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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恩涌教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60多年前，我们都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
在学校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地理系，受业于林超教授。
我先参加工作，稍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理系并人北京大学。
我们两人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校工作，成为同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受到冲击。
那时，北大的“造反派”把我们俩都放在昌平十三陵一个农村，实行监督劳动。
有一次，我们因要返校回家取粮票，请假获准。
路上两人不仅回忆了高中时代的往事，而且更多地对眼下形势发表看法，彼此观点一致，这样也就成
为了好友。
到了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管理中心，丁石孙校长任主任，我们俩和陈良焜教授三人被任命为
副主任，在一起合作了十多年。
我们一起从事过环境保护、林业建设、草原承包制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王恩涌教授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教学工作。
在50年代教过植物地理，在70年代从事环境保护教学与研究。
80年代曾去加拿大进修，回国后，又转向人文地理学，尤以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学见长。
他知识广博、勤奋好学、善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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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恩涌先生的这本随笔集，共收录随笔文章76篇，涉及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地理教育三个方面
。
全书以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建筑、饮食等角度，以小见大，阐释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和内容；同时
从大的时空尺度上，从人地关系、地缘政治等角度，对文明变迁、大国兴衰，以及文化现象如宗教、
语言、习俗等等进行分析和解释。
全书有史有识，内容丰富，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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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恩涌，1927年生，安徽风阳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地理学家。
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高等学校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
等。
其所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教学的经典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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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厉以宁序二 魏小安文化与地理“分区”与“区分”一件新式服装在城市是怎么扩散的?行为背后
的环境痕迹从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命运谈起也说文化景观语言小议地理视角看宗教“国家”古今谈农
业文明的地理摇篮体质适应与文化适应对文明起源的一种解释社会变迁背后的地理之手文明中断或延
续的谜底漫谈风水大禹治水真有其事吗三国演义的地理舞台古城荒沙真相两条河流带来的变迁晋商兴
衰背后中国的商人与商帮福建山区里的神秘建筑台湾兰屿岛民居欧亚大陆的“文化四边形”法老们无
法得到的安宁一位天才的“门外汉”绿色革命在印度的意外后果玛雅的未解之谜美国的食土现象黑死
病为什么消失了天主教教堂的变迁流行文化中的足球拒绝现代文明的“阿米什”坚持“公社”式生活
的移民欧洲的巨石文化大国兴衰·西班牙篇大国兴衰·荷兰篇大国兴衰·英法争雄大国兴衰·英国
的19世纪大国兴衰·美国的兴起豪斯浩弗的一次不光彩经历新中国五次地缘战略变化背后地理学家看
两岸关系地缘政治学的前世今生为什么经济学家也重视起地缘政治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意图印度文明
与巴基斯坦首都漫话·夏商篇首都漫话·周朝篇首都漫话·秦汉篇首都漫话·三国篇首都漫话·两晋
南北朝篇首都漫话·隋唐篇首都漫话·五代十国篇首都漫话·大宋篇首都漫话·辽金西夏篇首都漫话
·元朝篇首都漫话·明清篇首都漫话·民国篇首都漫话·当代篇首都选址中的“小三角”与“大三角
”北京作为首都的环境问题各个视角中的地理人文与区域我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旅游地理学的兴起地
理教育中的“专”与“通”一次迟到的醒悟人文地理为何曾在讲台消失地理的理论与应用大学地理教
育的“市场法则地理学的发展趋势陈传康给竺可桢的一封信北大地理系专业设置的回忆环境保护专业
的诞生地图是立体的，也是时间的附录：王恩涌教授谈“无形的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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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地理学家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总是先从研究其文化“分区”开始。
由于文化现象表现的特征不同，文化区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形式文化区、机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可以看作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特质的人所居住的地域。
这是地理学家用来研究文化空间差异的重要手段。
例如，在地图上可以划出德语文化区、汉语文化区；小麦文化区、水稻文化区；天主教文化区、伊斯
兰教文化区，等等。
　　这种划分是以某一种文化特征作为依据而作出的，也有的是以多种相关的文化特征为依据而划分
的。
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区，是依据爱斯基摩人的语言（爱斯基摩语）、宗教（萨满教）、经济类型（
狩猎海上和陆上动物）、社会组织（一般为二三万人以亲缘和友谊关系为纽带而聚居的地域集团）和
住所形式（夏为帐篷、冬为半地窖式石砌房）5种文化特征而确定的。
　　这5种特征相关性强、其分布区完全重合。
但是，很多文化分布现.象是相互交错的，相关性差。
例如，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过去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可以划成一个文化区。
可是，在语言上，中国属汉藏语系，而日本、朝鲜则属阿尔泰语系（越南语的语系未定），差别太大
，为另一语言文化区；在文字方面则又深受汉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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