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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在分析了人地关系论思想渊源的基础上, 对环境决定论、或

然论、生态论、景观论、行为论、空间论、文化论和可持续发展论进行了综合评述和重新审视, 提出了

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原则——综合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因果原则、整合性原则和人地相关原则,

并对上述原则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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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及
人地关系理论

近代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论其思想渊源有 5 个方

面: 一是基于自然神学的目的论思想。认为造物主创

造了有秩序的自然,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有

相互的适应性, 但人因具有创造力而与其它自然物

不同。二是自然控制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人类

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和伟大而产生的敬畏心理, 经过

长期的文化积淀, 表现为对无法解释的事项、无法控

制的自然力量的一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认可。三是

人是大地主宰的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世界万

物, 并给予了人特殊的地位, 人类有充分的权力利用

自然和改变自然秩序。这一思想在近代主体至上哲

学思潮、工业主义思潮推动下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

并发展成征服自然的人地观。四是基于理性哲学思

考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孟德斯鸠在所著的

《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用五章的篇幅阐述了自然环

境, 特别是气候对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生理特征以

及地方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 奠定了近代环境决

定论的哲学基础[ 1 ]。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这一

思想通过流变、嫁接, 在近代地理学中产生了 3 种人

地关系论: 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观

点结合, 对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环境决定论”

有直接影响; 达尔文的随机理论和概率统计学的思

维方式以及理性哲学思想的结合, 对以后的或然论

有相当的影响;“适者生存, 自然选择”的观念和生态

学、人类生态学的结合, 造就了适应论 (协调论)或生

态论之说。在以上 5 种思想的影响下, 地理学以“人

—地关系”为思想构架, 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

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 从而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其内涵更为丰富和充实。

1. 1　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性作用与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学关注

的重要内容。近代环境决定论体系的构建, 导源于德

国的拉采尔, 其所著的《人类地理学》一书认为, 人和

动植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 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

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其后美国的辛普尔、亨丁

顿, 澳大利亚的泰勒, 法国的德莫林斯等人相继发

展、推进了环境决定论[ 2～ 4 ]。

环境决定论从其成型开始便遭到了强烈批评。

但是, 环境决定论无疑存在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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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① 环境决定论用自然环境的作用否定“神权统

治”, 人地关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 并加强

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 推动了地理学研究向科

学化方向发展; ②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在环境决定

论的一般概念下统一起来, 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

合二为一, 开创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化探讨, 在地理学

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③强调了环境对人类

活动 (现实、潜在或未来) 的作用和对人类生存发展

的重要性。由于对环境的关心而导致环境意识和环

境策略的兴起, 从而奠定了当代环境意识、生态意识

和全球意识发展的基础; ④绝大部分环境决定论者

都不是绝对的或极端的决定论者, 并没有否定人的

力量和作用。

环境决定论在不断接受批评的发展过程中, 也

不断进行着内涵的转变: 由单一自然要素决定论转

向自然环境决定论, 由狭义自然环境决定论转向广

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由对身心、气质、精神等方面

的影响转向对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影响;

由直接的、线性的、单向的、静态的“绝对的机械决定

论”转向动态的、网络的、关联的“相对决定论”。这种

转变无疑将形成一个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现

代环境影响论”。

1. 2　人在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力、选择力与

或然论

维达尔·白兰士根据拉采尔所著《地学》第二卷

的论述形成了或然论。认为: 自然为人类的居住地规

定了界限, 并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

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

同。白兰士的学生白吕纳进一步提出:“人类与自然

环境有联带关系, 其关系并非自然环境单方面的作

用, 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选择的自由和活动的余

地”[ 5 ]。法国历史及地理学者费玻尔在所著的《历史

学的地理学导论》一书中, 称这种观点为或然论。

或然论强调了人类的选择力和创造力, 倡导并

发挥了人力足以改变自然的具体概念。与决定论一

样, 或然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 ①或然论作为一种抽

象的观念, 无法提出具体的模式和适当可行的方法

解决复杂的人地问题[ 6 ]; ②或然论缺乏决定论那样

的研究深度, 对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改变后的环

境又如何作用于人类的研究尚无实质性推进, 而这

一研究本是或然论可望取得理论进展的最佳方向;

