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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的逻辑基础

潘玉君　陈　路

(云南师范大学 旅地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是地理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整体性。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有“实证”

与“理解”二个互补的研究途径。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应在“本体论”意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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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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面小康” 、“和谐社会”和“新发展观”等等重要

的现实任务和理论命题 ,都与地理环境有极其密切的

关系。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差异性等鲜明的特点。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认识地理环境本身和认识以地

理环境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然而 ,目前学术界对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的理论认识停

留在现象的描述上 ,亟待理论的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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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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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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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

成不仅与古老的东西方文化中即已存在的事物具有

整体性的观念与或思想有关 ,而且与近现代形成的

系统论有关 。古老的东西方文化中即已蕴涵着的诸

多关于事物具有联系性 、整体性的观念或思想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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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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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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可以有两个互补

的基本的认识途径:一是着眼于“实证” ,即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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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诸多论著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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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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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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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某个特定等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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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的各次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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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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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科学的一般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概括社会科

学的一般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 ③从哲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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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理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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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建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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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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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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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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组织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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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

但组织在整体性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仅就组织性而

表 1　组织与非组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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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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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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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图 1　整体性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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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

研究内容 ,其所籍助的主要的方法论工具也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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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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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动

力的研究应主要籍助协同学 ,对于地理环境整体性

的基本途径的研究应主要籍助突变论 ,对于地理环

境整体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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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图景的研究应主要

籍助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如表 2)。

表 2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研究内容及其自组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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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动力的研究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途径的研究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基本结构的研究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复杂图景的研究

耗散结构理论

协同学

突变论

超循环理论

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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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

理环境整体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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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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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补地理学的先进的综合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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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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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结构的合理性和相关地域之间的和谐性的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 ,在地理环境的安全格局

(secure pattern)的研究与构筑中 ,在“西部大开发”和

“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作用 ,也势必会因此而完善

与发展 。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或原理的构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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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的道路 ,并应更加重视“第二条

道路”。这样才有助于填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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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或技术手段的落后性之间的鸿沟。“地理环境

整体性”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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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Principle of Geography

PAN Yu-jun , CHEN Lu

(College of T 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s , Yunnan Normal Universi ty , Kunming 650092 ,C hina)

Abstract:Studied by tw o mutual-complementary methods:demenstrat ion and comprehension , the research of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hould emphasize more o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n basis of “ont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thodology of self-organizat ion , the re-

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aspects of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s the forming factors , basic motivations , fundamental

methods , elementary structures and complex prospects and so on , w hich is not only one of the elementary nature of geog raph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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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mic Picture in the Horizon of a Philosopher

MENG Hai
(The Institute of Phi losophy ,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 ciences , Changchun 130033 , China)

Abstract:M ost of early Jaspers' modern physical consciousness is closed and unilateral , relevant w ri tings is full of meaningless cliché of “ old” and

“new” physics.But late Jaspers follows the step of the t imes , grasped the true im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s in modern physics and contains

the scope of modern physical theory to the maximum , thus set tles a vast space for lay a foundat ion of new world ou tlook.Even so , Jaspers is throughout

a follow er of Kant' s philosophy , in his opinion , as all sciences , modern physics is also has i ts sense and boundary.

Key words:Jaspers;modern physics;Einstein;Kant' 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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