型。书
巾广泛总结丫国内外有关理论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内容充实．叙述详尽，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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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1章 绪论
1.1 地理学与理论地理学
1.1.1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什么是地理学？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不少争议，而且至今有人喜欢争议的问题。有一句名
言：“What is geography? Geography is what geographers doing”，一个学科实际上是由它的
学者研究对象定义的。那么，地理学家们在研究什么呢？我们经常地听到：“数学是研
究数、形与代数结构的科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之类的经典说
法，学科为对象所定义。那么，什么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呢？答案是以环境和区域为代
表或表象的地理事物。这又有一个新问题，什么是地理事物？对此，我们首先看一看地
理学家关心的是什么。面对一条河流，水利学家关心泥沙运动力学，这是一个物理问题
。然而地理学家或者说地貌学家关心的是心滩、边滩的位置，关心泥沙运动产生河道塑
造的问题。对投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投资的时机与效益，地理学家则考虑投资的区位
、地区效应。在关心视角上，与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关注的原始问题不同，在地理学家
关注问题过程转变中，问题本身发生了一个特殊变化，就是泥沙运动被考虑成与地球表
层有直接联系，投资问题被认为是发生在地球表层的，而且强调它们的结果占有一定的
空间，地理学家绝不避开空间谈投资和泥沙运动。也就是说，原始问题被定义到了地域
上就成了地理学问题，事物的地域化将形成地理事物。由此我们可以建立地理学的第一
个原理——地域化原理，地理事物是事物地域化形成的，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
研究对象地域化的结果。由于地球表层不是各向同性的，地域性带来了地理事物的第一
个特性——地域性分异。
仅仅有事物地域化还不足以形成地理事物。事物被地域化后，如果它并不发生与其他地
域化事物的联系从而显示出一种结构，则问题并不为地理学家所注意。例如许多工程地
质问题，虽依赖于地球某一表层的具体地区，但它不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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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程产生了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时就会被纳入地理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地域化事物呈现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对象发生了与其他地域化事物的联系。联系
的问题特征就是结构。实际上地域化事物的结构往往如此之复杂，以至于我们在机理上
不能解析它，但我们总可以观察它的状态，习惯上我们称这种状态对应于结构的地域化
事物合成表征为景观。景观本身不是地理事物的本质特性，但它却是本质标志，因此我
们称地域化事物转化为地理事物的过程为景观过裎。景观是具体统一结构的地理事物状
态的外在综合表征，它标志着事物最终转化为地理事物。据此建立第二条原理——景观
化原理，即地理事物是相互之间发生不可忽视的联系而形成结构的地域化事物，这种结
构与状态的综合外在表征是景观。这种景观是由密不可分的地理事物构成的，因此地理
事物有第二个特性——景观系统性。第1章 绪论1.1 地理学与理论地理学1.1.1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什么是地理学？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不少争议，而且至今有人喜欢争议的问题。有一句名
言：“What is geography? Geography is what geographers doing”，一个学科实际上是由它的
学者研究对象定义的。那么，地理学家们在研究什么呢？我们经常地听到：“数学是研
究数、形与代数结构的科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之类的经典说
法，学科为对象所定义。那么，什么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呢？答案是以环境和区域为代
表或表象的地理事物。这又有一个新问题，什么是地理事物？对此，我们首先看一看地
理学家关心的是什么。面对一条河流，水利学家关心泥沙运动力学，这是一个物理问题
。然而地理学家或者说地貌学家关心的是心滩、边滩的位置，关心泥沙运动产生河道塑
造的问题。对投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投资的时机与效益，地理学家则考虑投资的区位
、地区效应。在关心视角上，与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关注的原始问题不同，在地理学家
关注问题过程转变中，问题本身发生了一个特殊变化，就是泥沙运动被考虑成与地球表
层有直接联系，投资问题被认为是发生在地球表层的，而且强调它们的结果占有一定的
空间，地理学家绝不避开空间谈投资和泥沙运动。也就是说，原始问题被定义到了地域
上就成了地理学问题，事物的地域化将形成地理事物。由此我们可以建立地理学的第一
个原理——地域化原理，地理事物是事物地域化形成的，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
