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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的初步探讨

潘玉 君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有“实证”与“理解”两个互补的研究途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应在“本体

论”意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以自组织方法论为指导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研究应主要着重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形成条件 、基本动力 、基本途径 、基本结构和复杂图景等方面。整体性不仅

是地理环境的基本性质之一 ,而且也(应该)是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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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 ,以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的地理学
[ 1 ～ 4]

,虽然在解决困

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综合性问题中表现出优

于其它诸多学科的重要价值 ,但是其理论基础或基

础理论的薄弱性这一致命的弱点也渐趋凸现 。作

为地理学整体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基本观念

和重要基础理论或基本原理的“地理环境的整体

性”的理性深化 ,对于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已不仅是作

为系统的地理环境的一种特性 ,而且是地理学的一

条基本原理以及施行地理工程和地理建设的一条

基本准则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认识 ,其重点已

不是去证实其本体论意义下的存在 ,而是去理解其

认识论或方法论意义下的思维 。对于“理解” ,基于

若干具体的自组织理论特别是自组织方法的哲学

化而得到的自组织方法论 ,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视角

与方法论工具。仅就此而言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理

论研究 ,是一个重要而巨大的基本命题 ,可以粗略

的界定为互补的两个层面:①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一般”理论研究 ,它主要应回答地理环境整体性研

究的研究思路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以

及研究历程等问题;②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具体”理

论研究 ,它主要应回答研究方法的实证化即各种自

组织方法或自组织方法论在具体的地理问题的研

究中的运用的问题。在“一般”层面上 ,对地理环境

整体性的理论研究可以有两个互补的逻辑法则:①

主要侧重于“从一般到具体进而到特殊”的研究法

则即“演绎”法则;②主要侧重于“从特殊到具体进

而到一般”的研究法则即“归纳”法则。虽然“归纳”

法则在地理学的理论思维与理论构建中居于传统

的 、主流的地位 ,但是“演绎”法则在地理学的理论

思维与理论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理应得到

承认与重视 。本文拟主要遵从“演绎”法则 ,在“一

般”层面上 ,重点讨论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认识论与

方法论问题 ,并试图将其原理化。

1　“整体性”的研究思路

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的观念与思想的产生和

形成不仅与古老的东西方文化中即已存在的事物

具有整体性的观念或思想有关 ,而且与近现代形成

的系统论有关 。古老的东西方文化中既已蕴涵着

的诸多关于事物具有联系性 、整体性的观念或思

想 ,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地理学开山大师洪堡和李特

尔以及道库恰耶夫等几代学者的研究与论述
[ 5 , 6]
。

在他们的地理学思想与理论中 ,认为整体性是地理

环境的最基本的性质之一 。20世纪形成的系统论

特别是普通系统论的思想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现代

地理学的思想与观念。普通系统论的渗入 ,使得地

理环境具有整体性的观念与思想成为现代地理学

最重要的观念与思想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在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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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论著与思想观念中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主要

是理解为地理环境所具有的一种性质 ,而尚没有被

明确地理解为认识 、利用与重建地理环境的一种认

识论或方法论即尚没有将其视为原理和准则①。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可以有二个互

补的基本的认识途径:一是着眼于“实证”即去千方

百计地证明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的途径;二是着眼

于“理解”即想方设法地去理解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的途径 。前者更多地反映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的理

念 ,后者更多地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理

念。从哲学的意义上看 , “实证”的途径更多地是着

眼于“本体论”意义下的研究 , “理解”的途径更多地

是着眼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下的研究 。

整体性是地理环境的基本性质或特性 ,这应可

以从归纳的和演绎的两个途径去科学证明 。在地

理学特别是综合自然地理学或自然地理学的综合

研究的诸多论著
[ 7～ 14]

中 ,对于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已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或基

于道库恰耶夫的“自然综合体学说” ,或基于贝塔朗

菲的一般系统论或基于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

这些论述的哲学是“本体论”的 ,着重于通过“事例”

的枚举以及归纳来证实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 。显

然 ,这样的研究的逻辑是归纳性质的。除了这种归

纳的科学证明之外 ,还应当可以进行演绎的科学证

明(这里强调的是科学证明 ,科学证明不同于哲学

证明即哲学思辨)。然而 ,目前尚鲜见这种演绎的

科学证明成果。地理环境整体性“本体论”的阐释

与解答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仅理性地得出了一

个基本的结论———地理环境确实具有整体性 ,而且

为地理环境整体性“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阐释与

解答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就地理学的理性

思维而言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阐释与解答 ,更应着

重于“认识论”或“方法论” ,着重于“理解” ,将其视

为地理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与地理工程和地理建设

的一条基本准则 。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理解 ,通常是这样的:

