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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 需要人文地理学家进一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

发展符合中国

国情
、

与国际主流学派兼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

作者从发展过程的角度论述 了人

文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

认为人文地理学始终是扎根于 自然地理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地理学

分支学科之一
。

作者从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沦两方面描述 了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

的新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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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
,

作为科学王 国中一支较小的学科
,

尽管常常不被人们关注和重视
,

然

而它却是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

它 的研究主题一社会的空间组织和人与环境的关系一为

许许多多形式的研究和朝气蓬勃的地理学者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

在最近 年来
,

西方人

文地理学可 以说是百家争鸣
、

百花齐放
,

使旁观者眼花缭乱
,

也使地理学家 目不暇接
。

尤其 世纪 年代以来
,

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
。

在人文地理学

研究的网络中
,

几乎每个学者都在以不 同的科学术语来命名它们
,

有时也建议将它们整

合在更大或更小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的研究范畴内
。

与此同时
,

人文地理学家不断地接受

他们 以前很少遇到的其他学科的新思想
、

新观念
,

这样就给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带来无限

的生机
。

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 需要人文地理学家进一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发展符合

中国国情
、

与国际主流学派兼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

本文试图从发展过程的

角度论述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

人文地理学的性质

世纪地理学进入西方大学课程以来
,

其发展便受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分裂的

影响
,

演化为 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二元结构
。

然而
,

人文地理学始终扎根于 自然地

理学的基础上
,

因此并未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阵营
。

地理学形成及分化

地理学是希腊语中关于地球和书写的复合词
,

主要研究人类生活空间的地球表面
。

麦金德早在 年就 曾将 “
地理学定义为描述社会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 ” 。

美国

地理学家理查德
·

哈特 向在 《地理学的性质 》 一书中指出 “ 地理学是对地球表面变

化的特性进行正确
、

有序
、

合理的描述和解释
” 。

这种地球表面特性的变化发生在不同尺

度的区域 全球
、

大陆
、

区域和地方等
,

而 “
地球表面 ”

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
。

最初的地理学研究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

那时将人看成 自然的一部分
,

地理学则

对所发现的生物和非生物进行描述记载
。

然而
,

直到 世纪 年代
,

德语 国家的大学

才开始出现零星的地理学系
,

英美等国直到 世纪地理学教学才得以普及
。

大学地理学的发展始终受到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分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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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的地理学称为
“

自然地理学
” ,

研究人工环境的地理学称 “ 人文地理学
” 。

甚至

在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和荷兰所有大学内
,

还出现了分别设立 自然地理学系和人文地

理学系的现象
。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出现
,

地理学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

年雅特斯将地理学定义为
“

一种有关解释和预测地球表面各种特征的空间分布和区

位的合理发展和实验的科学
” 。

年丹福德认为 “ 地理学是研究历史上 由生产方式

所确定产生的空间形式和结构的科学
” 。

年在英国和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研究组的中

期报告中系统地描述 了现代地理学的内涵
“
地理学通过研究地方

、

空间以及环境来探

索地球与人类的关系
。

地方的研究主要在于地球上人类特征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区位关系

的研究
。

空间的研究在于探索地方与人类利用其所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的 自然秩序和活动

类型之间的关系
。

环境的研究包括了 自然和人类两个方面
。

它强调 自然资源
,

尤其是稀

缺资源研究
,

以及人类活动对这些资源的影响
”。

通过英国和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研究组对

大多数地理学系课程和学科体系的调查发现
,

年代的地理学主要 由人文地理学
、

自

然地理学
、

混合人文和 自然地理学和其他领域 个方面所组成 表
。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空间组织 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科学
,

主要研究各种人

文现象的地理分布
、

扩散和变化
,

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

在

世纪后期和 世纪早期
,

德国和法国的人文地理学就己萌芽
。

在 一 年两次世

表 世纪 年代的地理学学科体系

七 , 则

一级

人文

地理学

二级
文化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生育研究
农村地理学
工业地理学
医学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

