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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和纯思辨性的概念对于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地理学方法论》从方法论的高度，论述了地理学中若干对立统一的相对概念，包括科学与人文、空
间与时间、还原论与整体论、主观与客观、归纳与演绎、可能与现实、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例
外与普适、思想与历史、传统与创新等；在此基础上，回顾和总结了中西方地理学创新的历程，提出
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创新的源泉和途径。

《地理学方法论》可供地理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阅读，也可供相关学
科关心哲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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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导论方法论是任何学科都在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地理学也不例外。
纵观地理学发展史，地理学的任何重大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支持。
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和学术创新至关紧要。
“自主创新，方法先行”，方法论研究是实现中国地理学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
1.1 方法与方法论方法的重要性，在从日常生活、工作到学术研究的广泛领域都得到认可。
我们的先人对此早有总结，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因此也产生了对“器”和“渔”的研究，这就是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涉一门学科的性质和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也是难点问题。
不同学科的学者因其理论基础和哲学立场不一，方法论主张也不同，因此很难达成共识。
困难还在于，人们往往容易混淆方法论和方法，并产生困惑。
辨明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很有必要。
1.1.1 词源学的探讨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有着必然的渊源和紧密联系。
无论是从中文还是从英文构词来看，都可直观地看出“方法论”一词源自“方法”。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method有秩序（orderliness）和做事之道（wayofdoingsomething）两个
意思，“logy”这个后缀意为某门学问，如biology、sociology等（张芳杰，1988）。
所以，单从构词的角度看，方法论就是专门的、关于方法的学问，是方法的学科化；而学科的英文对
应词discipline，也有“纪律”之意，实际上就是更为严格的规则。
这意味着“方法论”与普遍意义上的“方法”存在着专与泛、宽与严的区别。
当一些知识趋于专门和严格，它也就贴近或符合“科学”的基本含义。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方法的中外文含义有相通之处。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希腊语‘沿着’（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
合成，其本意是‘沿着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种途径’，后意指达到某目标或做某事的程序或过程”
（李醒民，2008）。
由此可见，“方法”不但是一种理论上的途径（“道路”，可引申为规则），而且是一种实践活动（
“沿着”）。
在中文中，关于“法”的本意，说文指出，“（法），刑也。
平之如水。
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也就是公平如水或像神兽解一样去除不正直的人，所以其
本意是律法或法度。
“方”的含义和“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天志?：“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
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
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和也。
此者故何？
则圆法明也。
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
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
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
此其故何？
则方法明也。
”由此可见，“方”的原意就是合乎“矩”；最初的“方”、“法”两字联用，是作为区别于度量“
规”的“圆法”的度量“矩”的“方法”。
中文中的“方法”一词，其核心意思是“符合”（某种规则的）“法度”。
总之，中文和西文中的“方法”都包含“规则”的引申意，并都有“方向”或“正确”这一价值或目
的指向。
其不同之处在于，西文中的方法指示并强调方法也是一种行动“律令”，而中文中的方法则强调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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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一种评判标准。
地理学中“例外”与“普适”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区域地理学与系统地理学的二元论之争。
这一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以哈特向为代表的区域学派和以舍费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之
间的大争论为两者矛盾激化的顶峰。
虽然哈特向和舍费尔都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地理学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但是，具体来看
，两人的研究旨趣、价值观和历史观存在较大差异。
舍费尔从（当时地理学的）“现状”和（其他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对历史主要持批判态度，将对
法则的追求视为科学的核心和目的，然后将地理学视为一门与其他学科一样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而
哈特向则是以忠实于学科的“历史”特性为出发点，对历史（尤其是他所认可的方向）主要持肯定态
度，认为继承这种历史特性就是维护地理学的基本性质，并认为这就是地理学者努力的方向。
因此，他们的兴趣、价值观导致的偏好和历史观使他们对区域和系统地理学的实际倾向不一样，这也
决定了他们对地理学性质和方法论发展走向的最终看法。
这场区域与系统地理学之间的方法论大争论及其余波反映了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变革以及地理学者选
择等更为广泛和持久的议题。
哲学、地理学思想史以及地理学本身三者的结合，是每个意图在地理学方法论研究上作出贡献的学者
的必要条件。
方法论的探寻永无止境。
开放的平台和平等、多元化的讨论对地理学非常重要。
方法论的基本性质是动态演替性。
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途径有传承型、革新型和调适型，对于地理学都不可或缺。
方法论的发展不断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地理学能够并且应该为方法论研究和争论创造平台。
当前中国地理学界迫切需要加强方法论的探索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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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学方法论》是科学方法大系,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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