组成某个特定等级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各个地理要

素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性和其结构与功能之间

的关联性。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但是不够全面 。

除了上述的理解之外 ,对地理环境整体性还应做如

下的理解:组成某个特定的非最末级等级地域的各

次一级地域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性和其结构与

功能之间的关联性 。这样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不仅

具有要素含义 ,而且具有地域含义 。如果将这两种

含义的整体性归并为“空间域”含义的话 ,那么 ,对

整体性的认识还应有“时间序”含义上的理解。“时

间序”含义上的整体性 ,可以理解为整体结构与整

体功能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或时间坐标上的先后

性 、因果性)。对于这样理解的整体性 ———要素的 、

地域的和时间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

“本体论”而又超越“本体论”)的解答 ,其方法论工

具是什么 ?

2　“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方法是一种元概念 ,极不好分析 ,其定义也颇

为繁杂。人们通常将其表述为“方法就是人们为了

达到一定的目的(认识或变革客体)所选取的手段 、

途径或活动方式”
[ 15]
。方法与任务密切关联———

不同的任务与目的则有不同的方法;方法与理论密

切关联———从一定意义上看 ,方法就是人们已有的

理论 、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方法与实践密切

关联 ———方法可以看成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一

种特殊的 、极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方法论是从认

识论的角度总结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 ,

探讨各种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方法之间的相互

联系 ,概括出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的知识 ,是关于方

法的合理性的理论 ,即关于方法的哲学 。方法论具

有不同的层次:①比较具体的各专门学科的方法

论;②概括自然科学一般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和

概括社会科学一般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③从哲

学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述的方法论 。方法论虽然不

给人们提供具体的方法本身 ,但却提供给人们一般

性的方法论原则即为人们选择 、创造具体的方法提

供了一般性原则。“地理环境整体性”的方法论或

认识论 ,为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系统地研究地理环

境的整体性问题以及运用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或

准则进行地理建设方法的系统选择与组合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

程 ,将认识的对象———客观世界概括为三大类型:

自然客体 、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 。这也即世界Ⅰ 、

世界 Ⅱ和世界 Ⅲ 。自然客体一般可以理解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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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包括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 ,即第一自然和

第二自然 。社会客体 ,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人文

社会现象和人文社会过程 ,包括过去发生过的和现

在正在进行的以及将要出现的种种社会活动 。精

神客体是指人类的各种精神活动和各种精神产品 。

这三类客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地理学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球表层

空间系统” 、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既非单

一的自然客体 ,也非单一的社会客体 ,又非单一的

精神客体。地球表层空间系统或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或地理环境的这种“多客体性” ,决定了地理学认

识途径与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

这个命题的解答 ,其方法或方法论的选择 ,应主要定

位于一般的 、哲学认识论的方法或方法论上。

诸种具体的自组织理论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重

点是不尽相同的 ,如耗散结构理论是解决自组织出

现的环境条件的 ,协同学基本上是解决自组织的动

力学机制的 ,突变论是着重从数学抽象的角度揭示

自组织的途径的 ,超循环理论主要是解决自组织的

结合形式的 ,而分形学和混沌学理论主要是从“时

空序”的角度来解决自组织的复杂性与图景的 。这

决定了以这些具体的自组织理论为科学基础的具

体的自组织方法之间具有很好的通约性 。以这些

具体的自组织方法为基础的自组织方法论将成为

研究地理环境整体性并将其原理化 、准则化的重要

的方法论。这些方法指导下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研究 ,应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3　“整体性”的研究内容

地球表层空间系统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或地

理环境的组织性 ,虽然现代的地理学尚无法充分地

实证 ,但是这已成为地理学家的一种信念 ,他们坚

信自组织性的存在 ,地理环境的自组织性已得到确

证。按照自组织方法论的专门研究者的观点 ,组织

可以分成自组织和他组织(或者自组织和被组

织)
[ 16 ～ 19]

。自组织是指无外界特定干预下的演化 ,

即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的组织化过程;他组织(或

被组织)是指在外界特定干预下的演化 ,即组织力

来自系统外部的组织化过程 。与自组织和他组织

同一个量级的概念还有无组织或非组织。它也可

以分成非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的自非组织和非组

织力来自系统外部的他非组织二种类型。自组织 、

他组织 、自非组织和他非组织的关系可以由表 1表

示。就组织性与整体性的关系而言 ,整体性包含了

组织和非组织二个方面。但组织在整体性中的作

用更为重要。仅就组织性而言 ,在地理学中有时是

很难将自组织与他组织截然分开的 ,在较小的区域

或论题范围内的他组织则在较大的区域或论题范

围上则转换为自组织 ,这是因为对比较小的区域而

言是来自区域外部的组织力是外组织力 ,而随着区

域范围的扩展 ,这种外组织力则成为扩展了的区域

的内部的组织力即内组织力;同样 ,在比较大的区

域或论题的自组织则在比较小的区域或论题范围

上则转换为他组织 。

表 1　组织与非组织的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organizing and non-organizing