主要研究内容

就业
,

区位理论
,

制造业
,

市场
,

零售业
,

服务业
,

贸易

农村经济
,

农村规划
,

农村人 口 及其变化
区位

,

组织
,

区域发展
,

技术变迁

自然
地理学

政治地理学
人 口 地理学
娱乐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
社会地理学
交通地理学
生态地理学
气候学
生态学
地貌学
水文学
第 四纪环境
农业地理学
发展研究
区域地理学
环境研究

城市经济
,

城市住房
,

城市形态学
,

城市政治学
,

城市人 口
,

城市更新改造
,

城市零售业
,

城市社会学
,

城市理论
、

模型
、

系统

选举地理学
,

地缘政治学
人 口 统计学

,

人 口 变化
,

人 口 的迁移
闲暇

,

运动
,

旅游
乡村

,

工业
,

人 口
,

城镇
种族

,

社会理论
,

社会
一

经济状态
农村 城市交通地理

植物研究
,

动物地理学
应用气候学

,

气候变迁
,

微观气候学
,

宏观气候学

混合
人文
和
自然
地理学

应用地貌学
,

干旱的
,

海岸的
,

河流的
,

冰川的
,

喀斯特
,

大陆斜坡
,

天气的

应用的
,

经济
,

水质
考古学

,

地形演化
,

古生态学
,

沉积学
农业政策

,

农业系统
土地开发研究

,

城市开发研究

环境保护
,

环境变迁
,

矿产资源
,

环境影响评估
,

环境管理
,

环境认知
,

环

境质量
,

环境系统
灾害
规划
资源地理学
土壤学
应用地理学
教育和地理学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学思想
数量分析方法
理论地理学

经济规划
,

环境规划
,

区域规划
,

城市规划
能源

,

渔业和森林业
,

矿产资源
,

水资源

其他

制图学
,

图像分析
,

摄影测量学
,

遥感
历 史

,

方法论
,

哲学
计算机

,

统计技术

资料来源 英国地理学家和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研究组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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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战之 间
,

学者对人文地理学的专论越来越多

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

但人文地理学还处在早期调查阶段
,

人文地理学才开始在诸多学科领域 中

占有一席之地
。

从 世纪 年代起
,

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它连续不断

地朝多元化发展
,

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性质
,

使其由战前学科内部孤立演

进
,

转变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与接轨
,

并从经济学
、

社会学与政治学引进 了一些新

观念
,

将人文地理学从 以前侧重于区域描述
,

改变为现在的对人与社会
、

人与环境
、

及

人与地点或地方关系的诊释
。

这一转变不但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理论基础
,

也提高了人文

地理学的学科地位
,

其中城市
、

社会
、

政治和工业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开始受

到相当的重视 , 刀 。

在 世纪 年代
,

许多人文地理学家推动了地理学的数量革命
,

涉及到
“
社会经济

” 的诸多主题
,

如人 口 学模型
、

社会学模型
、

经济发展模型
、

城市地

理学和居住区位模型
、

工业区位模型和农业生产模型等
,

并提 出了诸如区位分析和空间

科学等分支学科
,

为后来的诸如人 口
、

社会
、

城市
、

经济
、

工业和农业地理学等一些专

门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

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走

上 了两个完全不 同的道路
,

虽然它们为 了政治的和教育的原因而在高等学校中保留在一

起
,

但它们的性质已越来越分化了
。

世纪 一 年代
,

世界人文地理学出现 了内部的专门化和哲学上的多元化两个主

要趋势
。

在众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
,

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不断成长壮大的

学科领域
,

它们借助区位分析和数量方法迅速发展
,

而其他分支学科发展稍晚一些
,

陆

续有社会地理学
、

复兴修正后的政治地理学
、

重构的文化地理学和一系列与社会一 自然

关系相关的领域例如资源管理等
。

同时
,

一方面
,

地理学家也在不断地接受他们 以前很

少遇到的其他学科思想给人文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
,

人文地理学受到不

断增长 的要求证明其存在价值的压力
,

诸如城市与区域规划
、

旅游地理等应用研究领域

也得到迅速发展
。

总之
,

直到 年代
,

人文地理学 已发展成为一 门比较完整的学科
。

表
、

简述了中外与人文地理学发展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
。

从表中看出
,

自公元前
一 世纪到 世纪中国与现代人文地理学内容相近的著述在世界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世纪以来
,

