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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研究对象新探

周 风 杰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这是地理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

自从地理学形成一门科学

以来
,

这个问题几乎始终是个
“
焦点

”问题
,

直至现在
,

仍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而对这一间

题的回答
,

却至关重要
,

它直接关系到地理学能否健康发展
,

关系到地理学向何处去
。

剖析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有代表性的见解
,

各有其不尽人意之处
。

洪堡是十九世纪初

德国著名学者
,

世界公认的科学地理学奠基人
%

在其巨著《宇宙》一书中
,

内容从夭体
、

自然

风光到风土人情几乎无所不包
。

这正代表了洪堡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人们的普遍看法
,

认

为地理学包罗万象
%

这种观点
,

只能导致地理学本身肤浅的膨胀
,

而不能向纵深发展
,
很长

一段历史时期
,

地理学只是停留在对地理事物和表面现象的罗列论述上
,

不能不说在很大

程度上是起因于此
%

与洪堡同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 � & & !

—
 ∋ ∀ !�

,

其一大贡献

就是把地理学从洪堡那种无所不包的广阔范畴中独立出来
,

指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
“
研

究人类的家乡
,

即地球表面
” ,

但
“

地球表面
”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

仍欠明确
。

提出著名

的
“
黄土风成假说

”

的李希霍芬� ∋ ( (

—
 ! ) ∀� 则这样表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

地理学就

是研究由地圈
、

水圈
、

气圈构成的地壳表层的组成物质
、

构造
·

“一地壳的生成
、

发展
,

三圈

的相互关系
、

而且还要进一步研究植物
、

动物界以及人类和其文化与地表的相互关系的科

学
% ”
这一说法一直流行到现代

,

但欠妥之处显而易见
。

其一
,

这一表述与现代地理学的科

学体系相 比
,

仍过于庞杂
+
其二

,

所用语言的概括性不强
,

如
“
文化

”
一词

,

能否容纳整个的

人类社会环境 ∃

至于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两种说法
,

一个是
“

关系论
” ,

一个是
“

分布论
” 。“
关系论

”
者主

张地理学是研究岩石圈
、

水圈
、

生物圈
、

大气圈之间的关系
,

研究人与自然关系
,

研究地域

与地域之间的关系等等
+ “
分布论

”

者则认为
,

只要研究事物或现象分布的科学
,

就是地理

学
。

这两种观点显然各有其片面性
。

实际上
,

地理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好
,

地理事物的分布也

好
,

只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两个重要方面
,

绝不是其全部
,

过于庞杂与膨胀的研究对象不

利于一门科学的发展
,

而将其限制得过于狭窄
,

同样会严重制约一门学科的发展
。

在当代我国的著名学者中
,

对地理学研究对象问题
,

观点也不太一致
。

一些较有代表

性的说法有
∗ “
地理学即是研究地球表层空间系统的科学

” , “
地理学即是研究地球表层自

然和人类社会诸种事物的空间存在秩序
”

� �
地理学

“ 比较公认的对象是地理环境
” 以及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等
。

认为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显然也是一种狭隘的关系论
!

而
“
地球表层空间

系统
”

与
“
地理环境

”
似乎应为一个概念

,

这从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之比较中可以看出
∀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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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层空问系统
,

即上 自对流层顶下至沉积岩石圈底部
,

智慧圈等五个圈层
,

其中以人

类 的智慧 圈 �也称文 化圈 �叩地球的物理表面为核心
。

而所谓地理 环境
%

有狭义和广义两

种
。

狭义的地理 环境即 自然环境
,

通指存在于人类周围的自然界
,

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

动对象的 自然要素
,

如地质
、

地貌
、

气候
、

水文
、

土壤
、

矿藏和生物等
%

这实际上就是地球表

层空间系统中的岩石圈
、

水圈
、

大气圈
、

生物圈
%

广义的地理环境除 自然环境外
,

还包括社

会环境
,

如
,

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

这实际上就是地球表面空间系统中的
“

智慧

圈
”

或曰
“

文化圈
” 。

所以
,

如果不是笔者过于武断的话
,

所谓
“

地球表层的空间系统
”

与
“

地

理 环境
”

是趋近同一的概念的两种不同说法
。

那么
,

用
“

地球表层空间系统
”

或
“

地理环境
”

来作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合适呢 ∃就现代地理学科学体系来说
,

是基本适合的
。

因为

它与过去种种提法相 比
,

显然是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地理学的范围
,

使其不再界限不清
,

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但是
,

这种提法仍欠具体
。

地理学研究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也

好
,

研究地理环境也好
,

究竟研究它什么 ∃ 它怎样有别于天文学
、

地质学
、

植物学
、

动物学
、

土壤学
、

水文学以及社会学
、

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呢∃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研究地球表层空间系统的一个侧面
。

那么
,

地理学是以上诸种学科之综合吗 ∃显然不是
,

否则地理学岂不又回到科学地理学产生以前的那种包罗万象的老路上去∃那么
,

地理学区

别于其它诸种学科的特征是什么呢 ∃这就需要对它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明确
。

我不想采用
“
地理学就是研究地球表面自然和人类社会诸种事物的空间存在秩序

”&

一说
,

因为按字面解释
,

秩序是指有条理
,

不混乱的情况
,

可引申为规律性
。

但这并不能概

括出对地理学研究对象作进一步明确时所需要的注释或说明
。

因此
,

我们可以这样提出
∀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
∀ “

地球表层空间系统或地理环境的形

成
、

分布
、

变化
、

区域差异及其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 。

在论述这一定义的合理性之前
,

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

用 “
地球表层空间

”

或
“

地理环境
”

这两个概念哪一个更为合适
!