总概念 组　　　　　　织 非　　　组　　　织

涵义 系统向有序化 、结构化方向演化的过程 系统向无序化 、瓦解化方向演化的过程

二级概念 自组织 他组织 自非组织 他非组织

涵义
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的组

织化过程

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的组

织化过程

非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

的组织化过程

非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

的组织化过程

　　遵循自组织哲学或自组织方法论 ,组织的演化

过程可以化分成三类:第一类 ,由非组织到组织的

过程的演化;第二类 ,由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

的过程的演化;第三类 ,在相同的组织层次上由简

单到复杂的过程的演化 。这三类或三个层次的演

化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们构成了过程演化的连

续统一体 。据此 ,地理环境整体性也可以理解为组

织的演化过程与状态 ,包括由地理要素(或次级地

域)到地理小系统 、由地理小系统到地理系统以及

由简单的地理系统到复杂的地理系统的 、组织水平

和组织程度提高的过程或状态(图 1)。

　　从自组织方法论的角度看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 ,其基本的研究应该包括:地

理环境整体性的形成条件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

动力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途径 、地理环境整体

性的基本结构和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复杂图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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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这些自组织理论或自组织方法在地理学乃至地学中的运用问题 ,将专文系统阐述。

图 1　整体性的演化过程

Fig.1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不同的研究内容 ,其所籍助的主要的方法论工

具也是不同的。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形成条件的

研究应主要籍助耗散结构理论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

性基本动力的研究应主要籍助协同学 ,对于地理环

境整体性基本途径的研究应主要籍助突变论 ,对于

地理环境整体性基本结构的研究应主要籍助超循

环理论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复杂图景的研究应主

要籍助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表2)
①
。

表 2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内容及其自组织方法

Table 2　The resesrch contents and the self-organizing

methods of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内容 籍助的主要自组织方法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形成条件的研究 耗散结构理论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动力的研究 协同学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途径的研究 突变论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结构的研究 超循环理论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复杂图景的研究 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

　　I.普利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
[ 20]
论对地理

环境整体性形成条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自组织方

法论。这种方法有助于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地理环

境整体性的形成条件 ,进而指导人们如何创造条件

以实现地理环境整体性。从这种方法论看 ,地理环

境整体性的实现 ,第一 ,创造条件使得地理环境系

统开放 ,使得外部对地理环境系统的输入自由化 ,

并且使得这种输入达到一定的阈值;第二 ,对地理

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 ,看各个组成部分是

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因不断的输入而趋

向非线性或非平衡性 。

H.哈肯所创立的协同学
[ 21]
对地理环境整体性

基本动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自组织方法论 。这种

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

本动力 ,进而指导人们如何提供动力以实现地理环

境的整体性。从这种方法论看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实现 ,第一 ,了解地理环境系统的子系统的数量和

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可能关系 ,构建子系统之间合

作的桥梁;第二 ,了解地理环境系统的稳定性状况 ,

发现其不稳定性所在;第三 ,在不稳定之处 ,通过各

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分析 ,发现和确定影响整体性的

序参量;第四 ,寻找和发现序参量的变化以及役使

规律;第五 ,通过外界控制参量与序参量的相互作

用 ,激励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形成与发展 。

R.托姆所创立的突变论
[ 22]
对地理环境整体性

基本途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自组织方法论。这种

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

本途径 ,进而指导人们如何确定途径以实现地理环

境的整体性。从这种方法论看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

实现 ,第一 ,通过观察地理环境系统发展变化的轨

迹是否产生相互分离的现象 ,是否产生突跳行为 ,

了解地理环境系统的发展演化的途径;第二 ,在地

理环境系统发展变化的临界点或临界区通过诱导

使地理环境系统发生向有利于人类活动的方向突

变 ,或使地理环境系统逐渐趋于平稳变化 ,引导其

自发地实现整体化 。

M.艾根等所创立的超循环理论
[ 23]
对地理环境

整体性的基本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自组织方法论 。

这种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地理环境整体性

的基本结构 ,进而指导人们如何确定结构以实现地

理环境的整体性。从这种方法论看 ,地理环境整体

性的实现 ,第一 ,在具体的地理环境系统的联系中

注意构建循环偶合环节 、因果反馈关系 ,特别注意

在不同层次之间构建因果反馈关系;第二 ,注意寻

找多种结合途径和结合点 ,特别注意“远缘”关联以

及可能的“远缘”关联等 ,使超循环得以形成 。

B.曼德布罗特等所创立的分形理论
[ 24]
和 N.

