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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别开生面的自然地理学教材
&&& 评郭永盛(王庆 )自然地理学原理*

蔡运龙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正如整个中国地理学的欣欣向荣一样!近年来我国高校地理教育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其表现

之一就是新地理学教材的层出不穷!如果说已形成百花争鸣的生动局面的话!那么郭永盛)王庆教授主

编的 0自然地理学原理1$科学出版社!!##"年%就是这姹紫嫣红园中鲜艳的一朵(
一般自然地理学教材!基本上以构成自然地理系统的圈层 $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土壤圈)生物

圈)人类圈%为阐述框架!这是长期主导科学界的分析性思维和方法的产物(当今科学探究和社会需求

都在呼唤综合和集成!笔 者 见 过 一 本 英 文 教 材 $.GMV37FLT*464<FLJ4+VWKFM73&T2J87RVWdB7KF3B37MZ9
UT33d(HQ28Sd;D$#%以局地尺度)区域和大陆尺度)全球尺度为纲!来组织自然地理要素!就是一种综

合和集成的尝试!但所见西方自然地理学教材仍然以圈层框架占优势(中国地理学者则以努力建立综合

自然地理学来响应这个潮流!一批 0综合自然地理学1的教材应运而生!其基本框架是以地域分异规律

为基础!主要从空间格局的视角进行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而该书 &内容不仅与某些高校地理专业使用

的i自然地理学基础i课程教材有所不同!也有别于大部分专业现行的i综合自然地理学i课程教材’(
最显著的 &不同’和 &有别’!是基于系统论的思 维 和 方 法 来 认 识 自 然 地 理 综 合 体(其 主 要 篇 章 依

次是"系统科学与自然地理系统!自然地理系统的组成与结构!自然地理系统的能量基础!自然地理系

统内部的物质联系!自然地理系统的演化!自然地理系统的地域分异!自然区划!自然地理系统的生产

功能!土地及其利用!人类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自然保护区(以系统思想组织起来的这些内容!不

仅继承了综合自然地理学关照 &格局’的传统!也在探究 &过程’和 &机理’上作了有益的尝试(
自上世纪:#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 就 努 力 通 过 科 学 方 法 论 的 构 建 来 实 现 科 学 化!努 力 建 立 普 遍 法

则!致力于能够做出预测 的 理 论)方 法 和 知 识!于 是 系 统 分 析 就 在 地 理 学 尤 其 是 自 然 地 理 学 中 大 行 其

道(这是逻辑实证主义影响地理学的一种表现!其主要取向是注重理论)模型和计量化(自然地理学的

所有领域都在 不 同 程 度 上 成 功 地 引 进 和 应 用 了 系 统 论 及 其 方 法!也 早 就 出 现 了 诸 如 )4C4.V283TW和

B4*4<TLLTSW的+VWKFM73&T2J87RVW"70WKPTEK*RR827MV!)4C4,GJJTPP的0WKPTEK*L73WKFKFL&T2J879
RVW和’78PV0G8Q7MT0WKPTEK等用系统论阐述自然地理学 的 专 著(但 中 国 地 理 学 家 的 类 似 努 力 不 够!尤

其是自然地理学教材显得与此潮流隔膜!而 0自然地理学原理1的问世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教材应该展示成熟的内容!也需要关注前沿论题!这似乎是一对矛盾!而该教材较好地兼顾了自然

地理学经典与前沿的关系(对诸如自然地理学研究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地球表层的基本特征)辐射平

衡)大气环流模式)元素的地球化 学 迁 移)地 貌 均 衡)自 然 地 理 系 统 的 节 律 性)不 同 尺 度 的 地 域 分 异)
初级生产力这些经典内容!作者 都 选 取 得 当!做 了 清 晰 的 梳 理 和 表 述(同 时 对 盖 娅 假 说)耗 散 结 构 论)
突变论和协调学)浑沌论与分形几何学)自然地理学今后的发展趋势等前沿进展也有适当的介绍(

该教材在建立一个新理论框架的同时!也关照了自然地理学的实践应用(例如!在介绍新中国自然

地理学的发展时!特别重视诸如综合考察)为区域规划决策服务的自然区划)土地资源研究等满足国家

需求的研究#而后面的几章则专门阐述了当前的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知识界 &究天人

之际’和 &经世致用’的传统(
总之!作者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框架!&介绍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目 的 是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全球及区域自 然 地 理 环 境 的 能 力’!为 大 学 教 育 提 供 了 一 部 别 开 生 面 的 自 然

地理学教材(值得指出!这本讲义从!##!年春季开始编写!到付梓时 &已经修订)完善并使用了N次’!
这种认真严格)精益求精的努力难能可贵!尤其在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

当然!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我们在充分肯定该教材的成绩和贡献时!也希望作者与时俱进!在今后

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再加修订和完善(例如!近 年 来 自 然 地 理 学 至 少 有 两 大 特 别 关 注 并 已 趋 成 熟 的 内 容!
就急需贯彻在教学中!一是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二是自然地理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