笔者以为
,

用
“
地理环境

”
更为合适

。

因为虽然
“

地球表层空间

系统
”
与

“
地理环境

”

含义基本趋同
,

但也有差别
。

其差别在于
,

前者是一个泛指的空间范

畴
,

对其核心的限定意义 比较弱
。

而后者则不同
,

环境
,

顾名思义
,

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

而言的
。

中心事物不同
,

与它相对应的物质条件也不同
,

因此
,

就出现与各种中心事物相对

应的千差万别的环境
。

同样是在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中
,

可以有以生物群落为中心的生态环

境
,

可以有以农作物为中心的农田环境等等
。

而地理环境则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环境
,

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环境
。

正因为地理环境有以人类为中心这样一个限定作用
,

而

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又是接近地球物理表面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地球表层部分
,

其中以人类

的智慧圈即地球的物理表面为核心
,

所以
,

这个限定作用对地理学来说
,

不仅十分合适
,

而

且是极为必要的
。

所以
,

我们认为
,

用
“

地理环境 ∋而不是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之形成
、

分布
、

变化
、

区别差异及其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
来概括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是更为恰当的
。

之所

以这样来表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原因如下
∀

首先
,

现代地理科学体系的研究范畴与地理环境是相当的
。

地理学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
,

在地理科学体系中
,

可划分出自然地理学
、

经济地理

学
、

人文地理学三大组成部分
。

在自然地理中
,

包括地貌学
、

土壤地理学
、

水文学
、

气候学
、

生物地理学等
,

其研究对象之总和与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诸要素相当
�
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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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
、

工业地理学
、

商业地理学
、

交通运输地理学
、

旅游地理学
、

资源地理学
,

其研究对

象
,

既有 自然环境的要素
,

又有社会环境的要素
%

是二者密切相关的部分
+ 人文地理学包括

人 口地理学
、

民族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

文化地理学
、

历史地理学
、

军事地理学等
,

其研究对

象之总和与地理环境中的社会环境诸要素相当
。

而且地理学各分支学科 皆以人及人的生

存活动为研究的出发点
,

研究的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 自然和社会因素
,

这与地理环

境的概念是相吻 合的
。

其次
,

地理科学研究且仅研究地理环境的形成
、

分布
、

变化
、

区域差异及其各要素间的

相互关系
,

任何超越于此的研究
,

都将不再属于地理学范畴
。

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之不同
,

地理学又 可分为部门地理学
、

区域地理学
、

应用地

理学等几个组成部分
。

其中部门地理学分别研究地理环境之个别要素之形成
、

分布
、

变化
+

区域地理学则研究某区域内部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分布及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之异同
+
应

用地理学则通过对地理环境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

为生产和建设服务
。

当然
,

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学科的不

断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深化的
。

但这种深化
,

必须是依据一个大致统一

的研究方向
,

否则不是盲 目走向歧途
,

就是导致学科的肤浅膨胀
。

针对地理科学分化迅速
,

学科性质不甚 明了
,

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 日益增加
,

基础

理论建设尚显薄弱等情况
,

提出一个明确的地理学研究对象
,

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

尤

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在地理界出现 了急于和 经济效益挂勾
,

忽视理论体系建

设
,

或将地理科学改头换面
,

或盲 目分化所谓分支学科
,

使地理科学肤浅膨胀等不健康倾

向
,

这种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做法
,

不仅带不来地理学的繁荣
,

相反
,

如不及时制止
,

还

会导致我国地理科学的再一次大倒退
。

明确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

还有利于地理学与相邻学

科之划分并确定地理学的科学性质
。

科学性质的确定对于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无疑都十

分重要
。

因为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地理环境中
,

既有自然因素
,

又有社会因素
,

所以它应

该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的综合科学
。

而象过去那样
,

或把它归于社会科

学
,

或把它归于 自然 科学
,

显然都是不对的
,

都是一种僵化的
、

机械的划分
。

,) 年代以前
,

前苏联学者对地理学科学性质问题采用二元论观点
,

认为地理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

而

是一组性质不相同的科学
,

自然地理属于 白然科学
,

经济地理属 于社会科学
。

我国地理学

界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
。

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

它割裂了地理科

学的统一完整性
,

实际上也是由于没有正确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有一个统一的而又完整的

研究对象即地理环境而造成的
。

综上所述
,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环境之形成
、

分布
、

变化
、

区域差异及其各要素

间的相互关系
。

只有牢固把握住这一点
,

才能确立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

才能正确发展地理

学分支学科
,

才能使地理科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

研究不断深化
,

才能使地理科学健康发

展
。

� & 见白光润 著《地理学引论》第#∗ 页
。

 杨吞扬著《经济地理学的任务
、

性质和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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