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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观念》

前言

这是一部集中探讨区域概念和相关哲学问题的地理学著作。区域的理论和思想始终是地理学理论的核
心，对区域问题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现代社会在技术与观念等方面的进步正在改变着传统的
生存方式，因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空间与时间的意义及伦理等需要在区域关系上加以重新考察，
并构建新区域时空秩序的哲学理念和解释体系。我们用时空秩序与伦理构成新区域观念的基本解释框
架。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刻冲击着传统的地理观念和时空的构成方式，空间差异也非传统内涵可以完整
表达，时空关系和人地关系都受到伦理的制约，人类参与的时空关系在区域共同体内获得新意。因此
，新人地关系、新时空观、新差异观，以及区域共同体概念就是新区域观的基本内容，也是本书着重
讨论的问题。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集中讨论了地理学在科学方面的基本问题，包括地理学的经验与理
论、科学形象、科学内涵和哲学成分，提出了秩序与伦理、时间与空间问题。第五章至第八章论述现
实的地表系统、时间与空间的属性和时空类型。第九章和第十章分析了地理事件与时空秩序的关系及
观测地理事件的逻辑问题。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讨论了时空秩序的变革，强调了社会、文化与科技因
素对环境、时空秩序和空间差异性质的影响。第十四章至第二十章围绕着人类问题展开分析，对人地
关系、区域共同体、审美理性和地理学的终极关怀等方面做了系统研究。整个讨论运用哲学分析、逻
辑分析、概念分析等研究方法，也结合了观察、实地调研等方法获得资料，综合显示了理念性的基本
思维特点。研究中提出和运用了许多概念，在基本问题与核心领域上展开讨论，大致形成了关于地理
学区域概念和逻辑的一个解释方式。围绕时间、空间、事件、秩序、伦理、人性、社会、环境、人地
关系、区域共同体等概念和原理展开论证和推理，寻找概念之间的联系，探索其本质性。时间与空间
是地理学理论中具有挑战性的范畴，理论深度极大，且直通本质方面，对其任何有意义的挖掘都绝不
是轻松的事情。我们必须用足够的篇幅关注它们，希望在理论上看到各自真实的属性和两者间的基本
关系。地理空间性可以由地理时间性来确定，事件的时间结果是空间性的。地表空间是地理学的特殊
对象，其空间属性关系着地理学理论的基础，现代社会形态中的技术、理念、文化、环境等因素使得
不同属性的空间之间的界限交叉、意义相融，深刻影响着地理空间基本属性和表现特征，因此，考察
地理空间概念需要一个内涵更大的空间范畴。我们引入事件这个概念，用来考察时间性与空间性，并
冀图秩序概念的形成。事件的价值，可能就像构成一篇文章的文字符号一样。

Page 2



《区域的观念》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二十章，包括了地理学的科学问题、哲学问题、时空关系、时空类型、时空秩序与变革、地
理事件的观测等内容，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的根本性研究方式、环境逻辑、社会脑纲和区域共同体等特
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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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经典地理学的特征、经验和理论第一节 经典地理学特征的延续一、经典地理学在描述
什么？经典地理学是基本的学科传统形成时期的地理学，是地理学形成过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
方法论定型的阶段产生的理论成果。地理学的传统方法包括地图法、区域法、差异法、数量法等，古
希腊时期就已经形成，这些古老的学科传统及研究方法延续两千多年，至今仍然是地理学的主要法则
。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也非常悠久，与上述传统相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更具有特殊意义的传统
。人们在早期的地表活动中要求印证先哲们的世界猜想，于是地理学建立了一种对神秘空间探索的人
文精神，根据地理学史的描述，人们认为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于中世纪后特别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历史
时期，在这个时期大量地理事件先后集中发生，形成了富有说服力的地理学思想。地球被人们用事实
做了描述，而不是更早时期用猜测或审美原理定义的神秘空间了（普雷斯顿·詹姆斯，1982）。19世
纪末之前地理学还是以自然领域为中心，各个自然要素被描述并构成了一个环境的自然框架，从而形
成了从自然角度解释人类的传统理论思维，该世纪末人类方面开始受到了关注，形成了人文地理学这
个“次领域”，空间、距离等有些现代意义的概念因素出现（保罗·克拉瓦尔，2007），地理学研究
的方向和特征似乎在转移。Pattison总结了地理学的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传统和地球科学传
统（Pattison，1990），虽然在地球科学传统中，地表自然因素构成的研究领域表达了地理科学面貌的
整体性，但也反映整体意义上的地理科学已系统地建立了环境的概念，提供了解释人类因素的系统环
境概念的科学基础。传统中人类因素的意义是突出的。事实上，今天的人地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已朝人
类方向扩展了，在出现现代概念意义上的研究倾向的同时，于19世纪之前形成的区域性概念和在现代
人类整体发展意义上的人地关系被重新提出。经典地理学思想主要表达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状况，用理
论构建了人类与周围环境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地理学中被称为人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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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的观念:时空秩序与伦理》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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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是第一版干货更多一些
2、为了转向地理学才看得这个，挺抽象的，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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