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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ꎬ 必先利其器ꎮ” 科学思想和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 “器”ꎬ 是推

动科学技术创新的武器ꎮ 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每一次重大突破ꎬ 都肇始于新思

想、 新方法的创新及其应用ꎮ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的创新意识与系统研究的不

足ꎬ 已经制约了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ꎮ 加强科学思维、 科学方法和科学

工具的研究与创新ꎬ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ꎮ 因此ꎬ “推进学科体系、 学

术观点、 科研方法创新” 被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ꎮ
科学技术部原拟从编制 «科学方法大系» 入手来贯彻和推进中央的这个精

神ꎬ 并拟先从 «地球科学方法卷» 开始ꎬ 但后来的思路大为扩展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科技日报» 发表了地理学家刘燕华 (时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的题为

“大力开展创新方法工作ꎬ 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的文章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
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 叶笃正、 刘东生联名向温家宝总理提出 “关于加强创新

方法工作的建议”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ꎬ 温总理就此意见批示: “三位老科学家提

出的 ‘自主创新ꎬ 方法先行’ꎬ 创新方法是自主创新的根本之源ꎬ 这一重要观点

应高度重视ꎮ” 遵照温总理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科学技术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教育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向国务院呈报了 «关于大力推进

创新方法的报告»ꎬ 中央有关领导人批转了这个报告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科学技术部

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 «关于加强创新

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科发财 〔２００８〕 １９７ 号)ꎬ 明确了创新方法的指导思

想、 总体目标、 工作任务、 组织管理机构、 保障措施ꎮ
«关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 部署了一系列重点工作ꎬ 并启动了

“创新方法工作专项”ꎮ 主要工作包括: 加强科学思维培养ꎬ 大力促进素质教育和

创新精神培育ꎻ 加强科学方法的研究、 总结和应用ꎻ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方法应

用ꎬ 切实增强企业创新能力ꎻ 着力推进科学工具的自主创新ꎬ 逐步摆脱我国科研

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ꎻ 推进创新方法宣传普及ꎻ 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ꎮ 其中

“加强科学方法的研究、 总结和应用” 旨在 “着力推动科学思维和科学理念的传

承ꎬ 大力开展科学方法的总结和应用ꎬ 积极推动一批学科科学方法的研究”ꎬ 这

就是 «科学方法大系» 要做的事ꎮ
作为国家 “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中首批启动的项目之一ꎬ 我们承担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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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方法研究” 重点项目ꎮ 项目的总目标是 “挖掘、 梳理、 凝练与集成古今中

外地理学思想和方法之大成ꎬ 促进地理学科技成果创新、 科技教育创新、 科技管

理创新”ꎮ 我们认为这是地理学创新的重要基础工作ꎬ 也是提高地理学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更好地满足国家需求的必要之举ꎮ 我们组织了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

老、 中、 青地理学者参与该项目研究ꎮ 经过四年的努力ꎬ 做了大量工作ꎬ 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ꎬ 包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 凝聚了一支研究团队、 锻炼了一批人

才、 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和培训班、 开发了一批软件、 建立了项目网站等ꎮ 而最主

要的成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ꎬ 包括专著、 译

著和教材三大系列ꎮ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专著系列包括 «地理学方法论»、 «地理学: 科学

地位与社会功能»、 «理论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研究方法»、 «自然地理学研究

范式»、 «经济地理学思维»、 «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 «地理信息科学方法

论»、 «计算地理学» 等ꎮ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教材系列包括 «地理科学导论»、 «普通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法»、 «经济地理学中的数量方法»、 «人文地理学野外方法»、 «地
理信息科学理论、 方法与技术»、 «地理建模方法»、 «高等人文地理学» 等ꎮ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译著系列包括 «当代地理学方法»、 «地理学生必

读»、 «分形城市»、 «科学、 哲学和自然地理学»、 «地理学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自然地理学的当代意义: 从现象到原因»、 «经济地理学指南»、 «当代经济地理

学导论»、 «经济地理学中的政治与实践»、 «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

的战略方向»、 «空间行为的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方法»、 «文化地理学手册»、
«地球空间科学与技术手册»、 «计量地理学» 等ꎮ

“地理学方法研究” 项目的成果还包括一批已出版的著作ꎬ 当时未来得及列

入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ꎬ 但标注了 “科学技术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项目资

助”ꎮ 它们有: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 年)、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商务印书

馆ꎬ ２０１１ 年)、 «基于 Ｅｘｃｅｌ 的地理数据分析»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 «基于

Ｍａｔｈｃａｄ 的地理数据分析»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 «地理数学方法: 基础和应

用»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历史街区———以绍兴古城历史

街区为例»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０ 年)、 «地理学评论 (第一辑): 第四届人文地理学

沙龙纪实»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９ 年)、 «地理学评论 (第二辑): 第五届人文地理

