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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吕西安·费弗尔 译者: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 注释解说词:高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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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英译本序：环境之于人类及其开发土地的影响导言：地理环境影
响之议题  Ⅰ 议题的历史沿革及其传统地位  Ⅱ 人文地理学及其批评家  Ⅲ 本书的规划和目标：地理学
精神第一部分  议题的提出：方法论问题第一章  社会形态学抑或人文地理学  Ⅰ 社会形态学之异议：
没有地理根基的人类组群  Ⅱ 社会形态学之异议：地理学之野心  Ⅲ 拉采尔之误：他为何未能完整地论
述人文地理学  Ⅳ 继承历史学衣钵的人文地理学  Ⅴ 往事之残存：旧议题旧偏见  Ⅵ 低调谦让的人文地
理学第二章  原则问题与研究方法：人类的发展，历史的发展  Ⅰ 原则性分歧：地理学学科是否存在?  
Ⅱ 地理学没有声称是一门必然性的学科  Ⅲ 区域专论议题  Ⅳ  休戚相关的政治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Ⅴ 
正当合理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中的社会与环境之联系第二部分  自然界线与人类社会第一章边界议
题：气候与生命  Ⅰ 先贤们关于气候的传统观念  Ⅱ 气候与人类的身体机能  Ⅲ 气候与人类的性情及行
为  Ⅳ 气候经由植物王国造就作用第二章  自然区域及其边界划定  Ⅰ 气候概念之复杂性  Ⅱ 与人类相关
的气候一植物地带  Ⅲ 陆地生物的对称分布与人类社会的分布区域第三章  自然界之人类：独立的个体
还是社会中的一员?  Ⅰ 陈旧的观念：从配偶到国家  Ⅱ 族群之遗存  Ⅲ 古老时期与广大而类同地理区域
相对应的庞大而类同的人类组群  Ⅳ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和未开化者：他们的需求及风俗第三部分  可
能性与不同生活方式第一章  人类的立足之地：山脉、平原和高原  Ⅰ 可能性的消长：循环递归模式  
Ⅱ 可能性释义  Ⅲ 人类的立足之地——平原、高原和山脉第二章  较小自然区域及其边界：岛屿  Ⅰ生
物学视野下的岛屿  Ⅱ 海岛之岸：海滨概念  Ⅲ 可以创收的海岸  Ⅳ 岛屿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Ⅴ 沙漠之
岛：绿洲  Ⅵ 岛屿的封闭性：概念及其地理学价值第三章  典型的生活方式：狩猎和捕鱼  Ⅰ 生活需求
或生活方式的地理学  Ⅱ 经济学家之划分：三种形态假说  Ⅲ 狩猎民族  Ⅳ 捕鱼民族第四章  牧人与农夫
：游牧与定居  Ⅰ 驯化和游牧  Ⅱ 游牧生活方式之特征  Ⅲ 游牧民族的制度与宗教  Ⅳ 动荡不安的游牧
生活  Ⅴ 锄耕文化以及定居生活的不稳定性  Ⅵ 过渡类型第四部分  政治组群和人类组群第一章  国家边
疆和自然边界议题  Ⅰ 自然边疆理论  Ⅱ 线状边界，抑或边疆地带?  Ⅲ 心理之作用  Ⅳ 人为而非自然形
成的国家  Ⅴ 国家的自然区域第二章  人类之交流：道路  Ⅰ 路线和地形  Ⅱ 道路的功能：商贸路线  Ⅲ 
宗教和知识之路  Ⅳ 政治之路与国家起源第三章  城镇  Ⅰ 夸张的诠释  Ⅱ 要塞城镇  Ⅲ 构成要素与发展
要素  Ⅳ 人类与都市建立的可能性  Ⅴ 自然环境之于人类的作用正在减弱吗?结语：重任在肩：生物学
方法与地理学方法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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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作者吕西安·费弗尔和朗乃尔·巴泰龙认为在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地理环境。
同时，在人类与地理环境两者相互的关系中，必须看到后者的重要作用，但他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始终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主宰者与改变者。
本书自20世纪问世以来，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实在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此次列入文库出版，
当对我国学术研究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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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