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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是西方地理学的一本当代名著，专门论述方法论的系统著作。
《地理学中的解释》共六编二十四章，讨论了哲学与方法论的关系，地理学解释中理论、定理和模型
的作用，地理学解释中的语言等，是地理工作者为提高理论水平，掌握西方当代地理学方法的一本必
读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学中的解释>>

作者简介

作者:(英)大卫·哈维 译者: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学中的解释>>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编　哲学、方法论与解释
第一章　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第二章　解释的意义
Ⅰ.解释的意义
Ⅱ.经验、语言和解释
Ⅲ.解释作为一种活动
第二编　方法论背景与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三章　地理学与科学——方法论背景
第四章　科学的解释——自然科学的模型
Ⅰ.通往科学解释之路
Ⅱ.推理的演绎方式和归纳方式
第五章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的解释问题
Ⅰ.研究的技术
Ⅱ.解释的概念内容
Ⅲ.解释的逻辑结构
Ⅳ.证实——为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陈述提供可靠的支持
Ⅴ.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的解释——一个结论
第六章　地理学中的解释——几个一般性问题
Ⅰ.科学哲学，地理学方法论和地理学中的解释——几个基本关系
Ⅱ.地理学方法论的某些争论
Ⅲ.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三编　地理学解释中理论、定律和模型的作用
第七章　理论
Ⅰ.科学理论的结构
Ⅱ.科学理论的主题
Ⅲ.不完善的理论——部分形式化问题
第八章　假说和定律
Ⅰ.定律表述的普遍性
Ⅱ.定律和理论的关系
第九章　地理学中的定律和理论
Ⅰ.地理学中的定律
Ⅱ.地理学中的理论
第十章　模型
Ⅰ.模型的作用
Ⅱ.模型的定义
Ⅲ.模型运用的逻辑问题
Ⅳ.模型运用的程序问题
Ⅴ.模型的类型
　Ⅵ.模型应用问题
第十一章　地理学中的模型
第十二章　地理学解释中的理论、定律和模型——结论
Ⅰ.目的
Ⅱ.形式
Ⅲ.策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四编　地理学解释的模型语言
第十三章　数学——科学的语言
Ⅰ.构建的语言系统的结构
Ⅱ.数学语言
Ⅲ.数学语言的运用
第十四章　几何学——空间形式的语言
Ⅰ.空间的概念
Ⅱ.空间概念的形式表达
Ⅲ.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和形式空间语言
第十五章　概率论——或然性语言
Ⅰ.概率的涵义
Ⅱ.概率运算
Ⅲ.地理学的概率语言
第五编　地理学中的描述模型
第十六章　观测
第十七章　观测模型——定义和度量
Ⅰ.定义
Ⅱ.度量
第十八章　分类
Ⅰ.分类的逻辑
Ⅱ.分类的目的
Ⅲ.特性的选择以及分类步骤
Ⅳ.分类中的计量技术
Ⅴ.分类——一个结论性评价
第十九章　地理学中数据的收集和表示
Ⅰ.地理学者的数据矩阵
Ⅱ.填充数据矩阵——抽样
Ⅲ.数据表示——地图
Ⅳ.数据表示——图形的数学表示
第六编　地理学中的解释模型
第二十章　因果模型
Ⅰ.因果分析的逻辑结构
Ⅱ.因果模型的应用
Ⅲ.原因系统
Ⅳ.因果和地理学中的决定论
Ⅴ.地理学研究中的因果分析
第二十一章　地理学中解释的时间模型
Ⅰ.时间
Ⅱ.时间解释模式
第二十二章　功能解释
Ⅰ.功能分析的逻辑
Ⅱ.功能主义哲学
Ⅲ.“总体”
Ⅳ.方法论功能主义
第二十三章　系统
Ⅰ.系统分析
Ⅱ.系统模拟和普通系统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二十四章　地理学中的解释——总结评论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学中的解释>>

章节摘录

书摘    对本书来说，哲学家和方法论者活动的区别是绝对重要的。
总之，本书着重的是方法论，而不是哲学。
所以，基本内容是完善准则，使它和地理学中的解释一起发展，并分析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此来保证
健全和前后一贯的解释。
自然，强调方法论一半是出于个人偏好，但一半也是一种反作用，反对在地理论文中流行讨论哲学问
题而对方法论问題很少一顾，或者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哲学和方法论混杂起来，以致很难辨别孰为何者
。
我的感觉，涉及到地理学思想基础的文献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理论性的，并且在风格上是哲学的。
自然，这点本身没有错。
但从许多例子看来，好像思考的能力总为特殊的方法论观点所约束，这些观点经过分析，证明是不必
要的，或者简直就不健全。
毫无疑问，现在方法论和哲学互相作用。
它们彼此不能分离。
但总的说来，我们误解了相互作用的性质，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