西方发达 国家人文地理学领域得到空前发展
,

而中国则处于不断衰退的边

缘
,

一直到 世纪 年代的 “ 改革开放
”

才使中国人文地理学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

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

人文现象的分布
、

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 自然环境的制约
,

但是社会
、

经济
、

文化和

政治等因素
,

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人文

地理学可 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 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
。

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 已形成

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 “ 空间

”

和 “ 地方
”

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
。

世纪

年代以来
,

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

人文地理学在理论
、

方法 以及研究内

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

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
、

全球化
、

城市化
、

人 口
、

迁移
、

文化
、

景观
、

发展和地缘政治等
,

其内容主要包括 社会经济发展的全

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 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不同

空间尺度
,

包括世界
、

国家
、

地区和城市的政治
、

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 与民族
、

种

族
、

性别
、

年龄
、

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

当代人文地

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及其前沿研究问题如表 所示
。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
,

但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

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 日趋明显
,

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

加强
。

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
,

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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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公元 一 世纪中外人文地理学相关事件记年表

众比 加

年代 中国 国外
公元前 世纪 古希腊希罗多德在 《历史 》一书中

,

提
出须用地理观点研究全部历史

,

用历史
观点研究所有地理

公元前 一 世纪 中国最古老区域地理专篇 《尚书
·

禹贡 》问
世

,

中国最早对土地进行科学分类的 《管
子

·

地员 》篇问世
公元前 世纪 古希腊埃拉托色尼首创

“

地理学
” 一词

公元前 年 《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 》“
驻军图

”

是世界
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公元前 一 年 司马迁著 《史记
·

大宛列传 》为中国最早边
疆和域外地理专篇和 《史记

·

货殖列传 》是
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专篇

公元 一 年 古罗马斯特拉波编写西方最早的区域地
理著作 《地理学 》

公元 一 年
公元 世纪

班固著 《汉书 地理志 》

常壕著《华阳国志 》为中国现存最早以
“

志
”

命名的方志
公元 世纪 科斯马斯著 《基督世界地形 》

,

用宗教解
释地理现象

一 年
年后

年

年

一 年
世纪

年

年

中国玄奖于 年著 《大唐西域记 》

杜环著 《经行记 》为现知中国最早记述北

非的地理著作
中国贾耽著《海内华夷图 》

,

在图中首创以

朱
、

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方法
李吉甫著 《元和郡县图志 》为中国现存最
早的全国地理总志
中国乐史编著 《太平寰宇记 》

税安礼绘著《历代地理指掌图 》
,

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宋敏求著《长安志 》

,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城
市志
《九域守令图 》为中国现存最早以县为基

本单位的全国行政区划图 绘制
、

立石

年 阿拉伯伊德里西著 《一个想周游世界者

的愉快旅行 》

年

年年

中国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
,

年著
《西游录 》

中国赵汝适著 《诸蕃志 》

中国古代最大的城市平面图《静江府城图 》

绘成
年 意大利马可

·

波罗口述记成 《马可波罗游
记 》

年
年

中国汪大渊著 《岛夷志略 》

阿里
·

阿克巴尔著 《中国纪行 》 波斯文

古籍
年
年

中国徐霞客旅行考察写 《徐霞客游记 》

意大利艾儒略著 《职方外纪 》
,

是最早用
中文描述世界地理的著作

年

年
年

中国顾炎武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 》和《肇
域志 》

中国顾祖禹始撰 《读史方舆纪要 》

中国郁永河考察台湾著 《采硫 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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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以来中外人文地理学相关事件记年表