研究对象地域化的结果。由于地球表层不是各向同性的，地域性带来了地理事物的第一
个特性——地域性分异。
仅仅有事物地域化还不足以形成地理事物。事物被地域化后，如果它并不发生与其他地
域化事物的联系从而显示出一种结构，则问题并不为地理学家所注意。例如许多工程地
质问题，虽依赖于地球某一表层的具体地区，但它不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当这
种工程产生了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时就会被纳入地理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地域化事物呈现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对象发生了与其他地域化事物的联系。联系
的问题特征就是结构。实际上地域化事物的结构往往如此之复杂，以至于我们在机理上
不能解析它，但我们总可以观察它的状态，习惯上我们称这种状态对应于结构的地域化
事物合成表征为景观。景观本身不是地理事物的本质特性，但它却是本质标志，因此我
们称地域化事物转化为地理事物的过程为景观过裎。景观是具体统一结构的地理事物状
态的外在综合表征，它标志着事物最终转化为地理事物。据此建立第二条原理——景观
化原理，即地理事物是相互之间发生不可忽视的联系而形成结构的地域化事物，这种结
构与状态的综合外在表征是景观。这种景观是由密不可分的地理事物构成的，因此地理
事物有第二个特性——景观系统性。
容易看到，地理事物具有地域性分异和景观系统性，或者简称地域分异性和系统性，现



代地理学必须且仅需把握这两点。在王铮、夏海斌、吴静(
2010)的《普通地理学》中，作者更多地讨论了地理事物的这两个性质。
地域化、景观化的事物，即地理事物，通常具有两种表象。第一种表象是地理学事物有
一种依赖于地域特点、受制于相互联系的运动特性和行为，我们称之为环境。环境的意
思有两层：第一，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地球表层的构造元；第二，它们互为边界。两种特
性均衍生于地理事物的相互联系作用。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环境”一词具有相对于人的
主体的含义，环境就仅具有上述特点。而考虑人的主体作用，实际上就是把人定义到地
域上，并把注意力放到相互联系性上，因此，人作为一个群体，本身也是一种环境。所
以，如上所述来称呼环境（地理环境）是正确的。环境就是定义到地域上的景观化的自
然客体和人文客体，它已不是“边界条件”而是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其过程是自然过
程。第二种表象是地理事物会对自己所定义的地域空间发生充填，也就是使空间特化，
这种特化了的空间就是区域，区域是地理事物的第二种表象。这就足说地理事物具有二
象性：区域性和环境性。二象性使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有些场合表现为环境，在有些场
合表现为区域，而二者的载体是地方。区域、环境、地方是现代地理学的三大对象。因
此，我们也可以说地理学是研究环境、区域与地方的科学，这就像说数学是研究数、形
和代数结构的科学一样，是一个外延性定义。在有些作者的笔下，强调地理学是研究空
间的科学或者说是景观的科学。实际上空间与景观是地理学引进的两个理性概念，就像
物理学引进的力、场一样，它们是分析的理性工具或者说概念工具，或者是科学分析观
念，不是直接的观察和分析对象。 在地理学发展早期，地理学家关注具体的地方，而且
由于还没有发展起理性概念体系，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地理学就是描述地方特征
的学科，因此没有理论地理学。20世纪以来，研究环境和区域是大多数现代地理学家从
事的工作，事实上形成了地理学的两个理性学科：环境动力学和区域地理学，使得地理
学出现分别以环境、区域为对象的独立学科。1997年，美国国家研究院发布《重新发现
地理学》（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1997，中文版，2002）提出要继承二者为环境社会
动力学或者环境区域地理学。这里没有使用“社会”一词是区域砑究一般较多地关注社
会问题，而且强调环境是自然对象，其结果导致了地理学的分化。然而，这种分化其实
是一种发展形象，物理学从最初的力学，分化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核子物理学，然
而并非没有“统一的物理学”就没有统一的“理论物理学”。在理论物理学中，学者们
用“力”、“场”这样的概念把各分支学科的概念和理论统一起来，虽然仍然有力学理
论、光学理论，但是南力学理论、光学理论合成的统一的理论物理学成为了物理学的核
心内容。同样由地理学各分支理论合成的理论地理学，也自然成为了地理学的核心内容
。必须指出的是，物理学对力、场概念的应用，并非只有同时应用了这些概念的学科才
是物理学。同样，没有引用空间概念的学科也可以是地理学。在地理学中，城市地理学
往往就关注城市作为总体的行为，如城镇体系特征，而不是一定要讨论城市空间内容。
构成地理学的地域化原理和景观化原理，以及地理事物的二象性决定了地理学对象的性
质。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一个性质是它的“多学科性”。在地理事物发生地域化之前，
它已经作为事物存在了，如前面提到的泥沙和投资，这时，它是水利学、经济学等单科
的研究对象，地域化、景观化，用数学的语言讲是映射过程并且明确了结构和参数，用
哲学的语言讲，从一个此岸世界到了另一个此岸世界，彼岸世界的东西没有变，事物的
最初运动特性还保持着。凶此作为彼岸世界的课题，地理事物仍然可以从其他学科的角
度加以处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对象，如河道演变、区域演化，其
他学科也可以来处理，这就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对象性”，简称“多学科性”



。这种多学科性，也发生在数学和天文学之中，数学处理的对象，也往往是物理学、经
济学这样的科学学科的对象。数学是从抽象的角度再现了其他学科的对象，地理学是从
具体的角度即地域化、景观化再现了其他学科对象，并且把它们作为系统来处理。 地理
学研究对象的第二个性质是“多因子性”。形成地理事物的景观化过程，强调了相互联