    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易说清楚。
地理学家们常常形成大相径庭的归属。
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己身处自然科学传统之中，有些人将他们更多地包括于社会科学之中，而其他一些
人则和人文学科特別是其中的历史学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发展着相当不同的传统。
法国有与历史学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英国则与地质学保持联系，等等。
在众多的各国地理学派之内，又有着重大的区别。
所以，在美国地理学中，伯克利学派在卡尔·苏尔(1963)的熏沐之下，留意于人类学；计量学者留意
于行为科学或数学，而地貌学家在他们寻求解释的过程之中，很自然地以地质学和物理学为支持。
有时，地理学家似乎反对任何归属，而完全在他们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寻求安身。
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采取一种异乎寻常广泛的观点，甚至认为他们自己是在空间名义之下所有系统
知识的综合者。
    我通过为解释建立一种简单结构着手，在这种结构中把初始条件和覆盖定律放在一起，能以演绎来
解释事件。
在操纵这种结构时的主要困难是，我们需要一些适当的法则(我们可能宁愿避开法则这个术语，而谈论
普遍化、原理、法则式陈述等等，但为说明起见，我们将从现在起把这些陈述都称为法则)。
然后就产生了关于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和控制法则陈述的使用这个问题。
一般同意法则是在经验上合~理。
的o，相互之问是一致的。
有人还希望法则是有力的(非常普遍的)，因为如果我们掌握更带普遍性的陈述，解释就将是一种胜任
得多的过程。
一般同意我们通过构筑理论并使之合法化来探讨这个问题。
理论都是思辨构成物，而思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哲学的事业。
因此，若对所面临要思索的是东西没有某种清楚的概念，地理学者就不能进行工作。
即使我们选定把理论看成是一种抽象句法结构(一种演算或一种特别构筑的语言)的观点，我们仍然必
须面对借助某一主题来解释那个理论的问题，该主题在其它一些事情之中，把那个理论与一定事件的
领域联系起来。
其哲学含义是，地理学者需要鉴定他所特别关注的一定领域(或一系列领域)。
但是，方法论的考虑导致我下这种结论：当我们掌握了充分明确表达的而且非常合理化的理论时。
⋯⋯书摘1A．证实问题    证实或是确立一种理论必须依靠归纳的推理。
我们可将这个问题的思想粗分为三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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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几位科学哲学家注意到没有理论能经受一切可能关联的检验，所以试图提出评价一个理论的指
标，即在证据对照之下，理论是真实的概率究竟有多少。
这些学者如内格尔(1939)、卡纳普(1950)和亨普尔(1965)等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探讨。
这些学者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归纳的逻辑系统，使科学家在争雄显长的各种理论和可选择的解释的系
统之间，尽可能作出客观的选择。
亭普尔(1965，4)说：    当科学研究进行之际，对于在检验一个假说中所得到的    试验数据，予以肯定
或否定的判断，往往是毫不犹豫地与得到    广泛的一致意见而作出的，难以说这些判断建筑于一种明
确    的理论之上，即这种理论提供了肯定或否定的一般指标。
    规定这类“肯定的逻辑”面对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对于给定的假设如何来确定有关的检验，第二个是制定归纳的法则，有了这些法则，我们才
得估定假说所具有的真实性程度。
二个问题均已被证明难以处理，看来在近期的将来，要为肯定假说获得公认的归纳的逻辑系统，肯定
没有什么希望。
但在解决这个明显难以处理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已产生出某些重要的见识。
    把科学家当作一个决策者并不难，事实上，如丘奇曼(1961)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的行为能用决策
理论来分析。
第一个要点是如不明瞭他的价值系统、他的目标、他的任务，我们就不能瞭解任何特定的科学家的决
策。
一个科学家优先选择这个理论而不是另一个，可能试图以他所持的价值系统来使他达到最佳选择。
目标和任务为主观所决定。
但在这类目标互相关联的范围内，讨论最佳程序是可能的。
所以不能离开他本人的价值系统来理解科学家。
究竟一种归纳的逻辑能否从这种情况中提取出来，还有待分晓。
(见丘奇曼，1961，第14章；亨普尔，1965，73—96；卡纳普，1950)但这点是清楚的，按照近代的观点
，假说的证实与统计的决策理论关系极为密切。
统计的决策理论和它的哲学根据，我们将在第15章中作详尽的讨论。
        (b)波珀(1965)想以证伪来代替证实的概念。
按照他的观点，假定一个理论是真实的，就得先证明它是虚假的。