③或然论的观点缺乏一套可检验、可实证的标准。英

国地理学家斯帕特等认为在“自然作贡献、人类作选

择”的情况下, 自然所作贡献的机会并非毫无限制也

不是到处相等, 而是随地区、时间、经济实力和科技

水准的不同而不同, 由此形成可由统计方法来具体

化的概率论观点。

长期以来, 学术界将或然论看成与决定论绝对

对立的观点, 并出现以或然论否定决定论的思潮, 严

重地忽视了两者的共性和互补性: 两者均以“环境的

整体性”和“人地的交互作用”为出发点; 决定论强调

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强制性”或“限制性”, 或然论

则在环境的限制性这一客观现实基础上强调人类活

动的主体性和选择的能动性。两种观点彼此渗透、互

为依存。笔者认为, 未来人地关系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口不会在“生态论”、“调节论”、“行为论”或“景观论”

上的衍生, 而只能在环境论和或然论 (人类活动影响

论)的深化、整合过程中寻求建树。

1. 3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冲击与生态论

美国地理学者巴罗斯将生态学的观点引入到地

理学中, 认为地理学的论题应规定为完全论述人与

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20 世纪中叶开始, 由

于人类普遍关心环境质量, 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

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已有初步的认识, 于

是生态学的观点再度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 并形成

了人地关系的生态学研究方向[ 7, 8 ]。

生态论的要义可概括为: 生态学概念的引入, 使

人类活动、生物作用、自然营力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

加以整合, 既避免了决定论和或然论各持一端之嫌,

又打破了自然和人文的二元论观点; 生态学为人地

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研究方法模式, 如结构与

功能、营养层次与连锁反馈、生态平衡等观点, 以及

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测度方法, 使其研究更科学

化。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联姻有助于加强环境观点和

生态观点的结合, 地理学综合分析方法与生态学的

系统分析方法的结合, 空间地域的研究与物质流、能

量流的研究相结合, 并可望取得人地关系研究的理

论突破。然而, 生态学的研究并不能涵盖地理学和人

地关系的所有内涵, 也不能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无限

制的应用与扩展。

1. 4　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外观的改变与景观论

在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 德国学者施

吕特尔在拉采尔文化景观概念基础上, 创立了“景观

论”概念[ 4 ] , 后经帕萨格尔、美国的索尔和苏联地理

学者的推进确立了地理学的景观研究方向。景观论

者认为, 人是地表景观形成的主要力量, 强调通过景

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评估、景观设计、

景观制图来建立系统的景观研究体系, 以此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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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各种可见和可感事物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景观研究有其优点: 景观把自然与人