年代 中国 国外

年 中国图理深著 《异域录 》刊行
年 中国 《大清一统志 》首次成书
年 中国绘成 《京城全图 》

年 德国 李特尔 《地学通 论 》第 卷出版
,

至

年共 出 卷
年 德国柏林大学在世界上最早开设地理学讲座
年 普鲁士政府决定在每所大学设置地理教授席

一 年 德国 屠能《孤立 国对于农业及 国民经

济之关 系 》发表
,

提 出农业区位论学说
年 中国徐继舍编著 《赢环志略 》

年 美 国 马什著 《人与 自然 》
一 年 德国 佩舍尔先后 出版 《地理学史 》和 《比

较地理 学的新 问题 》
,

主 张地理学二元论
一 年 法 国 雷 克 吕著 《新世 界地理 》 卷

,

创
立 以区域为基础描述全球的方法

一 年 德国 李希霍芬出版 《中国 》
一

书
年 德 国

,

拉采尔 《人类地理学 》第 卷出版
,

第 卷于 年出版
年 英 国 齐泽姆的 《商业地理学手册 》出版
年 法 国 维达尔 一 白兰 士创办 《地理年鉴 》

年 德 国 拉采尔的 《政治地理学 》出版
,

提出 国

家有机体学说和
’·

生存空间
’,

概念
年 张 相 文 编 著 中 国最 早 地 理 教 科 书

《初等地理教科书 》和 《中等本 国

地理教科书 》

年 中 国清政府颁布 《奏定学堂崖程 》 英 国 麦金德发表 《历史的地理枢纽 》

规 定在全 国 中
、

小学开设地理课
年 英 国 麦金德著 《民主 的理想与现实 》提 出

“

陆心说
”

年 德 国 施 吕特尔发表 《人类地理学的 目的 》

提 出文化景观形态学
年 德 国 韦伯提 出工业 区位论
年 法 国 白吕纳出版 《人地学原理 》

年 瑞典 周寸伦提 出
“

地缘政 治学
”

年 德国 帕萨尔格先后发表 《景观学基础 》

卷 和 《比较景观学 》 卷
,

提 出全球景观
分类

、

分级 的原理和方法
年 竺可祯在东南大学 今南京大学 创 美国 鲍曼的《新世 界 政治地理学若干 问题 》

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系 出版
年 法 国 维达尔 一 白兰士 的 《人文地理学原理 》

由 马东整理 出版
年 美 国 月 巴 罗斯发表 《人类生态学 》

,

提 出生

态 调节论
卫 年 美 国 索尔发表 《景观的形态 》

,

提出文化
景观论

年 苏联 巴 郎斯基 出版 《苏联经济地理一 国

家计委划定的各州区概述 》
,

提 出区域地理综
合研究方法

年 德 国 赫特纳的 《地理学 它 的历 史
、

性质
和 方法 》出版

,

澳大利亚 泰勒发表 《环境
与人种 》

年 中 国和 瑞典合作组 织 西 北科学考察
团对 中 国西 部 的 地 理 等进 行 考 察
团长徐旭 生

、

斯文
·

海定
年 法 国 加卢 瓦主编 的 《世界区域地理 》 巧

卷 册 陆续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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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以来中外人文地理学相关事件记年表

年代 中国 国外
世纪 一 德国 豪斯霍弗创办 《地缘政治学杂志 ,

年代 主持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研究所
,

其地缘
政治思想成为纳粹德国思想体系的组成部

分
年 英国 罗士培提出人地关系适应论

一 年 斯坦普领导英国第一次土地利用调查
年 德国 克里斯塔勒著《南部德国的中心地 》

,

创立中心地学说
年 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

,

同年创办 《地
理学报 》

年 英国 达比主编的 《 年以前的英格
兰历史地理 》出版

一 年 法国 布朗夏尔发表 《法国阿尔卑斯山区 》

卷
年 美国 哈特向的 《地理学性质 》出版

,

提
出区域分异为地理学研究对象

年 德国 廖什发表 《区位经济学 》
,

发展了工

业区位论
世纪 年代 瑞典 哈格斯特朗最先研究新技术的时空

扩散过程
,

推动地理学发展

年 苏联 卡列斯尼克发表 《普通地理学原
理 》

年 美国 布朗的 《美国历史地理 》出版
,

美
国哈佛大学解散地理学系

年 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第 届国际地理
联合会大会上接纳中国为会员国

年 美国 加里森在华盛顿大学开办第 一个
地理数量方法研讨班

年 苏联 阿努钦著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 》
,

推动苏联地理学发展
年 美国 邦奇的 《理论地理学 》出版
年 英国 乔利和 哈格特主编出版《地理学

的模型 》

年 《中国农业地理丛书 》开始编写
,

至

年底出版 册

年 第 届国际地理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

倡
议协调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一 年 中国开展全国地名普查
年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 》出版