学沙龙纪实»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０ 年)、 «地理学评论 (第三辑): 空间行为与规

划»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１ 年)、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 (商务印书

馆ꎬ ２０１０ 年)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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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不断总结对于推动地理学发展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ꎮ
所以此类工作在西方地理学中历来颇受重视ꎬ 每隔一段时期 (５ ~ １０ 年) 就会有

总结思想和方法 (或论述学科发展方向和战略) 的研究成果问世ꎮ 最近的一个

例子是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 «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

的战略方向»ꎮ 中国地理学者历来重视引进此类著作ꎬ 集中体现在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 和以前的一系列译著中 (甚至可上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出版的格拉夫的 «地理哲学»)ꎮ 但仅引进是不够的ꎬ 我们需要自己的地理学

思想和方法建设ꎮ 有一批甘坐冷板凳的中国地理学者一直在思索此类问题ꎬ 这套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实际上就是这批人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ꎻ 不过以前没

有条件总结和出版ꎬ 这次得到 “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的资助ꎬ 才在四年之内如

此喷薄而出ꎮ “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的设立功莫大焉ꎮ
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ꎬ 伴随学科本身自始至终ꎬ 这套丛

书的出版只是一个新起点ꎮ “路漫漫其修远兮ꎬ 吾将上下而求索ꎮ”

蔡运龙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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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夏天ꎬ 蔡运龙教授主持的科学技术部创新工作基础专项———地理学

方法研究正式启动ꎮ 在目前非常功利的科研氛围下ꎬ 能够沉下来坐冷板凳ꎬ 挖

掘、 梳理和提炼中外地理学的思想与方法ꎬ 从而为地理学创新与发展提供可资借

鉴的材料ꎬ 是需要足够定力的ꎮ 整个项目按学科分为四个课题ꎬ 即自然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城市与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与计算ꎬ 外加一个综合课题ꎮ 为提掖和

鞭策后生ꎬ 蔡老师指定我和许学工教授负责自然地理学方法课题ꎮ 经过三年多的

研究工作ꎬ 这一课题总算告一段落ꎬ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通过了项目组织的课题验

收ꎮ 虽然完成了承诺的考核指标ꎬ 但课题还有许多应当继续完善之处ꎬ 尤其是研

究成果凝练和提高的余量依然很大ꎮ 尽管如此ꎬ 通过完成这一课题收获还是颇

丰ꎬ 最可分享的是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多部近现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ꎬ 并从中获益

良多ꎮ
构成自然地理学方法课题著作体系的书一共有 ６ 本: ２ 本专著——— «自然地

理学研究方法» 和 «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ꎻ １ 本教材——— «自然地理学方法»ꎻ
３ 本译著——— «科学、 哲学与自然地理学»、 «地理学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和

«自然地理学的当代意义: 从现象到原因»ꎮ 本书为上述著作体系中的一本ꎮ 在

认领编著任务后才知道完成此书实属不易ꎬ 因为不仅需要对自然地理学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ꎬ 而且要提升到科学哲学的高度ꎮ 更为困

难的是国内外同类的参考书籍并不多见ꎮ 为此ꎬ 我开始了系统补充知识的过程ꎬ
从地理学经典著作ꎬ 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般书籍ꎬ 形而上和形而下ꎬ 科学范式

与研究纲领ꎬ 大量涉猎ꎮ 经过相关知识的学习、 吸收和内化等过程ꎬ 总算把一个

初步的东西拿了出来ꎮ
本书包括 ８ 章ꎬ 总体按照自然地理学研究方法或途径的体例编著ꎮ 第 １ 章梳

理了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嬗变过程ꎬ 并对戴维斯的地貌学研究范式做了剖析ꎻ
第 ２ 章为自然地理学的一般研究过程ꎬ 试图提供研究过程的步骤与流程图景ꎻ 第

３ 章到第 ８ 章依次阐述了自然地理学的分类与分区、 预测、 格局与过程、 尺度推

绎、 系统综合以及复杂性等研究范式ꎮ 各章在介绍理论、 方法和研究步骤后ꎬ 尽

可能以案例加以佐证和说明ꎬ 以增大可读性和实用性ꎮ
本书的脱胎与众多人的智慧和汗水密不可分ꎮ 既有蔡老师高屋建瓴的指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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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课题组其他老师的无私帮助ꎮ 我的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或资料收

集等工作ꎮ 赵志强完成了第 ２ 章的初稿ꎬ 高阳、 黄姣和杨卓翔等参与了第 ３ 章的

写作ꎬ 王阳协助完成了第 ８ 章的撰写ꎻ 高阳、 李琰和李晓静清绘了部分附图ꎻ 书

中的案例研究分别来自我与王阳、 赵志强、 高阳、 黄姣和杨卓翔等的研究工作ꎮ
当然ꎬ 还借鉴了国内外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第 ２ 章是以蔡