这个观点的困难之处已为特·库恩(1962，145—6)所指出：    如果任何或每一失败都足以否认理论，则
所有理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被否定。
另一方面，若只有严重的失败才合于否决理论，那么，波珀学派就需要“概率”或是“证伪的程度”
的某些指标。
    (c)库恩本人提出一种较丘奇曼更行为化的证实观点。
他认为对某一假说或理论的接受或否决，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逻辑问题。
证实和肯定的程序是科学团体作为一个有权威的范式部分而接受的规则的一部分。
在“正常的”科学活动期间，科学家只解决在这些规则的关联范围内，假定可以解答的那些问题。
出现的异常成为产生新范式的酵素。
但在范式之内，对于肯定的规则，即使一个限制更严格而难以对付的问题，是以演绎的论证为主中所
包含的归纳式陈述。
这就使人误解演绎法和归纳法为互不相容的推理方式。
虽然一般都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按假说一演绎的系统组织起来，并且认为包蕴在那一系统之内的定律，
根据演绎的解释程序可以最好地应用，在这些演绎的框架之内有许多机会来采用归纳的步骤。
最重要的情况是那些概率陈述，不是求助于假说一演绎的系统就是求助于解释本身。
但也有另外一些情况，其中初始的假说或是初始的条件只为结论提供了部分的支持。
    (a)概率陈述的运用一归纳的系统化  亨普尔(1965)注意到了用来指无限大总体的概率规律来解释无论
是个别事件还是数目有限的事件所遇到的逻辑难题。
假定待解释的事件为“乔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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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按下列方式来解释：    初始条件1乔居住在A镇，月收入50元。
    初始条件2住在B镇的约伯兄弟，可月得100元。
    初始条件3 A镇与B镇之间的距离为50英里。
    定律陈述  一个人迁移的概率和他因移动所赚的额外收    入成正比，而和他所移动的距离成反比。
    结果    乔迁移。
    初始条件和定律陈述(在一特定情况下它可能更为专门)为乔必定移往B镇的结论提供某一支持。
但这支持只是部分的。
亨普尔称这类论证为归纳的系统化。
论证的构造基本上是演绎的，但其中包含的各要素并不需要支持结论，所以前提中的信念也不需要暗
示结论中的信念。
在一个解释的过程之中运用概率陈述，常常包含着归纳的系统化。
同样地，在假设一归纳系统中，概率陈述可能也暗示着系统中的较低层次假说不必需从初始的假说演
绎而来。
但倘若低层次的假说是指无限的总体，那末，概率陈述能够从其他的概率陈述演绎出来。
所以，整个概率理论本身可以作为演绎系统的公式化(见第15章)。
但概率陈述在将解释形式应用于事件中往往包蕴着困难，且在试图将科学理解统一于陈述的假说一演
绎的系统中，有时也出现困难。
    (b)不完全的理论系统应用演绎的推理，需要初始条件或初始前提的完全无缺。
照这种解释观点本身看来，一切有关的初始条件必需弄清楚，以使应用定律陈述保证必需的结论。
倘若一切有关的初始条件不能规定，那末，解释是不完整的，已知初始条件和已知定律中的信念就不
能转变为结论。
同样，在组织假说一演绎的系统时，对某些初始前提不一定明瞭。
正如我们将在后看到(下文第118—122页)的，许多理论陈述是不完善的，所以在结构上是半演绎的，
而不是真正的演绎。
在大部分学科中，理论陈述都属于这类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所知有限，不足以使理论完整地公式
化。
在一个学科发展史的初始阶段，大多数假说一演绎系统都采用归纳方法。
所以凯恩斯(1962，241)注意到：        当我们积累的知识渊博时，⋯⋯论证中的纯归纳部分可    以无足
轻重；但当实际的知识欠缺时，那就必须大大借重纯归    纳法。
在一门先进的科学中，这是一种最后的手段——方法    中最不令人满意的。
但是有时它必定是我们首先的凭藉，即    当知识萌发和在重大探索中无线索可寻对，我们必须依赖这  
 种方法。
    但在这儿，我们回到了归纳法在“发现的来龙去脉”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这一概述中得出结论：科学家利用假说一演绎系统来把知识组织起来，并设法通过演绎的
解释方法来应用那些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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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让我从解释这本论述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开头。
往往有这种情形，为写作一本书而私下辩护和把它出版而公开辩护，多少有点不同。
我写作这本书主要是教育自己。
我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的确感到有许多地理学家，无论是年轻的和老的，与我开始写作以前处于相似
的无知状态。
  假如他们读了这本书，能于我从写作中所获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话，即便是一小部分，他们亦
将获益。
