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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学派评述

朱春奎

(华东师大 自然辩证法所 )

内容提要
:

实证主义
、

人文主义
、

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三大哲学流派
.

本文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学派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

关镇词
:

人文主义 地理学

最近四十年来
,

西方地理学界不断地从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吸取教益以构建现代地理

学的理论体系
。

在这个过程中
,

人们的学术观点和哲学立场不断地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

了现代西方地理学中的证实主义
、

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三大哲学流派
.

本文从哲学和方

法论 的角度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学派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

一
、

人文主义概述

人文主义思潮把人的问题当做哲学的核心问题
,

以人为本质
,

认为人应该是哲学的

出发点和归宿
,

哲学应该研究人的本质
、

自由
、

价值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间题
。

它强调

主体的创造作用
,

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人的生命
、

意志派生的
,

或者认为事物的本质和

意义是人赋予的
。

在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中
,

以现象学
、

存在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地理学

的影响最为深刻
。

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派别
、

一种哲学运动产生于 20 世纪初德国的格廷根大学
、

慕

尼黑大学等一些高等学府
,

其创始者便是胡塞尔 (E
·

H us se lr )
。

现象学注意的中心间题

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之中意图与经验之间的联系
,

其基本价值观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研

究的需要
,

在研究上述联系时可以改变研究的目标
。

因此
,

社会科学家不仅需要认识人

的观察力
、

还要认识所要观察的目标
,

杜会科学家必须研究人如何体验世界
。

现象学家

重视人们曾经生活的世界
,

即生存空间 ( e b en
s w el t )

,

其 目的是认识必需的和恒定的 目

标特征所提供的在存在结构制约下的全部生存空间的关系
。

该目的实现必须求助于理解

沟通 v( e sr t he en ) 的方法
.

也就是说
,

调查研究者在理解所研究的个人行为时
,

应该进

入并与该人情感一致
,

站在这个人为立场上联想自己
,

从而理解能促发该人行为的意向

( i n t e n t i o n )
。

在现象学的直接启发和推动下
,

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
,

二者相互融合
,

成为西方一

股强大的国际性的社会思潮
。

存在主义以
“
存在

”
为基本课题

,

以
“

人的存在
”

为全部哲学

的出发点和研究中心
,

试图恢复存在的具体
、

直接经验在人 一环境相互作用 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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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
。

存在主义认为
,

要把握事物的本质
,

必须剔除一切外在的
、

虚假的成分
,

使

事物呈现出它固有的本性
。

要做到这一点
,

必须 由物
、

现象还原到
“

自我
” ,

然后又以
“
自我

”

的存在创造出存在的世界
。

唯心主义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刻传统的哲学
.

它的哲学立场主张大脑的活动是

人类存在和认识的基础
,

世界只能通过意念间认识
,

不通过大脑来认识的所谓
“

真实
”
世

界是不存在的
。

因为每个人都作用于世界
,

世界是通过意识而构成的并具有一定的结

构
。

由此得出的推断是社会科学有别于 自然科学
:

前者研究人脑之中的世界
,

而后者研

究人脑之外的世界
。

严谨的唯心主义者认为
,

大脑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

大脑的内容

构成现实世界
。

它的一般状态
、

规律
、

秩序存在于全部合理性行动之中
,

如果重新思考

或重新构成人类行动中所包含的思维
,

就可以理解人类行动或其行动的结果
,

就可以发

现人类行动的合理性
。

二
、

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

地理学中持一般的人文主 义倾向的学者主要 有科克 〔w
·

iK
r k )

、

洛温塔尔 ( D
·

L o w en ht al )
、

段义孚 〔Y
·

F
·

D ua 动等
.

科克早在 50 年代初就提出人 们的活动受他们

知觉形成的地理映象的影响
,

并于 1 9 6 3 年在《地理学若干问题 》一文 中将地理环境区分

为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两部分
:

现象环境是地域上与人类有直接联系的 自然人工产物和

社会的综合体
;
行为环境是通过价值选择作用的知觉的现象环境

。

他认为人类与现象环

境的关系
,

就是对行为环境进行的各项决策的结果
,

所以地理学不仅要研究 自然环境
,

而且要研究价值
、

行为环境
、

决策等问题
。

洛温塔尔强调说
,

每个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都可以建立起地理认识论
,

这种认识论是建立在直接经验
、

记忆和幻想构成的个人地理

学基础之上的
。

这种世界观既受个性等独特变量因素的影响
,

又受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

响
。

从基本意义上看
,

这些个人地理学是人的镜子
,

因为它们通过重视人探讨世界经验

的顺序和意义的方式来反映并揭示人的本质
。

1 9 7 6 年
,

段义孚在其《人文主义地理学 》

一文中
“

把人文主义解释为广义的概念
,

即什么是个人 和个 人所能做的工作
” ,

认为
:

“

人文主义的透视集中于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及其产品
” 。

因之
“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
,

人们地理行为认及人对空间和地方的感觉和思维
,

以达到了解人 的世

界的目的
” 。

最先倡导地理学的现象学研究的是雷尔夫 (E
·

R el p h )
,

他认为现象学的基本 目的

是指出一种方法来替代以假设一检验和理论建立为内容的实证主义
,

这种方法以经验世

界为基础
。

地理学的现象学研究与现象环境有关
,

现象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都是独特

的
.

研究者应抛弃先入之见
,

不能用 自己的思想解释别人的主观性
。

默塞尔 ( D
·

C
·

M er ce
: )和波维尔 0

·

M
·

P o w ell )也曾于 1 9 72 年在《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学和非实证主义

观点 》中指出人文地理学需要一种强调人类经验及其对世界知觉的丰富性的观点
,

他们

认为只有行为研究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

存在主义哲学对地理学的意义表现为它提供了一种重视日常社会人类生活的意义和

质量的观点
.

地理学中存在主义观点最坚定的推崇者塞缪尔斯 ( M
·

S
·

aS m ue ls)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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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地理学

。

存在主义地理学通过制约
、

修正或改变各

种关系的历史状况
,

力 图重建或改变现在占有者
、

使用者
、

开发者以及学生心目中 的原

有景观
” 。

正是运用存在主义方法重构社会及个人空间传记 ( S aP iat l b iog
r a p hi e s ) 的能力

使得杰克逊 (P
·

Jac k s o
n) 认为对社会科学而言

,

存在主义一现象学比其它任何学说都更

为重要
,

因为它容许对社会关系空间结构的分析
.

地理学中唯心主义观点最坚定的推崇者是两位历史地理学家哈里斯 ( R
·

H ar ir s) 和

格尔克 (L
·

G ue l k e
)

。

哈里斯对科林伍德 ( R
·

G
·

C oll in g w oo d) 在其《历史学的观念 》中

所表述的唯心主义立场极为推崇
,

这种唯心主义立场认为
,

为使研究者能以评判分析方

式解释人类行为
,

必须重新构想所研究的人的思维
。

格尔克也强调人类的合理思考
,

他

反对抽象地追求法则与原理
。

他认为
,

直到现在对人文地理也没有归纳 出法则
、

规律
、

今后也不可能用数学对复杂的社会总结出规律
.

在格尔克认为
,

地理学的任务是明确地

记述现实的复杂的世界
,

只有正确认识现实世界
,

才能更好地说 明世界
,

而了解人类的

行为地理则是认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

人文主义学派对城市问题的透视

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对地理空间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

认为人文主义的地理空间概念并

不是抽象的几何空间
,

而是根据人的意图和 目标确定的非几何空间
,

表示一种联结客体

和意识的意图网络或某个集团分享意义和价值的地域范围
。

在人文主义的空间概念中
,

距离是指情感通连性的一种测度
,

而不是指用里程
、

时间或成本度量的几何空间
。

在人

文主义的研究中
,

地点是地理空间概念的核心内容
,

定义为意义的中心或人类情感依恋

的焦点
。

区域基本上是地点的同义词
,

其区别只是空间尺度上的不同
,

区域的概念意味

着情感通连性较差
。

人文主义地理学派正面探索了城市内人地关系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

其对城市

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个人有独特见解
。

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
,

西方社会的城市乃是其科

学技术和生产力急速发展的产物
,

而城市间题
,

包括城市内的个人间题的产生
,

与物化

了的城市内的人地关系有关
.