文兼容并蓄, 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 9 ]; 景观作为区

域的整体外观, 体现了地理学的地域性; 景观论从地

理环境和人地关系中抽出实体的、可见的或可感知

的事物, 使其研究对象趋于具体明确, 易于观察, 便

于实证, 避免了“关系”的模糊、笼统之嫌。然而景观

论同样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 它忽略了社会的运作、

人类行为、文化及社会营力, 难以建立完整的系统理

论。在“时—地—事”的开放系统中, 若不与社会经济

文化的区域联系相结合, 单纯的景观研究往往会出

偏差。景观研究本质上是土地综合体、土地利用研究

的一个方面, 离开土地综合体的景观研究必然走向

死胡同。因此, 景观学派要发展, 必须回归其母体

——土地综合体上, 并要注重人地相互作用中潜存

与现实、过程与结果的研究。

1. 5　人类与环境的感应和行为交流与行为论

随着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逐渐成熟, 在地

理学中兴起了一场行为革命[ 10 ]。行为地理学的发展

对人地关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通过研究人

类的环境知觉和空间行为, 可透彻地了解和检验人

—地之间的关系。用人类的行为感知过程把人类与

环境关联起来, 克服了传统人地关系研究中只把人

类活动加以理性化、概括化且只注重人类活动和环

境后果的倾向; ②通过人与环境间的知觉、认知、激

励以及行为和行为方式、行为原动力、决策与反馈等

方面的研究, 并融入心理因素, 将地理学对行为的人

的思考推向深层次领域, 从而为人—地之间的协调

或调控提供了又一支撑体系; ③采用行为透视与区

域透视相结合的方法, 可以把人文地理学与同源的

社会科学各分支区别开来。这种透视使人地关系用

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分析、解决人地问题, 拓展了地理

学的研究领域, 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人口移动的

行为决策、环境对人类所施加的压力以及感受程度

及其对人类行为决策的影响; 企业、工业区位选择中

的行为因素; 景观、灾害、都市印象、市场、宗教等环

境知觉的人地感应研究; 农户、企业经营、城市规划、

环境行为、地方行为、国家行为在土地利用、区域规

划、地缘关系、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然而,

迄今为止, 人地关系的行为研究远未达到理想的地

步。其主要原因是人类行为受众多的自然、人文要素

的关联影响, 复杂易变且难于测度, 同时需要心理学

和行为科学的方法、原理支持。

1. 6　人地关系的空间组织结构与空间论

空间成为人地关系的核心概念, 归功于一大批

学者的思想及其开创性工作[ 11 ]。李特尔以整体性和

人地相关性看待空间, 在《地表空间的配置及其在发

展过程中的机能》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组织原

理”; 拉采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空间, 提出“生存空

间”的观念; 德国古典经济学以实证哲学为指导, 从

人类活动与地理事物的存在来界定空间关系, 强调

区位效益及其合理安排, 基于规范性假设和演绎法

创建了地租理论和区位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

把区位论和生态学引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化

过程的研究, 创立了城市空间理论; 法国地理学者科

利提出“复合体”空间概念, 认为“以地表空间观点来

研究各种事象是使地理学研究达到科学水准的唯一

途径”; 美国学者里奇等将行为科学的观点方法引入

空间结构研究, 强调空间依人的意图、目标、情感、感

应而界定, 将传统的绝对空间观推向变动的相对空

间观; 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使一批学者转向交通系

统空间结构的研究, 强调交通运输通讯的可及性和

通达性及其产生的区位分异和土地利用上的差异,

将空间看成是由人类活动系统 (居民、物品、技术、信

息等) 互动而形成的开放体系[ 12 ]; 吴传钧等将区域

研究、空间分析与现代系统论加以整合, 力图构建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13 ]。

空间与区域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在早期的

人地关系研究中, 空间和区域本是同一概念的两种

提法。只是从 50 年代以来, 区域研究衰落, 空间研究

兴盛, 导致空间研究与区域研究的日渐脱离, 这既有

标新之意又有避嫌之感。笔者认为: 地理空间的本质

是地域性, 空间的所有观念和方法同样可适用于区

域研究; 离开区域和区域要素的空间不再是地理空

间, 而现代地理学者谁也不会将区域看成是平面的、

静态的和封闭的区域; 空间分析方法 (动态、关联、层

次、相互作用) 本质上只是传统区域方法 (综合、对

比、分类、差异性)的发展。空间研究只是区域研究的

现代表现方式。因此, 关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之说

——区域研究、空间研究, 从逻辑上看属同一范畴,

是同一范畴不同研究角度的不同表述; 唯有以人地

关系为主轴, 才能从根本上缝合空间—区域长期以

来形成的鸿沟。

1. 7　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与文化论

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扩展、

整合的影响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领域。从 20 世

纪初以来, 文化对环境的影响才日渐引起学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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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从而形成了关于人—地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文

化观。主要有: ①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水平

决定着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每一种文化特征水平

都对应于特定的人地关系; ②汤因比的“挑战与适

应”模式, 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之为人与环境的

“挑战与应战”。从这一思想中我们能窥视出“环境决

定论”与“或然论”结合的缩影; ③怀特的“能量—文

化”进化观, 认为能量利用的技术水平、类型、效益是

推动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 ④文化

生态学中的人与环境的适应模式。人类活动固然有

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消极的一面, 但大多数文化中均

沉淀着保护环境的意识, 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 文

化才能持久的保存并得以发展; ⑤当代文化变革

论[ 14, 15 ]。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 不少学者提出:

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 重建人类文化道

德价值坐标体系,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实行“新人道

主义”, 培养民众的环境、生态意识, 力图通过文化变

革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以

此达到人地协调的目的。

文化决定论也是片面的: 虽然文化规范人们的

行为准则, 但人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面前并不

是束手无策和俯首听命的。在面临新的人地问题时,

人们总是从传统习惯和文化习惯之外去寻找解决办

法, 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

境, 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 把一切环境问

题归咎于文化进展, 要返古归宗, 也有失偏颇。文化

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是有条件的, 当人们在生存线上

挣扎而加速生存环境衰竭的时候, 文化价值观也失

去了它的支配作用。

1. 8　人地关系优化的目标与和谐论、可持续发展论

随着全球性人地矛盾的加剧, 如何协调自然环

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成为当代地理学所面临的主要

研究任务。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赋予了人地关系研

究新的内容[ 16～ 19 ]。从“八五”开始,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把全球变化、人—地系统调控与持续发展列入优

先资助领域, 相继或即将启动一批研究项目, 如地球

表层动态机制与人地系统调控研究、我国北方历史

时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河西地区环境演

变与人地关系研究等。该领域的项目实施无疑将把

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应用水平推上一个新

台阶。然而,“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作为人类社

会追求的理想模式和人地关系优化的目标, 具有泛

科学化的意义。对地理学来说, 最重要的乃是在这一

思想指导下, 构建富有实际地理内涵的人地关系理

论。

综上所述, 在传统的环境论、或然论基础上, 地

理学进一步从人类生态学、行为科学、区域与空间结

构、景观科学等不同侧面开展了人地关系研究, 并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 丰富了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方法

体系。每一方面的研究都有鲜明的特点, 也存在自身

的缺陷, 仅仅揭示了人地关系整体性的一个侧面。每

一种人地关系论均存在其合理性, 同时也存在理论

上的局限性。人地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决定了

从不同侧面研究人地关系的必要性; 人地关系的整

体性、综合性, 决定了唯有综合各种观点才能掌握其

全貌和本质。

2　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原则及内涵
界定

(1) 综合性原则。地理环境是一个有机与无机、

人文与自然、过程与关系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

特点决定了人地关系研究必须从整体中观察事物的

特性, 从各种事象的互相关联中把握整体属性。综合

性原则体现了在对人地系统整体性统筹把握下的分

析—还原与归纳—综合的统一。

(2) 区域性原则。地球表层自然事象和人文事

象分布不均决定了人地关系研究的区域性特点。要

把人地关系研究与特定的小区、典型区或省市各级

行政区结合起来, 从自然、人文、历史整合的角度, 研

究区域人地关系的演化、结构、功能、特征及其调控

对策[ 20～ 23 ]。洪堡认为, 世界的每一部分 (单元整体)