让我解释一下在我落笔以前，我所存在的自己的无知的性质。
    以华盛顿大学为革新中心的所谓“计量革命”缓慢地渗透进地理社团中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
批先锋人士中，以计算相关系数、进行“t”试验等等为时髦。
不愿落在后面，我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这个风尚之中，但我只落得积满了一抽斗未发表的和不可能发表
的论文，我感到狼狈。
我必须向几位有识见(也许他们有偏见)的编辑致谢，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论文，无疑是保护我的学术声
誉不致受未成熟的损害!我更感狼狈的是，发现我常常不能阐明自己分析的结果。
最初我归咎于我没有统率统计学和数学的才能(从学校和大学中一种强烈的“文科”背景所产生的可悲
状态)。
缺乏一种适当训练，无疑说明了我著作中的许多技术的缺点(最显著的印刷出来的例子是一个回归方程
计算完全错误——我不懂得倘若X被回归到r，得出的结果不同于从r回归到X)。
但我愈钻研我的技术(它看来永无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着更多的重要事物。
所以我决定以某些时间致力于计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统研究。
我有幸得到允许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大学生讲授地理学方法论的课程，我并愿意感谢连续几班的大学
生在五、六年中间忍耐地听我暗中瞎摸，试图理出比较复杂的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我必须同样感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毕业生研究班，在1965—6年学期宽恕了我。
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一个中心的对我说来是至关紧要的结论。
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
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
我没有掌握新的方法论的失败，完全是试图将新酒注入旧瓶的结果。
我强迫将我的哲学态度转向一种不相容的方法沦。
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累
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
我极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惊奇地发觉当冒险走上计量化道路上的时候，我能够保留我所看重
的大部分哲学见地。
那些我必须放弃的我的地理哲学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场上，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摆脱。
那种事物确实是独特的或是人类行为是不能量测的等等假定(常常是隐蔽的和含糊的)：  当受到严格的
思考之后，就转变成抑制并毫无意义。
我也发觉我常常错误地阐述许多假定，它们必定奠定于统计方法之上，一旦去掉了错误阐述，则我的
地理哲学和新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也就烟消云散，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
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
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所畏惧，在其中我们可以同样
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在其中我们从同样的角度来概括类型和详论各种区位。
关于传统地理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它们要受到嘉奖和鼓励)，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学
术事业，它要想办法处理，否则就有这样许多清规戒律为自己划地为牢，以致无法实现为自己设置的
目的和任务。
特别是，就总的说来，地理学家们不善于利用科学方法的神奇力量。
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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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数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了八篇论述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论文，由轮廓性的
概念上升到完整的理论体系，终于完成了这本著作。
本书是第一本关于新地理学哲学的重要著作，至今对西方地理学界的影响仍然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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