帕卡德等所创立的混沌理论
[ 25]
对地理环境整体性

的复杂性和演化图景的研究提供了自组织方法论 。

这二种理论可以有助于地理环境整体性复杂性的

研究 ,前者主要有助于研究地理环境整体性中的空

间特性与结构 ,后者主要有助于研究地理环境整体

性中的时间演化特性。

上述这些方法或方法论 ,通常要求在有严密的

数学方程的情况下来运用。然而 ,地理环境本身尚

很难构建出严密的数学方程 。这导致自组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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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地理环境整体性研究中的定量化的困难 。但

自组织方法论的概念 、思想和方法仍然可以“定性”

地运用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 ,对其研究起到重

要作用 ,特别是在将“地理环境整体性特征”提升 、

构建为“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过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 。

很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都与地理环境整体性

有关。在诸多研究中
[ 26～ 35]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思

想与上述方法论已有一些或偏重于观念或偏重于

定性或偏重于定量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这些

实证性的研究与探索 ,是我们思考与探索自组织方

法论指导下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解与研究的重要的

实证基础。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或原理的探

索与构建 ,除了沿着以已经有的运用自组织理论研

究地理环境整体性问题的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构

建之外 ,还存在着另外一条道路 。这就是 ,从自组

织方法论本身为出发点 ,思考与探索运用自组织方

法论研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可能性 ,即在尚无或者

尚少见具体地应用自组织方法论研究地理环境整

体性的实证性成果之前的理论思考与探索 。根据

科学哲学关于理论结构及其生成的基本结论 ,我们

绝不否认第一条道路的基础性与正确性 ,但也绝不

同意有的学者否定甚至全面否定第二条道路的正

确性与合理性的观点(这些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观

点 ,很可能是深受地理学的“归纳”逻辑的影响而对

“演绎”逻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致)。第二条道

路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或原理的创新以及地

理学的创新特别是地理学理论创新而言 ,可能是更

重要的。这样 ,地理学可能在“经验性”的基础上逐

渐增加“超验性”而尽快地发展成为现代科学;在将

来若干年里构建出来的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或原

理也势必具有比较完善的公理化形式。运用自组

织方法论研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其研究意义是什

么?

4　“整体性”的研究意义

在地理学特别是综合自然地理学或自然地理

的综合研究中 , “整体性”被界定为地理环境特别是

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 。然而 ,这样的观点

或观念 , 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它的更大的价值 。

“整体性”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之一 ,而且也

应是地理学(起码也是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

一———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原理 。这个原理与地理

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中的原理性的理论 ———以自

然地域分异规律为核心的自然地域分异理论和不

仅是人文地理学而且也是地理学的原理性理论

———以人地关系论为基础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共

生理论是同等重要的。它们构成了地理学的“基本

原理系统” 。对“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深入研

究 ,将使我们获得更多 、更系统的关于如何使相对

独立的地理要素或次级地域整化为整体性的地理

环境 、使低级的地理环境系统演化发展为高级的地

理环境系统 ,及其它们“定向”发展的理性知识。这

些理性的知识 ,一方面可以丰富现有的地理学的基

础理论 、坚实现有的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添补地理

学先进的综合性理论思维与落后的综合性方法之

间的鸿沟 ,另一方面可以使地理学在解决人类的生

存与发展等诸多综合性问题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

的作用。在应用“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时 ,我们应

该将其与具体地理环境系统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机

地结合起来 ,因为“原理”是一种指导 ,是一种方法

论 ,而不能替代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 。“地理环境

整体性原理”势必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着眼于次级

地域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域结构合理性和相

关地域之间和谐性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中 ,在地理环境安全格局(secure pattern)的研究

与构筑中 ,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作用 ,也势必会

因此而完善与发展。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或原理

构建的道路势必还很漫长 ,但无论如何都应该走

“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复合的道路 ,并应更

加重视“第二条道路” ,这样才有助于添平“地理环

境整体性原理”的思想或理论思维的先进性与“地

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方法或技术手段落后性之间

的鸿沟。“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研

究任重道远!

地理环境整体性虽然已在绝大多数的地理学

工作者的地理思维与实践中得到重视与运用 ,但这

可能主要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尚需要走向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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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Principle of Geography

PAN Yu-Jun

(College of Tourism &Geography Sciences ,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 Kunming , Yunnan 650092)

Abstract:Studied by two mutual-complementary methods:demenstration and comprehension , the research of integra-

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hould emphasize more o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n the basis of “ontol-

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thodology of self-organization , th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aspects of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s the forming factors , basic motivations , fundamental methods , elementary

structures , complex prospects and so on , which is not only one of the elementary natur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eography.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integration;methodology of self-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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