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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奥利维埃·多尔富斯（1931～2005）是学术界公认的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驱。
自1980年他提出“体系世界”这一观点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证实其可靠性和逻辑性。
当时，像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一样，地理学家们力图在自己的领域走出禁锢他们一个世纪之久的知
识僵局。
僵化的知识尤其导致将世界仅仅视为一个地球上人类所居住的空间，也就是一个未知的对象，如此“
地理概论”的实质也就只是描述性术语中对平面球形图上的一个投影，而“世界地理”就成了一系列
的区域性研究。
奥利维埃·多尔富斯则意在将对象世界置于理论的范围。
1990年，他在罗歇·布吕内（Roger Brunet）主编的新版《世界地理》（Gdographie universelle）中将序
言部分的一半内容都用来谈世界空间。
罗歇·布吕内、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以及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都用各自的方式影
响着这一时代的地理学家们，而与他们相反的是，奥利维埃·多尔富斯则通过从他初期的地理地貌方
面的著作中提炼一部分“爆冷”的内容，将研究的重心转向类型多变但又有一定界限的地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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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地理学教授奥利维埃，多尔富斯的重要作品，极具阅读价值。
它巧妙地引入了一种看待全球化问题的思想模式，提供了一种认知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不仅具体翔实
而且具有概念观，可以让读者从实际和概念两个层面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
    该书自首版问世至今已有十年，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已经作为理解全球化的当代重要著作广泛传
播。
    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四个革新性观点，这些观点如今依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世界是一种社
会现实存在，可以作为社会现实来进行研究：    ·地点构成世界，世界改变地点：    ·全球化使度量
体系倍增；    ·世界是一个行为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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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奥利维埃·多尔富斯（0livier Dollfus）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德尼·狄德罗大学）地理学教授，研究高山地带的专家，曾出任法国埃克兰国
家公园科学委员会主席。
他长期在拉美安第斯山区和亚洲研究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地域意义，同时也关注全球范围内社会的突
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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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的球形结构为绘制地图带来了很多困难：地区地图和世界地图竟然不能在描绘方法上达成一致。
描绘世界地图要么像描绘航海图一样，以保证方向的角度为主，极点在地图上则成了一条与赤道平行
的直线，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高纬度的面积比低纬度面积变形明显：在这些地图上，格陵兰比印
度大得多。
要么就以地球在地图上的相应面积的准确性为主，这样则会使地球的几何形状发生变形。
用平面描绘一个球状物不能同时保证其角度和面积比例的准确性，所以绘制世界地图应该根据目的的
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而地图的绘制方法也就决定了地球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
全球化的世界十分注重利用地球引力，因为可以使用卫星这种重要仪器服务于信息全球化并对地球进
行监测。
同步卫星在地球上空36000公里的高处以地球自转的速度转动，因此地球上的人会感到同步卫星是静止
的，而那些位于更低轨道上的卫星则在大气中减速飞过地球。
有的卫星用来实现地球各地的即时沟通；有的卫星则用来不断传送地球照片从而预报天气，观察收割
期的变化，以及监测对手的军事动态。
金融界也因得益于地球的球形，才能够像拥有了不落的太阳一样，使地球上不同地方的证券交易所和
外汇交易大厅日夜交替永不间断地运转。
时区的划分使不同的经线之间产生时差，在航空运输方面，时区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们可以坐上协
和飞机，只需半天的时间就能从巴黎或伦敦飞到纽约去待上几个小时，但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
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是冷战阶段，但还是不能忽视地球的球形使在赤道上发射火箭所需的能量是最小的
这一事实，法属圭亚那的库鲁空间基地的利益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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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观下全球化》：公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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