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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是给地理学及其思想史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体系。
本书对中国的“王朝地理学”及国外的地理学思想做了分析，借鉴了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结合中国
自古形成的地理观念，让我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更清醒地反思我们观念中的地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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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晓峰，辽宁海城人。
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希拉丘兹（Svracuse）大学地理系学习，获人
文地理学博士学位。
曾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结合考古学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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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读地理学思想史的目标，是启动我们的思考能力，认识到地理学是由一个个思想体系、思想
流派组合起来的。
地理学的工作不仅仅是“探险考察”，然后罗列所发现的东西，地理学内还包含思想体系。
地理学家可以对诸多地理问题提出自己的取舍、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
至少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意识，即地理学是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为着不同的社会目标，在不
同的思想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知识学问长河。
其实，地理学很难做到纯粹的客观，更不是只有一家一派的东西。
识别学术流派的能力，是一种基础性的学术能力。
读某人的研究，他头脑里主要是一种什么观念，他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立场，如果有了这种观察
思想背景的能力，我们学问的深刻性会大大加强。
最近见到一本英文书，叫《地理意义的建构》，也是一本讲地理学思想的书。
从书的名字看，是强调了地理世界的多种意义，“意义”（或含义）这个词也用了复数。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地理学史，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地理世界。
周代之前，人们理解的地理世界是一个神的体系，世界由神来规定和主宰。
周代以后，中国世界成为人王的“天下”体系，然后又出现王朝体系，世界由王权或皇权来规定和主
宰。
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中国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科学规律对世界的规定和主宰，地理世界是一个科学体系
。
现在，地理学又注意到了文化价值。
可见地理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历史人文范畴的东西，在不同的意义体系中，地理学论证的内容当然不会
是一样的。
对一门学术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在欧美教育中是十分受重视的。
比如美国一个著名的地理系对博士生要求的必修课只有两门，“地理学思想史”是其中一门，第二门
叫“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
两门课都注重思想理论，的确很有用，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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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算是对自己学术兴趣的一个交待。
回想一下，我选择做地理思想这类题目，有一个过程。
“文革”期间，我上中学。
国家政治出了什么事件，同学们爱聚在一起，问“有头脑”的同学：“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多是旁听者，但边听边问自己：“我怎么没有这么多看法呢？
”渐渐地，我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习惯：事情第二，看法第一。
用一句老话说，这是个“以头脑立地”的毛病。
后来学习考古，学到仰韶文化，对陶片、花纹、墓葬的细节我总记不清，但读到《考古》、《文物》
杂志上讨论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我对这些“看法”却很感兴趣。
考古学，这门很实在的学问，在我脑子里，都被“另存为”抽象的想法、看法。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大学开始做考古研究工作，于是努力阅读有关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文
献。
内蒙古地区很辽阔，考古材料很多，常常是读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兴趣很难调动起来。
直到读了侯仁之先生的关于沙漠考古的文章，才找到了内蒙古地区考古研究的一个有“想法”的新思
路，很感兴奋。
后来，我有机会正式作了侯先生的学生，专门研习历史地理学。
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注重问题讨论，写作中突出思考性。
例如关于北京城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
在侯先生那里，北京城平面布局的重要特点不是被复原出来的，而是被思考出来的。
而我自己，在北京城住了二十多年，北京地图早已深印在脑子里，却从未明白这个图形的深意。
侯先生的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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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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