老师基金课题和两位博士的一些工作来说明自然地理学一般研究过程的ꎮ 初稿完

成后ꎬ 李晓静、 赵志强、 王阳、 李琰、 刘金龙、 王珏、 马程和朱文博协助校对与

参考文献补充ꎮ 在此ꎬ 谨表谢忱!
尽管有上面所述的艰辛和努力ꎬ 本书仍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ꎮ 最大的困惑

在于若研究范式过于哲学化ꎬ 晦涩难懂ꎬ 用途不大ꎻ 完全流于方法与工具ꎬ 则宏

观指导意义不大ꎮ 除此之外ꎬ 诸如研究范式的选择、 章节的平衡、 方法与工具的

应用等方面ꎬ 依然有许多瑕疵ꎮ 期待同行批评指正ꎬ 使其逐步完善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于北大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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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科学范式与自然地理学范式

“范式” 一词ꎬ 本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范畴中使用的概念ꎮ ２０ 世纪在

有关科学的理论方面有众多进展和争论ꎬ 许多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ꎬ 如波普

尔、 库恩、 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已经对 “科学” 的本质与 “科学方法” 进

行了解释ꎮ 近几十年来ꎬ 又涌现了贝叶斯主义、 新实验主义、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的争议等新的进展ꎮ 而本书无意展开阐述科学的本质和地位ꎬ 这些工作要留给哲

学家来完成ꎬ 也已经有诸多的专门学术著作介绍ꎮ 因此ꎬ 本章开始仅先简要回顾

科学史上范式一词出现的背景和发展过程ꎬ 对于将 “科学” 作为结构的理论ꎬ
库恩的范式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作简要介绍ꎬ 作为本书的引子ꎮ 具体到 (自
然) 地理科学ꎬ 对于 “自然地理学是什么”ꎬ 其学科本质和地位、 研究对象范畴

及其学科内涵一直存在着争议ꎬ 笔者引用格雷戈里的观点对其进行界定ꎮ 同其他

学科一样ꎬ 尽管自然地理学家并不擅长在脱离研究工作本身而对其进行描述和表

征并阐明自然地理学的本质和方法论ꎬ 但自然地理学家作为科学的实践者已经完

成了大量优秀的工作ꎮ 本章将回顾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演进的三个阶段:
以经验归纳主义为基础的时期 (前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时期、 后

实证主义范式时期ꎮ 分别评述这三个时期自然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时代背景、
技术方法特点与代表人物等内容ꎮ 在追求成为 “规范性科学” 的历程中ꎬ 自然

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演化受到一些重要理论的影响ꎮ 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ꎬ
生物进化论对自然地理的影响重大而深远ꎬ 因此特别用一节加以介绍ꎮ 自然地理

学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中ꎬ 戴维斯沉积侵蚀轮回理论的兴起与衰落具有典型性ꎬ
因而可以将其作为案例进行评述ꎬ 试图探究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大致

动因ꎮ

１ １　 科学范式及其转型

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一词源自于希腊语的 “范型”、 “模式” 和 “模型”ꎬ 在拉

丁语中引申为 “典型范例” 之义ꎮ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

马斯库恩 (Ｋｕｈｎꎬ １９６２) 提出并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０) 中加以系统阐释ꎬ 表述为 “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

究者群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ꎮ 范式概念是库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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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ꎬ 它的构成具有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特性ꎬ 学者们的引用和解

释难免有偏差和歧义ꎬ 为此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 (１９８７) 对库恩的范式

观作了系统的考察ꎬ 她从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 ２１ 种不同含

义的范式ꎬ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 一种形而上

学的思辨ꎬ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ꎻ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 一种学术传统、 一

个具体的科学成就ꎬ 它是社会学范式ꎻ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
一个解疑难的方法、 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ꎬ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ꎮ

一般认为ꎬ 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ꎮ 具体来说ꎬ
科学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 理论、 准则和方法的总和ꎬ 其构

成科学家共同体的理想和信念ꎮ 科恩认为ꎬ 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

件或成熟标志ꎬ 也就是把范式看作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ꎮ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

具有共同的范式ꎬ 才可以称为科学ꎬ 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或称前科学ꎮ 对库恩理

论的通常解释是ꎬ 科学共同体成员工作在一种范式里ꎬ 按照常规科学模式进行研

究ꎮ 但是玛斯特曼以及其他一些人却认为ꎬ 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很长的没有范式、
或多种范式、 或二元范式的时期ꎮ 在不同的范式下ꎬ 科学家的视角不同ꎬ 提出的

科学问题也不同ꎬ 因此也会包含相差甚远的甚至冲突的科学标准ꎮ 在某种意义

上ꎬ 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们 “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查尔莫斯ꎬ ２００７)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普雷斯顿  詹姆斯 (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Ｅ Ｊａｍｅｓ) 和杰弗里  马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Ｊ Ｍａｒｔｉｎ) 的著作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 (Ａｌ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将 Ａｌ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ｓ 作为主标题 (Ｗｏｒｌｄｓ
为复数)ꎬ 而 “地理学思想史” 是副标题ꎬ 正是对地理学研究中采用不同范式的