,

记述中国农
业区划的成就和体系

一 年 谭其骤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 册 出

版
年 《中国人口地图集 》出版
年 第 届国际地理大会吴传钧院士当选为

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
年 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出版《重新

发现地理学 》

年 北京大学解散城市与环境学系 地理系
组建环境学院

年 陆大道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召开

“

人文地理学项
目检查与验收会议

”
和

“

人文地理学前沿

一
二赞竺笙二一

一一

—



增刊 顾朝林 等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及新趋势

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

几个世纪以来
,

哲学家们 己经提出了以下的方法 意识形态观念学
。

寻求知识的

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 由或 目的
。

认识论
。

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的假设 我们认识了些什么 我们是如何认识的 本体论
。

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

一系列特定的假设 什么可 以被认识
。

方法论
。

一套可 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

象的计划和程序
。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
、

空间
、

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

在不太

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表
。

结语

为什么 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会如此迅猛呢 看一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吧 工业

化
、

城市化
、

信息化
、

生态化
、

全球化
,

林林总总
,

不一而足
。

当你 已经进入了人文地

理学的科学王 国
,

或你正想加入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行列
,

你还有什么理 由不为此学科的

发展而激动 不为该学科的发展而贡献你的青春和年华呢 中国的现代人文地理学理

论与方法论是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传教士
、

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
。

在 世纪

年代以后
,

受前苏联 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
,

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
,

直到

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
。

中国是世界上人 口 最多
、

空间广阔的大国
。

自改革
开放以来

,

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

社会经济也 日新月异
。

与此同时
,

原有的社会制度
、

历史遗存文化
、

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国家的发展
。

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

理学
,

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

表 当代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及其前沿研究问题

的
分支学科 前沿研究问题

、

经济地理学 跨国公司
、

新国际劳动分工
、

生产服务业
、

集群经济
、

去工业化
、

制度文化因素在
塑造地理空间中的作用

、

经济全球化
、

旅游业与经济发展
、

农业的工业化
、

区域增
长

、

新产业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

部分经济学家通过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

与区域集聚的研究
,

提 出了“
新经济地理学

”
被地理学家称为

“
地理经济学

” 理

论框架
。

、

城市地理学 注重城市化研究
,

在城市化过程
、

城市化机制
、

世界城市体系
、

城市形态
、

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

、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

城市更新
、

郊区化和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口

、

旅游地理学 旅游资源评价
、

闲暇地理
、

旅游产品开发
、

可持续旅游业等是当代旅游地理学的主

题
。

、

政治地理学 当代政治地理学关注国家
、

国际或超 国家组织
、

民族体
、

地缘政治
、

国

际冲突地带
、

核扩散
、

恐怖活动威胁以及选举地理学的研究
。

、

人 口地理学 注重在人口 普查
、

人 口转型理论
、

世界人 口 问题
、

区域性饥荒
、

疾病的传播与扩散
、

公共卫生
、

人 口迁移与流动等方面的研究
。

、

社会地理学 关注种族和社会问题
,

尤其贫穷和饥饿
、

种族歧视
、

种族冲突
、

区域种族群聚
、

城
市种族群聚

、

种族隔离
、

民族主义 〔 以及城市民族志等研究陈
。

、

文化地理学 注重地域文化系统的构成研究
,

对文化系统
、

文化的起源与扩散
、

文化群的一致性
、

种族与多元文化
、

大众文化的全球化
、

民间文化缺失威胁
、

语言区
、

语言多样性保
护

、

宗教的组织空间
、

文化区
、

文化生态学尤其关注
。

、

行为地理学 当代行为地理学注重在行为空间
、

感知空间
、

意象空间
、

符号景观
、

地点塑造
、

代
码空间

、

后现代景观 氏
一 、

流空间
和赛博空间 等方面的研究

。

、

区域地理学 转向分析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为主
,

涉及国土整治
、

环境保护
、

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改

善人民生活等问题
。

世界体系
、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化石燃料资源
、

全球重建与转
移 一

、

区域空间结构的重组
、

全球化
、

全球化对城市和
区域的影响

、

区域化
、

地方化的等成为研究热点
, 。

、

应用人文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
、

系统
、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最近应用人文地理学
地理学 的重点领域

。

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应用领域有 城市与区域规划 制图与遥
感应用 工业区位与市场营销 欧 仰

, ,
·

‘ 公

共设施区位研究 地理学与法规研究

丝旦 位公共卫生与疾病圭卑王里研究 吸户 呼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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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

印 邵。 帅

方法论要点
、

经验
主义方
法

、

实证
主义方
法

、

现象
学方法

、

马克
思主 义
方法

坚持科学只能关心世界的客观事物并寻求其本来的真实面 目
,

而人们的价值观和意图的规范问
题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 “
经验的

”
是指对拟进行试验的数据的收集

,

而术语
“

经验主义
”
则是

一种思想学派
,

认为事实会为自己说话
,

而无需理解进行解释 习
。

通过详细和客观的收集与社会现象有关的数据
,

能够确定一些规则来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的原
因和效用

。

当代实证主义主要可分为两类思想 以证实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证明为基础
的批判理性主义