系性，相互联系就使一个地理事物受到了其他事物的作用。一般讲，某个地理事物只与
一个事物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很小，而地域空间同时含有多种地理事物，也就是一个地理
事物儿乎一定与多种事物作用。地理事物本身又是其他学科范畴的事物（多学科性），
因而地理学对象之间发生的因子作用不仅是数量上多，而且学科性质上也多样化，这就
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多凶子作用性”，简称“多因子性”。 地理事物的地域化景观过
程还使地理学研究对象产生了第一个性质——中观性或巨观性，这是复杂性现象。被地
域化、景观化的事物，在物理学中是宏观现象而绝不是物理学中的微观现象，在经济学
中常是可以识别个体的现象即经济学微观现象。这似乎出现了悖论，其实这不是本质的
，关键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事物的统计表象还是个别表象。如果是个别表象，它
是宏观现象，采用牛顿的分析方法处理；如果是统计表象，它有微观背景，借助现代物
理学思想可以处理。遗憾的是，地理学在这一点上大不同于物理学了。各种事物在形成
一个地理事物时不能数量极多，多到1023数量级，以至于统计规律成了主导规律，如统
计力学那样；然而，地理事物甚至不可能有上百万个单元。但景观化过程又要强调相互
联系，最简单的地理事物可以认为只有一个单元，但有分析意义的地理学研究对象，不
会只有一个单元，一定是若干个单元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个单元数又不能只有两个。
我们知道宏觋物理学处理三个物体相互作用时已陷入“三体困难”的困境，所以地理学
的研究对象又不同于宏观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鉴于地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单元个数处于
宏观物理学研究对象个数和微观物理学研究对象个数之间，因此，我们认为，地理学对
象具有中观性( me-soscale)。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正好介于微观经济学问题和宏观经济学
问题之间，有个区域的经济问题，它混杂了微观经济的企业行为又有宏观经济的人口、
增长问题，个别企业行为足以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特征，同时又有众多的企业以共同加
总结果影响区域，这就是复杂系统的混杂(hybrid)现象。钱学森把这种具有大量有特性个
体的系统称为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为了纪念钱学森，本书也称中观性为巨观( hugscape
)，强调巨观，主要是提醒读者，巾观的本质不是巾等尺度，而是具有混杂特点，系统有
大量可识别的个体，而且个体之间不一样的地位构成，也存在加总效应与个别效应的相
互作用。中观性是宏观事物地域化景观化过程中赋给事物的，它使地理学家处于一种尴
尬地位，对象复杂，但基元又不是全同的，数量多而有限，运动状态过程不能达到各态
历经，各态历经性不成立，统计规律不稳定甚至不可信。地理学家必须作不同于正统物
理学路线的探索。从1990年代开始，基于自主体( agent-
based)的模拟方法兴起，它正在成为地理学分析巾观性问题的有效方法。 至于地理学研
究对象的实在性是可以理解的。事物并不会因其具体化（地域化、景观化）而失去实在
性。地理学对象是实在的对象，这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第四个性质——实在性所包含的
内容。地理学对象的实在性使得地理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物理学研究的特征。既然对
象是实在的，它就像其他实在的物质一样有基本的性质，不再像数学那样去构造公理体
系来展开，不能任意假设，实际的物质运动规律存在而且唯一，认识地理学规律成了可
能，而且“伪证”原则也因之而成立。我们只能面对现实的唯一存在的地理（事物）世
界，而不能去任意创造一个地理世界，去虚拟一个对地理学整体适应的公理体系。忘记
了实在性，就忘记了地理学。 然而从抽象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一些假设来限定理论



的适用范围，它们可似称为“公设”，我们知道“通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做且只能做一条
平行于这条直线的平行线”，就是一条公设。这一公设支撑了平面几何学，它抽象的物
理空间是欧几里得空间，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内容。同样，假定时空是绝对的，虽然违背
真实事实，但是作为公设，它支撑了经典物理学，而经典物理学，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
。公设可以为我们构造理论，支持分析，解决一定范同内的问题。凶此理论地理学需要
提出一些公设，从而确定某些地理学理论的实用范围，并且分析新的理性认识。 1.1.2
现代地理学的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学发生了一系列革命，让我们对比一下现
代地理学与经典地理学的差别，比如将赫特纳(1986)于1936年所建议的地理学“体系”和
“尖端”，与《重新发现地理学》提出的1997年的“体系”和“尖端”，以及《理解正
在变化的星球》（美国国家科学院，2011）在2010年的战略认识作比较，我们不能不承
认，现代地理学确实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一系列先哲们从未认识到的变化。现代地理学
已经从一个关于知识体系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母胎巾跃变出来，发生了革命。革命的主
要标志不是什么“计量方法”“行为主义”，更不是“分形理论”“后现代主义”，而
是吏为根本的方向和体系上的。那么，现代地理学有些什么革命成果呢？1．
地理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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