反映ꎬ 恰当概括了著作的精髓和主旨ꎮ
科学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而是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科学认知水平的提高而

动态演进ꎬ 出现范式的演替或更迭ꎬ 称为范式转型或变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ꎮ 依

据范式的核心理念ꎬ 库恩提出了科学发展模式理论ꎮ 该理论认为ꎬ 科学发展的历

史过程是一个进化与革命、 积累与飞跃、 连续和中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ꎬ 这个过

程一般经历四个时期: 前科学时期、 常规科学时期、 反常和危机时期及科学革命

时期ꎬ 之后则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时期ꎮ 在这四个时期中ꎬ 相应的范式变迁过程可

概括为: 无范式→确立范式→范式动摇→确立新范式ꎮ 在科学发展史上ꎬ 科学范

式演替的例证很多ꎬ 如天文学中的哥白尼日心说取代地心说、 物理学爱因斯坦相

对论对牛顿力学的超越等ꎮ 新范式最终战胜并取代了旧范式ꎬ 标志着科学革命时

期的结束和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的到来ꎮ 在新的常规科学时期中ꎬ 新范式成了该领

域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信念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在这个过程中ꎬ 是某一学科的科学家

共同体的整体而非某科学家个人放弃了旧范式而采用新范式ꎮ 科学研究在新范式



第 １ 章 科学范式与自然地理学范式

３　　　　

的导引下继续发展ꎬ 但随着科学发展的深入ꎬ 又涌现出许多反常现象ꎬ 陷入新的

科学危机之中ꎬ 从而引发新的科学革命ꎬ 并实现从现有范式到新范式的再次转

型ꎮ 从科学史的角度ꎬ 科学发展的历程就是这几个阶段的不断循环往复ꎮ 范式演

进是一个过程ꎬ 在常态科学周期内ꎬ 科学家们按照常规科学模式进行研究ꎬ 丰富

此时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概念框架ꎬ 并对相应的与此范式匹配的理论和实验技术加

以发展ꎮ
拉卡托斯 ( Ｌａｋａｔｏｓ) 在分析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后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ꎮ 这一纲领的整体结构是由硬核、 辅助保护带以

及方法论机制等组成ꎬ 具有相当的韧性ꎬ 有能力抵御经验事实的挑战ꎮ 科学研究

纲领的方法论机制包括: 正面启发法———它指示理论应该做什么ꎬ 反面启发

法———它指示理论不应该做什么ꎮ 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机制ꎬ 使整个理论体系

不断得到调整、 发展ꎬ 不会轻易地被证伪ꎮ 研究纲领内的进展有赖于科学家们在

创立假设上的智慧ꎬ 这些假设要符合纲领核心ꎬ 并能处理异常现象ꎮ 成功会 “巩
固” 核心ꎬ 它是以 “证实” 或成功预测的数目来衡量ꎬ 而不是以挫折 (“反驳”)
来衡量ꎮ 纲领核心本身的内容是确切无疑的ꎮ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

论ꎬ 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不可能永远是进步的ꎮ 它进化到一定时期ꎬ 就必须要转入

退化阶段ꎬ 再到另一个时期又可以恢复到进步阶段ꎮ 因而ꎬ 历史上任何成功的科

学研究纲领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功ꎬ 它们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发展或演变过

程ꎮ 否定或证伪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绝不是观察和实验中的反常ꎬ 而是一个比它

更进步的研究纲领的出现ꎮ 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代替另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ꎬ 就是

科恩的科学革命ꎮ 整个科学的发展模式是: 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

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

段ꎮ 拉卡托斯认为ꎬ 一个纲领到另外一个纲领的转变不是瞬间产生的ꎮ 因此ꎬ 一个

学科历史的大部分应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存在的、 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ꎮ
无论对范式有没有完整而清晰的界定或表征ꎬ 在具体的学科中ꎬ 科学家个人

仍然总是能通过具体的学科中的科学教育获得有关某一范式的知识ꎮ 在相应的学

科框架下ꎬ 通过解决一些标准的问题ꎬ 设计和完成标准的实验ꎬ 并且在此范式框

架内具备了娴熟的科学实践经验的专家的指导下从事一项具体的科学研究ꎬ 这就

是典型的常态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ꎮ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总能逐渐熟悉这个范式