都是世界自然整体的统一性的反映, 强调全球的唯

一性和整体对局部区域的支配作用。李特尔认为, 作

为整体的特定区域都有其本身特性和既定价值, 强

调区域的独特性和对全球系统的贡献。区域性原则

是全球整体性、区域独特性、区域关联性的统一。

(3) 因果原则。地理环境的统一性意味着所有

地理事象相互间都有因果联系。洪堡认为, 研究地表

的各种事象, 必须由其因究其果, 这样才能明了历史

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实。李特尔认为, 地理学所研

究的因果关系, 并不像其它科学“追求事物原理”那

样, 而是限于形成地表特征的各种事象的相互关系。

人地关系的因果原则是区域与区域互动、要素与整

体互动、原因与结果互动、关系与实体互动的统一。

(4) 整合性原则。地理环境中存在大量对立的、

互补的或耦合的 (二元的或多元的) 地理事象, 表现

为在同一范畴体系中的彼增此减或同增同减现象。

整合性原则正是对地理学实体体系或关系体系这一

814　　　　　　　　　　　　　　　　　地球科学进展　　　　　　　　　　　　　　　　第 15 卷



特点的揭示。李特尔的基本人地观念是寻求“整合

性”。人地关系整合性原则表现为空间与时间的整

合、系统研究与区域研究的整合、人文与自然的整

合、独特性与共同性的整合以及不同等级层次地域

之间的整合。

(5) 人地相关原则。当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学刚

从地理学脱离时, 李特尔就敏锐地感到分化对地理

学产生的影响:“地理学要免被瓜分, 就要坚持它的

中心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形态同人

类的相关”。李特尔进一步阐述了与这一原则有关的

协调、相关、相互依存以及组织原理等概念。时至今

日, 地球科学已高度分化。前面所述 4 条原则对其它

地学或生物学等也可以适用。只有与人地相关原则

结合构成一组“基本原则集”, 才能客观地反映出地

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特点以及与其它地学或社会科

学的区别。

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互补统一

的。整体性强调了人地统一体中的彼此关联与作用。

区域性原则突出了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整合性原

则强调了人地及其组成要素 (或关系)之间的相生相

克、对立转化、衍生增长这一事物发展的本质, 构成

了人地关系多样性和丰富内涵的基础[ 24 ]。至于综合

性原则, 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对构成区域

人地关系特征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的综合, 这

一点构成了地理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二是要完成

地域ö要素、时间ö空间、地域ö地域的综合, 必须广泛

地吸取、借鉴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这一

点则构成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但

是综合不是缝合, 而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创新; 综合并

不排除从整体、地域和人地相关角度对地理要素进

行深入仔细的研究, 尽管这些单个的自然要素和人

文要素已成为其它学科独立的研究对象。地理学要

在人地关系研究上有所建树, 必须从根本上克服“微

观”、“要素”研究不深,“宏观”、“整体”研究上乏力的

格局。

上述原则的确立, 有助于消除人地关系研究中

要素与区域、专题与系统、自然与人文、时间与空间

等一系列二元性矛盾的纠缠和隔阂。上述原则的统

一, 乃是现代地理学的基本内涵, 是人地关系研究的

关键和理论突破点所在。

3　结　语

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三大知识领域之一,

必然为众多学科所涉及。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以

地球表层系统为物质载体, 这一对象实体的基本特

征有: 环境整体性、空间差异性、要素ö关系互补性、

人地相关性和超级复合性。针对上述特点, 地理学相

应地确立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五大基本原则: 整体性

原则、区域性原则、整合性原则、人地相关性原则和

综合性原则。依据上述原则, 地理学应“站在空间 (地

域)立场”(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 , 以“地球表层为

人类的家为重点”(与其他自然科学相区别) , 以“人

地关系为核心”(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有其独

特的对象, 都不把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主旨)来研究

人类和生存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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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ON THEORY OF M AN-NATURE RELATIONSH IP

W AN G A i2m in①,M IAO L ei2le i②

(①D ep a rtm en t of C ity and R esou rce P lann ing , Z hong shan U n iversity , Guang z hou 510275, Ch ina)

(②Cen ter f or U rd an and R eg iona l S tud ies, Z hong shan U n iversity , Guang z hou 510275, Ch ina)

Abstract: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is a cen tra l p rob lem of geograph ica l study, and also a new grow ing

po in t of in tersect ion of cu rren t na tu ra l sciences and socia l sciences. T here are five sou rces in m odern ideas

on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T h is paper ana lyses the theo ry’s system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and dis2
cu sses the ideas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environm en ta l determ in ism , po ssib ilism , eco log ica l, land2
scap ism , cu ltu rism , behavio rism , spa t ia lism ,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T he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char2
acterizes as in tegrity, territo ria lity, h ierarchy, com p lex ity. T herefo re, it is needed to syn thesize the eigh t

ideas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In o rder to con struct con tem po rary theo ry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 it

a lso pu t fo rw ard the five p rincip les in the study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Key words: T heo ry of m an2natu re rela t ion sh ip; Environm en t; T heo ry con struct ion1

迎接全球变化的挑战——全球变化科学研讨会将于 2001 年召开

全球变化科学研讨会将于 2001 年 7 月 10～ 13 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RA I会议中心召开。

全球变化科学研讨会在以下三方面介绍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最新科学认识: ① IGBP 核心计划的一

体化研究及 IGBP 的整体研究; ②包括W CR P 和 IHD P 的交叉研究, 以及由 STA R T 与其它研究机构协调进

行的区域性研究; ③对 IGBPöW CR PöIHD P 网络系统有贡献的单个研究计划, 他们为上述三个计划的一体

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①介绍过去十年来全球变化研究的成果, 重点回顾 IGBP 综合研究计划的成

果; ②介绍对国际计划做出贡献的支撑研究项目; ③探讨地球系统科学的下一个十年发展方向。

(本刊通讯员　侯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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