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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令人信服的论据，对上自古然腊下至21世纪初的地理学思想作了全新的划分。
全书旁片博引，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严谨，详简适当，译述精当，在第三版中，译者为全书加
注近200条，插绘地图及人物肖像约90幅，编辑中外文和外中文对照索引2400余条，本书既可作为专业
人士学习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书籍，也可作为大学生、研究生教材和中学地理教师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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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克拉瓦尔(Paul Claval)生于1932年，曾任法国巴黎第四大学(即Sorbonne校区)教授，讲授地理思
想史、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土地系统逻辑及地缘政治等课程。
其著述甚丰，有论文400余篇、专著30余册，多数被翻译为各国文字出版，论述博大精深。
曾应邀赴世界数十所著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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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城市规划的规范基础　　20世纪初，当城市规划真正经过制度化后，规划者的主要努力在
于熟悉城市问题，因此重视分析的工作。
对于像格迪斯具有强烈的功效主义背景的人而言，自不需要辩护公共干预的正当性。
既然城市环境不完美而且不让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感到快乐，显然市政当局有改善它们的责任。
　　负责教导城市规划的教授们与许多执业者逐渐意识到城市和区域规划需要更明确的基础。
这个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或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认真探索
，但他们的城市规划史仍算不上是关键之作。
现代城市设计形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真正了解。
　　然而15世纪的阿尔贝蒂在此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当时他在佛罗伦萨以对柏拉图的诠释作基础，发
展出一个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的一致性概念。
　　自古以来城市规划者皆应用几何形的地面区划。
关于网格式的传统可追溯至米雷（Milet）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当他在公元前五世纪受托重
建雅典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时即曾使用过。
当时也有圆形的规划，虽然较不盛行；几何学的使用是出于实用或宇宙观，但没有被视为和谐的设计
要素。
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型市镇之几何形城市规划，除了防御的考虑外并无其他理由。
西班牙开拓者在美洲所建的新市镇也是如此。
　　透视学的再发现——与托勒密（Ptolemaeus，约90—168）的《地理学》在15世纪的再发现有关，
因而改变了上述情况。
画家学会如何将并行线聚敛于地平线上一点而成就了透视，显示他们精通这新技术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绘画里画一些建筑物以作为背景。
不久艺术家们都发现以此方式表现的建筑美学的效果。
如果建筑物的高度相同、风格或类型相同，并且是排成一列时，效果特别显著。
同时古希腊及罗马喜剧也刚被发现且重新演出，而剧情被认为应发生于城中。
画家因而被要求制作城市景象的舞台装饰，他们采用透视效果强调之。
　　16世纪的前几十年期间，难有机会将这些画家们的梦想转变为砖石实体，当时唯一大规模工程是
与因应炮学发展的新城堡建造有关。
一些负责设计的军事工程师也沉迷于街景的透视，但其实现之可行性受限于军事和场地的现实需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地主们培养了市郊或乡居品味，他们将所建的别墅围绕花园或大公园，而将设
计委托给建筑师们。
博拉曼特（Bramante）负责了梵蒂冈的眺望楼花园（the Belvedere dardeus）。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学习透过在公园设计上的经验来使用透视的新可能性。
在16世纪70至16世纪80年代初期，梵蒂冈政府的要员之一红衣主教蒙塔多（Cardinal Montalto）要求年
轻建筑师冯塔纳（Domenico Fontana）设计他罗马宫殿里的大花园。
当被选成为西格斯特五世（Sixte-Quint）的教宗后，他决定使罗马市现代化。
罗马由于路德教徒的日耳曼军队劫掠后自1526年起即被忽视，他乃委托冯塔纳来规划城市的扩展。
后者深信由长远并经组织的透视所创造之美学效果，遂决定借由城内主要纪念碑间的大道来建构整个
地区，而使用方尖石塔和凯旋纪念物拱门来连接他所设计的长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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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学思想史》(第3版)既可作为专业人士学习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书籍，也可作为大学生、研究生
教材和中学地理教师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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