的理论、 方法、 技术和标准ꎮ 即使一个科学家无法清晰地阐明其所使用的范式的

确切性质和包含的前提条件ꎬ 科学家仍然可以在常态科学期间从事具体的研究工

作ꎮ 而在某些情况下ꎬ 如科学革命时期ꎬ 则需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

的普遍规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ꎬ 以便维护现有范式免受新范式的挑

战和威胁 (查尔莫斯ꎬ ２００７)ꎮ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

４　　　　

１ ２　 自然地理学是什么

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自然地理学研究对象范畴及其学科内涵一直存

在着争议ꎮ 一般认为ꎬ 自然地理学的整个学科范畴包括生物地理学、 气候学、 地

貌学、 水文学、 土壤学和第四纪研究等ꎬ 但三个主要的分支是生物地理学、 气候

学和地貌学ꎮ 在原苏联ꎬ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地理综合体或自然地域

综合体ꎬ 是一门关注地球地理壳 (景观圈) 及其组成要素的自然地球系统学科

(Ｇｖｏｚｄｅｔｓｋｉｙ ｅｔ ａｌ ꎬ １９７１)ꎮ 随着各个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ꎬ 自然地理学的离心

化倾向更加明显ꎬ 尤其是在地貌学的核心地位被削弱后ꎬ 这种态势更加凸显ꎬ 引

起了许多地理学家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家的忧虑和关注ꎮ 目前ꎬ 随着全球资源、 环

境和生态问题的加剧和恶化ꎬ 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计划和议题不断提出并实施ꎬ
自然地理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 １￣１)ꎬ 客观上强化了其学科的综合功能ꎮ
这种综合不仅仅是地球表层各个自然要素之间的综合ꎬ 而且应当将人类活动因素

考虑其中ꎮ 因此ꎬ 自然地理人文化的倾向逐渐显现ꎮ 可以预见ꎬ 未来的自然地理

学的综合性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ꎮ
对于自然地理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内涵的界定多种多样ꎬ 格雷戈里 (Ｇｒｅｇｏｒｙꎬ

１９７８ꎬ ２０００) 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他认为ꎬ 自然地理学注重研究地球陆地

表层及其外围的特征和形成过程ꎻ 重视有助于了解当代地球环境的地理要素的时

空特征与变化ꎻ 研究目的在于认识地球自然环境如何成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并受人

类活动的影响ꎻ 研究工具需要数学模拟、 统计模拟以及遥感方面的专门技术与方

法ꎮ 为简洁清晰表征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ꎬ 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表达式ꎬ 即

Ｆ ＝ ｆ(Ｐꎬ Ｍ)ｄｔ
上式可以解释为ꎬ 自然地理学关注的自然要素或自然环境的演进结果 (Ｆ)

是自然地理过程 (Ｐ) 和自然地理实体 (Ｍ) 随时间变化的函数ꎮ 由此推广开

来ꎬ 自然地理学是研究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及其演进态势的科学ꎮ 其中ꎬ 自然地

理过程不仅仅包括传统的物理过程、 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ꎬ 而且包括作用程度越

来越大、 范围越来越广的人文过程ꎮ 格局既包括有形格局ꎬ 也包括无形格局等ꎮ
依据对于上述概念表达式的不同结构ꎬ 格雷戈里把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划

分为五个层次ꎮ 第一层次的工作主要研究该方程的要素或组成部分———研究组成

成分本身ꎬ 即对地表形态、 气候类型、 水文特征、 土壤或植物群落特征的定性描

述或定量表达ꎮ 第二层次的工作为平衡该方程———研究该方程在不同尺度上和自

然地理学不同分支中平衡的方式ꎬ 如在大陆尺度上ꎬ 研究水热平衡与地形、 太阳

辐射、 能量流动、 降水以及水文特征之间的联系ꎮ 这一层次研究的重心在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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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格局－过程－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ꎮ 第三层次的工作是对该方程进行微

分———研究自然地理过程和实体随时间变化的状态、 节奏和趋势ꎬ 如一种状态取

代另一种状态时各种格局与过程的表型和动力学特征ꎮ 第四层次的工作是应用该

方程———即自然地理学的应用出口ꎮ 自然地理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是关

乎该学科生命力的重要问题ꎮ 自然地理学研究中人文因素的融入ꎬ 客观上起到了

扩大应用范围和领域的作用ꎮ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 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

与资源局编写的 «重新发现地理学» (２００２) 列举的经济健康、 环境退化、 民族矛

盾、 医疗卫生和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难题的解决ꎬ 自然地理学都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ꎮ 理论上ꎬ 自然地理学可以为解决资源、 环境和生态问题提供科学依据ꎬ 但应

用的重点领域应该有所收敛ꎬ 以避免 “万金油” 的印象ꎮ 第五层次的工作为自然

地理学的文化提升———即将文化因素融入到自然地理学中ꎬ 以文化自然地理学的视

角审视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反作用及其对环境管理与设计的影响ꎮ

１ ３　 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及其演进历程

同其他学科一样ꎬ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不断演进的ꎮ 传统自然地理学方

法论以经验归纳主义为基础 (蔡运龙ꎬ １９９０)ꎬ 其基本途径就是各地事实的访谈、
调查、 收集、 归纳整理和表述等ꎬ 这一时期的自然地理学被称为经验性描述性科

学ꎮ 但是随着所收集事实和数据的增加ꎬ 人们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

不断强化ꎬ 进而要求深入了解事实和现象的内在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需要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规律从而预测其发展趋势ꎬ 描述性经验主义研究