。

这也就是说
,

实证主义不同于经验主义
,

因为它需要所提出的命题被证实 逻
辑实证主义

,

或假设被证明无根据 批判理性主义
,

而不仅仅是提供证据
。

在人文地理学研
究中

,

与实证主义最接近的方法是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
。

哈维 「 《地理学解析 》出版后
,

地理

学家们才真正开始检验认识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

为什么会产生
。

行为主义是对应于实证主义的思想学派
。

行为主义认为
,

人的行为是由认知过程进行调解的
。

行为主义者寻求通过解释空间选择来模拟空间行为
,

通过对人类记忆能力
、

处理和评价地理信
息的测度模拟决策过程 ,, ’ 。

世纪 年代以来
,

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开始用行为主义来研究
不同的课题

,

诸如零售
、

移民
、

住房
、

工业区位
、

出行
、

闲暇时间和旅游
、

空间行为
、

伤残
、

规划
、

地理教育和制图学等均有应用
。

在整个 年代
,

行为地理学具有两种形式 在空间
模式中综合行为的变量

,

称为分析行为主义 彻底放弃空间分析
,

而考虑
“

地方的感觉
” ,

价值
、

心理和现象的探索
。

到 年代
,

行为主义地理学以由最初作为对传统空间科学的反映
而演变为仅仅描述数量革命中信奉实证主义的逻辑性副产品

。

现象学拒绝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数量分析的方法
。

现象学认为
,

科学研究应该集中理解而不
是解释客观世界

。

现象学的目的是重新构建个体及其行为以及客观世界中的现象的意义
,

以便
认识个体的行为

,

不必提出假设的理论
。

现象学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是深入观测人们在问题中
所经历的现象

。

有些地理学家
,

如布特密尔
,

雷 ’〕
,

雷夫
,

西蒙 和图安 洲等己经采

用了不同的软化方法
,

将现象学作为一种非人化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的替代方法
。

在本
质上

,

这个方法强调
“

地方的社会构建
、

考虑了感情
、

审美的和象征主义的感觉等方面 ” ,

并寻
求反应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

存在主义以真实世界是由人 自己独立的能动作用所产生 自由行动的观念为基础
。

存在主义主要
关注个体如何产生和支配他们的世界的意义

,

以及如何认同客体和其他事物的价值
。

存在主义
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是深入的访谈

、

人种志和参与观测
。

现象学主要考虑研究意义
,

而存在主
义则考虑价值观

。

萨缪尔是人文地理学中最著名的采用存在主义方法的学者
。

这个方法有效地
采用了历史的观点以及

“

努力重建居住者
、

使用者
、

探索者和学生们以历史形势的观点为条件
,

修正或改变相互关系的景观 ”【 。

理想主义本体论假定
,

真实世界不外于个体的观察和表达而存在
。

存在主义关注的是真实世界
的存在

,

而理想主义认为真实世界是心灵的构建
。

理想主义通过认识隐藏于行为背后的思想而

解释行为的类型
。

理想主义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深入的访谈和人种志
。

吉尔科是地理学中应

用理想主义研究方法的主要倡议者
。

他提出理想主义者地理学必须研究存在于地理世界中人类
活动的心灵活动以及必须通过将具有相同观点的人分组在一起

,

这提供了区域地理学复兴的基
础 凡 。

实用主义 的创始者是北美作家沛尔斯 一 年
,

杜威 年 以及詹姆斯
一 年

,

这个学派提倡通过实践活动来构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

实用主义提出不应关注
个体

,

而应该关注社会和个体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
。

实用主义者认为
,

认识必须从根植于经验
的行为中获得

,

而不是从知识中获得
。

实用主义希望通过探索社会中的生活
,

可以揭示出塑造
社会的信仰和态度

。

