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闭窗口 

唐晓峰教授在中心作“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漫谈”学术报告
   

  

11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晓峰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

心主持了2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借此机会，中心邀请唐晓峰教授为师生作学术报告。下午，

唐晓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漫谈”的报告。报告会由西北环发中心主任侯甬坚教授主

持。报告地点在文科科研楼三楼报告厅，中心师生80多人前来参加。 

唐晓峰教授称地理问题可分为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学三个层次，他的报告就是从这三个层

次开始的。他认为，地理知识不仅为人类所有，动物也有，有的甚至超过人类。但只有人类，在经过

大脑的加工后，才会将这种地理知识上升为地理观念。但仅仅有地理知识、地理观念，还不一定是地

理学。再就是地理思想，它就存在于第二、第三两个层次中。他以新石器时代山东龙山文化陶瓮上

“日”、“月”、“山”组成的图形，及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玉琮（外方内圆）为例，生动形象地阐明

了地理思想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接着，唐教授述及早期地理思想史上“唯神”、“唯物”、“唯我”

三个发展阶段，他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加剧，地理问题变的越

来越现实，人对地理的思考不断加深，以人为主的环境理念在实践中也不断形成和完善。 

其次，他从秩序观念对地理思想进行了释义——秩序的观念就是思想史的过程。秩序有诸如生态

地带性、生物链……等自然秩序，和诸如五行、五方位、中轴、里坊……等文化秩序。自然秩序是人

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提示，文化秩序则是对自然秩序的文化加工，是一种建立和创造。文化秩序产生于

名分，产生于观念。人们对于秩序十分在意，中国古代的“岳镇方位，当准皇都”之说，就是讲究空

间秩序的一个绝好例子。 

第三，唐教授简略地谈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他说，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

操……等人的品质，而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地理不是仅仅“分布”在地面上，还存在

于人的心里。他以宋代地图中的长城、1860年西人及中国文人所绘上海地图的不同为例，说明了不同

的文化价值背景，以及个人的经验价值积累，对地理的认知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别。 

报告结束后，中心师生就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若干问题，向报告人进行了请教，唐晓峰教授对之

一一作了解答。报告给予大家以很深的启发，听讲人都感到受益匪浅。最后，大家起立对唐晓峰教授

的精彩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 

（王杰瑜  供稿） 

 

相关链接： 

唐晓峰新作：《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唐晓峰译作：[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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