范式显然不能胜任这一使命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自然地理学中系统研究的发展以及

分支学科的增加ꎬ 自然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ꎬ 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

学科ꎬ 如物理学和数学等ꎬ 因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在自然地理学中建立起来ꎮ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ꎬ 一些横断学科的出现ꎬ 冲击着典型自然地理学的实证主义

范式ꎬ 远离平衡态、 非线性和混沌等复杂性科学观念ꎬ 逐渐融入到自然地理学的

研究体系中来ꎬ 促成了自然地理学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的萌生ꎮ

１ ３ １　 前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时期

任何一个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式不可能游离于当时整个科学范式之外ꎬ 自然地

理学也不例外ꎮ 自 １６ 世纪以来ꎬ 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科学思维几乎被笛卡儿和培

根所开创的 “分析” 范式所统辖ꎮ 在认识论层面ꎬ 这种 “主客二分” 分析范式

认为: ①所有的事物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ꎬ 并且要素可以由其他的事物替换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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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认识模式ꎮ ②事物的整体是由部分决定的ꎬ 部分的性质决定

整体ꎮ 倚重分解分析途径ꎬ 把整个事物分割为局部ꎬ 再把局部进行分割ꎬ 直到分

子、 原子、 基本粒子ꎮ ③要素之间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ꎬ 将所有要素累加ꎬ 便

可获得事物的整体特征ꎮ 换言之ꎬ 解决了各个要素问题ꎬ 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问

题ꎮ ④事物及要素都遵循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ꎬ 即一个原因必然产生一个结

果ꎬ 事物之间存在一条线性因果链条ꎮ
１８５０ ~ １９５０ 年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时期ꎮ 整体上ꎬ 这一时期的自然地

理学仍然属于记述地理学ꎬ 但对地表各种事物及其分布与相互关系的描述已明显

区别于地理学初创时期ꎬ 在记述一个地区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外ꎬ 还力图对成因和

相互关系进行解释ꎮ
这一时期自然地理学学科发展特点见表 １￣２ꎮ 按照地理学史专家普雷斯顿詹

姆斯和杰弗里马丁 (１９７２) 的观点ꎬ 一门学科创立的标志是: 要有提供该学科专

业培训的教育机构ꎮ 自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始ꎬ 法国 (１８２１ 年)、 德国 (１８２８ 年)、 英

国 (１８３０ 年)、 巴西 (１８３９ 年)、 墨西哥 (１８３９ 年)、 俄国 (１８４５ 年) 和美国

(１８５２ 年) 等国相继成立了地理学会ꎬ １８７１ 年在安特卫普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地理学

会ꎮ 地理学作为一个有较完整体系、 独立研究对象的科学建立起来了ꎮ 在 １８６６ 年

时只有 １８ 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会ꎬ 而到了 １９３０ 年就达到 １３７ 个ꎮ 每个学会都试

图发挥自己的影响力ꎬ 创办刊物和组织活动ꎬ 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就特别重视探险

活动ꎬ 并有经常性的会员活动以交流心得和体会ꎮ 与此同时ꎬ 许多大学里也设置了

地理学的职位 (格雷戈里ꎬ ２０００)ꎬ 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地理系ꎮ 第一个地理教席是

在 １８０９ 年由巴黎索邦 (Ｓｏｒｂｏｎｎｅ) 大学创立的ꎬ 其他有代表性的事例ꎬ 如霍尔福

特麦金德 (Ｈａｌｆｏｒｄ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 在 １８８７ 年被牛津大学任命为地理学教授ꎬ 尤勒
奥尔德汉 (Ｙｕｌｅ Ｏｌｄｈａｍ) 在 １８９３ 年被剑桥大学任命为地理学教授ꎮ 美国的第一位

地理学教授是阿诺德古育特 (Ａｒｎｏｌｄ Ｄｕｙｏｔ)ꎬ 他 １８５４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任命ꎮ
在德国ꎬ 彭克 (Ｐｅｎｃｋ Ａ ) 在 １９０５ ~１９１４ 年任职于柏林大学ꎮ

表 １￣２　 自然地理学在前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时期的特点

学科发展特征 课程受欢迎、 考试论文总数多、 大学教席设立、 地理学会成立、 学术刊物增多

对自然地理学产生

影响的理论

(１) 赫顿和赖尔的均变论: “将今论古” 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将自然地理学从虚

