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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在迅猛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两面性，吸引了各个学科和各种观点学者的注意，他们希望在这
个纷繁复杂的领域中，发现和总结城市发展的规律性，提高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自觉性。
社会的现实需要给一系列以城市为对象的学科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无限动力。
 　　城市地理学是城市科学大家庭中毫不逊色的一员。
地理学家以其空间地域性、系统综合性的独特视角和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的观念来研究城市，而区
别于其它城市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地理学获得长足进展，对城市研究作出了贡献，并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
透中，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吸收了必要的营养，又采用了数量方法、计算机、遥感以及地理
信息系统等现代手段，成为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人文地理分支之一。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是这样考虑的。
第一章介绍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概况；第二章介绍和讨论城市地域概念和统计口径，这是对城市进行地
理学研究的必要准备和重要基础；第三章介绍和讨论城镇化趋势，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背景，构成城
市地理宏观研究的基本内容；第四、五章分别从外部条件和内部机制两个侧面讨论城市形成和发展的
基本原理。
外部条件侧重于城市地理位置的分析，内部机制侧重于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讨论；第六、七、八章分
别就城市体系的三大支柱，即城市职能结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第
九章以前面各章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应用为结尾，讨论城镇体系规划。
各章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明显的衔接关系。
 　　每一章内容的安排以国外国内并重，理论、方法和应用兼容为原则，力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西方城市地理学的一般理论，在前面提到的两本书中有大量的介绍。
本书将增加对有些理论的讨论和评价，目的是便于读者在吸收这些理论时，不至于生搬硬套，可以有
比较、有选择，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有创新。
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能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因此本书在力求讲清楚有关概念和理论的同
时，重视有关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提供一些应用适当方法去研究我国问题的实例。
笔者也一直希望，城市地理研究应该能为国家制订正确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方针政策出谋献策，在一
些章节笔者也冒昧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不管它正确与否，能否被接受，但它作为一家之说，代表了笔者的思想和为国家服务的良好愿望。
总而言之，如果本书能以多一点“研究”的成分，对以前几本我国的城市地理学综论性著作作一点菲
薄补充，笔者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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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什么是城市地理学　　（一）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自人类从自然界
分化出来以后，人类的存在一方面离不开自然，更重要的是人类还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创造自己的文
明。
从穴居到宅居；从逐水草而居到定居；从分散的农村聚居到更为集中的城市聚居，人类已经历了漫长
的岁月。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①城市的产生，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词就来源干拉丁语的“市民的生活”（civitas）。
　　城市比旧石器时代的营地和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都更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人力物力，发展分工合作
，促进贸易交流，从而使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必要劳动去从事艺术、哲学和科学事业。
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结构，把当时人类拥有的一切发明和革新成果，把天文知识、神祗观念、文学艺
术、宗教政治、实用技艺等都组合到一个以宫殿、神庙为中心，以城垣为边界的新型人口群落之中。
城市在吸引和集中各种社会人群和文化的过程中，既使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得以保存免于流失，而且
又促进了文明发展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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