人文主义学派的城市地理学家
,

包括段义孚
、

巴蒂梅 ( A

·

B ut it m e r )等
,

认为现代城市内的物化了的人地关系具有无根性和无意义
,

使人的本

性与现实环境的距离愈来愈大
,

增加了距离感和冷漠感
。

要改变这种状况
,

必须使人地

关系人性化
。

例如
,

要促进人们对居住的
“
地域

” ,

不单是一个几何空间
,

而是人地之间

所产生的一种亲密关系的结果
,

其中包含 了很多象征意义的事物
,

反映人们的思想
、

性

格
、

价值观念和感情
。

这样一来
,

对城市问题的分析
,

不能采用空间分析学派 (实证主

义 )所坚持的客观立场
,

而只能采用主观或互为主观的分析法
,

要十分重视感觉经验而

不依赖理论推理
,

否则
,

充其量只是一般知道而不能深刻理解物化了的城市环境和 问

题
。

新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派认为
,

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单是一个经济间题
,

而且还必须

考虑空间平等这一原则
,

希望通过对城市内种种空间不均等现象的分析
,

谋求补救办法
。

社会科学里
,

不少社会学家
、

经济学家和规划师认为间题不存在于地理空间本身
,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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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分化
。

所以
,

要解决空间不均等问题
,

就必须改变社会经济的分化过

程
。

但是
,

如果深入分析
,

再加上生活空间和感应空间的研究结果
,

便知道因果关系并

非如此简单化
.

穷人由于贫穷而被迫住在条件差的贫民区
,

那里环境恶劣
,

交通不便
、

学校设备差
、

感应空 间狭窄局限
,

活动范 围小
,

寻求好职业的机会少
,

于是就难于摆脱

贫困和脱离贫民区
,

空间不均等不断加深
。

人文主义地理学者认为
,

这种情况不完全是

整个社会经济分化的结果
,

不应该把城市问题都归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

而技术进步
、

人类特征的变化也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

显然
,

人文主义学 派并没有抓住城市问题的

本质
,

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

难以彻底解决城市问题
.

四
、

结语

人文主义哲学本质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
,

包括多种有关人的哲学流派
。

地理学中

的人文主义研究之所以能够统一
,

主要是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在许多方面的见解是一

致的
,

就寻求确定存在 ( b e i n g ) (存在
、

现实
、

物质条件 )和意识 ( e o n s e i o u s n e s s ) (思维
、

观念
、

映象 )之 间的关系而言
,

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具有相似 的特征
。

所以二者都从人的

角度出发看待宇宙万物
。

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都提供机会摆脱数量地理学对几何空间的重

视
,

代之以对地点概念的研究
。

唯心主义地理学家主要关注的不是提供事件的 因果解

释
,

而是简述其意义与重要性
。

这一再思维过程实质上与现象学家的理解沟通法一致
。

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体
,

强调人类中心论
,

强调知识的主观性
,

拒绝接受实证主义地

理学一味强调空间结构与抽象的空间逻辑的
“

几何决定论
” ,

宣扬一种以人为 中心的地理

学
。

这种地理学认为就人表现 了 自然科学研究的那类现象中一般不存在 的特征 (如创造

性
、

个性
、

人的价值 )而言
,

对少
、
类空间行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 同于 自然科学进行

的同类研究
,

而需要 由更加重视价值和人的 日常环境经验的少
、
文主义方法所替代

。

然而
,

人文主义方法在地理学界并未吸引多少信徒
,

人文主义方法并没有激发出期

望的那么多成果
,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种种质询
:

实证主义者认为它所采用的方法是主观

的
,

非科学的
;
而结构 主义者则认为它的研究成果是对社会现实的歪曲

,

因为它赋个人

行动自由
,

而实际上个人的行动是受深层结构 (社会经济背景 )影响的产物
。

在开拓地理学研究领域
,

为地理学注入新鲜活力方面
,

人文主义
、

实证主义
、

结构

主义三大哲学流派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

三大流派的并存与论战充分体 同了西方地理学

哲学的分化
,

对西方地理学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

更重要的是
,

这种分化并不是割

裂或支解地理学
,

相反
,

它将从更高层次上使地理学达到统一
。

地理学必须多渠道向前

发展
,

因为它的研究领域太复杂 以致不能从单一渠道被人们理解
。

每一研究方法都能揭

示复杂间题的一个侧面
,

各研究方法相互补充方能重构 出完整的复杂的多面体 1 1 一个

由人和环境交织在一起的空间体系
。

这才是现代西方地理学哲学高度分化后重新发现的

真正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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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进入海洋的今天
,

海洋的价值越来越受世界各国的重视
。

它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资源宝库
,

是国际交通的坦途
,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
,

因而许多国家特别是沿海

国家在海上普遍存在着广
一

泛的国家安全利益
,

对海上航道的控制
、

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和

利用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体现
。

环顾我国周边
,

不难看清
,

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
,

都存在着复杂的争议
,

具有

争议面广
、

涉及的国家多
、

争议面积大等特点
,

因而解决的难度也较大
。

这些问题同我

国国家安全利益休戚相关
,

是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

也是处理我国国家安全问

题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