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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了解地理学的过去，就无法理解地理学的现在；要预见地理学的将来，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和
现状。
在封存已久的文献里，仍在熠熠生辉的是它们的思想。
数千年的地理学长河，汇集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地理思想，成为人类思维和智慧结晶的重要组成部分
。
思想，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标志；思想，是一门学科存在的灵魂。
各种学术思想，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地理学的发展。
地理学史上存在各种争论，如环境论与或然论、区域论与空间论、实证主义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
等，而正是这些争论，成为推动地理学前进的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理学家为解决学科的发展问题，又回过头来深入考察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研究
地理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的演进，特别是在地理学急剧变革时期促成重大发现和理论上重大突破的
地理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借以提出更新的概念、原理并使其思想和预期变得条理化。
正是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推动并引领着地理学的不断前进。
　　创造力和决断力源于睿智的思想方法，而后者又以广博、扎实的知识体系为基础。
地理学思想史是关于地理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
秉承传统与不断创新的精神，熟悉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是每位地理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态
度和素质。
要透彻、准确地把握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具备广阔的、高层次的、动态的、系统的视角和
观点。
所谓“广阔的”，指的是需要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综合把握地理学
思想的产生和流变。
所谓“高层次的”，指的是需要从特定时期的哲学思潮和科学思潮中，从地理学与哲学、科学的深层
关联与互动中，去透视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不了解哲学与科学的整体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地理学思想
的进展。
所谓“动态的”，是指基于地理学思想发生学的内在逻辑，从地理学思想发展的“链条”中，动态考
察地理学思想的来龙去脉。
所谓“系统的”，是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发生学、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地理学
的对象与性质、科学结构与科学关联、各种思想和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思想演化模式等进行
系统研究与评述，将地理学思想置于“历史基础承传+特定阶段的社会背景+科学发展基础+哲学思
潮+地理学家思想”支撑下进行动态的、整合的考察。
　　研习“地理学思想史”的目的在于：①在单科地理课程学习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思想
的脉络，收温故知新、整合提升之功效。
②传承地理学思想。
传统的地理学思想有其基本的“内核”价值。
一些传统的地理学思想，在对新问题的思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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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哲学、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聚焦于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全书共4篇：第一篇概述地理学思想的基本问题；第二篇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评述哲学和科学发
展所揭示的世界图景及其对地理学思想的价值与启迪；第三篇陈述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
理学的发展，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演变；第四篇评述主要的地理学思想、观念、要义及其发展历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地理教育和科研的
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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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理学的对象与性质是地理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理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原点，从
多个方面对地理学思想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
　　第一节 地理学的对象及其基本特性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地理学的对象是关于“在认知水平上
地理学研究的本源是什么，即地理学探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
”。
巴斯卡尔（Bhaskar，1979）认为“任何科学论述都是以本体论为先决条件”。
研究或讲授任何一门学科，首先遇到的必定是学科对象问题，每门学科之所以能独立存在并得到发展
，最基本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领域。
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属性对学科性质、地位、价值、发展、研究内容和方法手段的影响是如此巨大，
以致对学科对象及其属性的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学科发展方向上的错误。
有关地理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争论，都可溯源到学科对象上。
然而，在对地理学对象的认识上，往往存在忽视对象的丰富内涵和发展变化的倾向。
　　一、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知识门类，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
代，就有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海陆分布、气候带的推测和山川、民族、物产等方面的记述。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前，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无严格限定。
空间范围从宇宙天体到地球，研究内容常与哲学、历史、文学和天文学等混杂在一起。
这时的地理学，处于学科尚未分化的“宇宙学”时期。
　　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的到来，近代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并在还原论思想
指导下处于急剧分化之中。
伴随整个科学迅速发展和分化的浪潮，从宇宙论——自然哲学的大一统的母体中，一系列学科——天
文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土壤学、水文学等逐步分化而独立，形成了对具有圈
层结构的地球进行圈层研究的地球科学体系。
地理学自身两大支柱学科——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及其分支学科也得到发展。
科学分化产生的强大压力和学科之间的竞争压力迫使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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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将“地理学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地理学者+社会环
境背景+科学发展基础+哲学思想支撑”下进行动态的、整合的考察，并对当代哲学思潮下的地理学思
想进行了系统介绍。
全书分四篇，分别介绍什么是地理学；哲学、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地理学思想；地理学的发展与地理学
思想的演变；地理学思想评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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