构的 “超自然” 神的归因中引向了进化和科学的发展道路

(２) 达尔文进化论: ① 拉采尔等ꎬ 社会达尔文主义ꎻ ② 戴维斯ꎬ 地貌发育侵蚀旋

回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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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发展特征 课程受欢迎、 考试论文总数多、 大学教席设立、 地理学会成立、 学术刊物增多

自然地理学使用的

主要工具和技术

(１) 地图: 电版法和摄影法在 １８４０ ~ １８５０ 年出现ꎬ 使得地图印制更精美ꎻ 重量级图

集印制ꎬ 如 «贝格豪斯自然图集» 和 «泰晤士世界地图集» 等ꎻ 多家地图出版公司

成立ꎬ 如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出版社和巴塞洛缪地图出版公司等

(２) 航空测量: 提高了自然地理调查的效率和精度ꎬ 尤其是在地形图编绘、 特定地

区或地物调查方面

(３) 雷达: 为天气变化、 地表径流和海洋预报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推动自然地理学发

展的动因

(１) 探险与调查: 延续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的探险和考察ꎬ 一般由地理学会组织ꎬ 旨在

填补特定地区的地理资料、 进行实地观测和测量、 编绘地形图、 建立新理论ꎬ 如冰

川理论、 地貌沉积旋回等

(２) 自然保护: 乔治帕金斯马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Ｍａｒｓｈ) １８６４ 年发表的 «人与

自然: 被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地理» 将自然保护与自然地理学联姻ꎬ 推动了自然地

理学对土壤侵蚀和土地扰动等现实问题的关注

主要分支学科进展

与成就

(１) 地貌学: １８９９ 年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提出地貌侵蚀沉积旋回学说ꎬ 并统治地貌学

超过半个世纪ꎮ 该学说将地貌形态的演化划分为几个阶段ꎬ 并通过不断地循环ꎬ 完

成整个演化周期

(２) 土壤地理学: 道库恰耶夫 (Ｄｏｋｕｃｈａｅｖ) 和他的学生 １９００ 年发表土壤地带性学

说ꎻ 詹尼 (Ｊｅｎｎｙ) １９４１ 年提出土壤特征是气候、 生物、 地形、 母质和时间以及其他

未明确因子共同作用的函数

(３) 气象气候学: １９００ ~ １９３６ 年柯本 (Ｋｏｐｐｅｎ) 和 １９４８ 年桑斯威特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
分别提出气候分类方案ꎬ 以及桑斯威特、 布迪科 (Ｂｕｄｙｋｏ) 和彭曼 (Ｐｅｎｍａｎ) 提出

了水热平衡理论

(４) 生物地理学: １９１６ 年克莱门兹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提出了植被演替理论ꎻ １９３５ 年坦斯

利 (Ｔａｎｓｌｅｙ) 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

代表性人物

詹姆斯赫顿 (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ｔｔｏｎ)、 普雷费尔 ( Ｊｏｈｎ Ｐｌａｙｆａｉｒ)、 洪堡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孔拉德马尔特 布伦 (Ｃｏｎｒａｄ Ｍａｌｔｅ Ｂｒｕｎ)、 李特尔 (Ｃａｒｌ Ｒｉｔｔｅｒ)、 查理

斯莱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马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Ｍａｒｓｈ)、 Ｊ 冯李比希 ( Ｊｕｓｔｕｓ ｖｏｎ
Ｌｉｅｂｉｇ)、 马修方丹莫里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Ｍａｕｒｙ)、 阿诺德古育特 (Ａｒｎｏｌｄ Ｈｅｎｒｙ
Ｇｕｙｏｔ)、 Ｈ Ｔ 赫胥黎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ｘｌｅｙ)、 奥斯卡佩舍尔 (Ｐｅｓｃｈｅｌꎬ Ｏｓｃａｒ)、
雷克吕 ( Ｒｅｃｌｕｓꎬ Ｅｌｉｓｅ)、 冯李希霍芬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Ｃ Ｅ 达顿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Ｄｕｔｔｏｎ )、 Ｇ Ｋ 吉 尔 伯 特 ( Ｇｒｏｖｅ Ｋａｒｌ Ｇｉｌｂｅｒｔ )、 Ｆ 拉 采 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 维达尔白兰士 (Ｖｉｄａｌ ｄｅ ｌａ Ｂｌａｃｈｅꎬ Ｐａｕｌ)、 Ｖ Ｖ 道库恰耶夫