人文地理学家对实用主义的兴趣来自于 世纪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家帕克
和伯格斯的工作

。

弗雷泽尔报道说
,

实用主义者采用科学的方法
,

运用
“

归纳一预测方法 ”形成
理论并加以检验〔川

。

但实用主义者也驳斥复制能力
,

承认重新试验将使观察到的形式和变化的

社会内容产生不同的答案
。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种由资本产生的永恒的结构
。

马克思主义者关心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
的再生产方式下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调查研究

。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

社会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结
构的限制

。

地理学中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为了反对空间科学的实证主义而出现的
。

马克思主义地
理学者则认为 空间科学不能认识到社会运作强加在空间类型上的经济和政治的约束

。

马克思
主义地理学家寻求辨别空间和时间上的社会关系

,

以便重新产生和维持生产和消费方式
,

提出
其替代模式

。

唯物主义者关心社会关系之下的机制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

唯物主义关心事件如何发生的辩识
原因机制 以及现象的扩展 经验规则

。

塞耶尔卿 特别提倡地理学中唯物主义方法
,

认为地

理学家们可以从事四个不同类型的唯物主义研究 抽象的研究 具体的研究 将与
确定事件规则有关的经验普遍化 将为了解释整个子系统的所有类型的研究统一起来的综
合研究

。



增刊 顾朝林 等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及新趋势

续表 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

、

后 后现代主义以“没有任何一个答案
、

任何一个论述是超越于众的或对另外一个占统治地位的
,

以
现代 主 及没有一种声音必须排除在对话之外

”

为基础的
。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
,

没有
义方法 任何真理是不可以解释的

。

后现代主义不是去寻求“
真理

” ,

是提供
“
解读

”
而不是

“

观察
’ ,

是提
供

“解释
”
而不是

“

发现
” ,

是寻求相互的关系而不是因果联系
。

后现代主义思想考虑发展一种知

识
、

方法
、

理论和沟通的态度
,

并开始从提出
“

与实际存在的有关的问题 ⋯ ⋯问提出我们怎样发
现

、

解释以说明这些事情
”

的方向转移队
。

、

后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
,

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语言文化性来加以调解
。

后结构主义方法通
结构主 过解析和解构文化传播而认识社会结构阳 】

。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
,

认识形成我们环境的社会
、

文

义方法 化
、

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方式
,

是解构传递给我们遇到的客观实践的多种信息的形式
。

解构是一

种
“

排除内容不一致性
、

限制性和非故意的效用
”

的技术
。

、

女 女性主义者认为 地理学研究极大地忽视了妇女的存在和社会的父权制
。

由于知识主要由男人
性主 义 占据和产生

,

某些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将此扩展为是由白人
、

富人和西方人统治和反应
,

因此我
方法 们对世界的认识结构是有缺陷的

“

男性的游戏
” 。

在现阶段
,

女性主义方法
,

其观念和实践正运
用于从事其他受压迫群体如残疾人及精神障碍的少数人的研究工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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