(Ｖａｓｉｌｙ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 Ｄｏｋｕｃｈａｅｖ)、 Ｗ Ｐ 柯本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ｅｔｅｒ Ｋöｐｐｅｎ)、 Ｗ Ｍ 戴维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ｉｓ Ｄａｖｉｓ)、 Ａ 彭克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Ｐｅｎｃｋ)、 Ａ 赫特纳 (Ｈｅｔｔｎｅｒꎬ Ａｌｆｒｅｄ)、
霍尔福特  麦金德 ( 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 )、 尤勒  奥尔 德 汉 ( Ｈｅｎｒｙ Ｙｕｌｅ
Ｏｌｄｈａｍ)、 Ｃ Ｆ 马布特 (Ｃｕｒｔｉｓ Ｆ Ｍａｒｂｕｔ)、 马瑞昂纽比金 (Ｍａｒｉｏｎ Ｉ Ｎｅｗｂｉｇｉｎ)、
Ｈ Ｃ 考勒斯 (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Ｃｏｗｌｅｓ)、 Ａ 华莱士 (Ａｔｗｏｏｄ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Ｗ)、 施吕特尔

奥托 ( Ｓｃｈｌüｅｅｒ Ｏｔｔｏ)、 伊姆德马东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 Ｍａｒｔｏｎｎｅ)、 Ｃ Ｏ 索尔

(Ｃａｒｌ Ｏｒｔｗｉｎ Ｓａｕｅｒ)、 Ｃ Ｗ 桑斯威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ａｒｒｅｎ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 特罗尔卡尔

(Ｔｒｏｌｌ Ｃａｒｌ)、 Ｈ 詹尼 (Ｈａｎｓ Ｊｅｎｎｙ)、 Ｈ Ｌ 彭曼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ａｔｉｍｅｒ Ｐｅｎｍａ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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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自然地理学发展的近代时期 (詹姆斯和马丁ꎬ
１９８９)ꎬ 但地理学开山鼻祖ꎬ 如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李特尔所创立的圭

臬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ꎮ 洪堡善于观察地理事物与现象ꎬ 并把观察到的东西完整

地记录下来ꎮ 根据观察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ꎬ 尝试提出解释的假说ꎬ 并用新的观

察验证ꎮ 他在 «宇宙» 第一卷中写到: “我们距离可以通过思维活动来把我们用

感官所觉察的一切ꎬ 减缩到理性原则的合一的时代ꎬ 还是极为遥远的ꎮ 另一方

面ꎬ 自然联系的事实的解说ꎬ 并不排除按它们的理性联系来进行现象的分类ꎬ 也

不排除在大量观察中许多特殊性的概括或寻找其规律的尝试ꎮ” 洪堡的这种观

测－假说－验证研究模式对后来的实证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铺垫

作用ꎮ 在通论地理和方志地理关系问题上ꎬ 李希霍芬认为建构任何概念结构所必

需的基础观察ꎬ 一定要在具有这些独特现象的特定地区内进行ꎬ 这就是方志地理

或区域地理ꎮ 区域地理首先必须是描述性的ꎬ 但它必须不限于单纯描述独特现

象ꎬ 也可以寻找现象发生的规律性ꎬ 拟定解释所观察特征的假说ꎬ 在区域内所做

的工作就是通论地理的内容ꎮ 李特尔认为ꎬ 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罗列

那些占据地球空间各部分的事物ꎬ 而是去理解在地区上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ꎮ 他主张地理学应以经验为依据ꎬ 通过观察去找出一般法

则ꎬ 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寻求假说ꎬ 然后再进行观察ꎮ 李特尔追求在变化中的统

一ꎬ 这导致他在地理学研究中采用专题方法ꎮ
洪堡的区域比较和李特尔的区域中的关系 “连结” 研究范式对后来区域学

派的兴起提供了逻辑基础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ꎬ 随后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历史表

明ꎬ 紧随其后出现的 “事件” 是瓦伦纽斯所称的 “通论地理” 之内的各个要素

纷纷建立了单独的学科ꎬ 每门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ꎬ 和它自身把观察和理论联系

起来的研究方法ꎮ 在此情形下ꎬ 留给作为母体的自然地理学的任务只有三项: 一

是继续对地球的空白或了解甚少的区域调查和收集资料ꎬ 并通过有效的载体方

式ꎬ 如地图等加以表达ꎻ 二是研究特定区域或专题ꎬ 以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ꎬ 如

政治的、 军事的或商业的需求ꎻ 三是形成理论框架ꎬ 如经验总结、 假说以及理论

等 (詹姆斯和马丁ꎬ １９８９)ꎮ
Ｔ Ｗ 弗里曼 (１９６１) 在 «地理学百年发展史» 曾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文献

特点作了归纳总结ꎬ 他所称的六大倾向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般

特征ꎬ 如集成未知区域资料的百科全书倾向ꎻ 传播地理知识的教育倾向ꎻ 为老牌

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信息和资料的殖民倾向ꎻ 为国家或利益集团提供海外拓殖政治

或军事借口的政治倾向ꎻ 对收集资料进行解释的概括倾向ꎻ 适应自然地理学分支

学科快速发展的专门化倾向等ꎮ
格雷戈里 (２０００) 对这一时期的自然地理学特点做出了系统的总结ꎮ 他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