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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院士的人文地理思想与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

刘盛佳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武汉　430079)

　　摘　要　值吴传钧院士八十华诞 (1918～ 1998) 之际, 本文谨以他的人文地理思想与人地

关系系统学说为题来祝贺。他在人文地理学中系统阐发了人地关系、人地关系系统和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思想, 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方法论, 是我国最杰出的

地理学大师之一, 也是世界上知名的地理学家。

　　关键词　吴传钧　边缘科学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吴传钧院士 1918 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41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 地理系,

旋即师从胡焕庸和李旭旦教授, 1943 年获硕士学位; 1945 年考取官费留学, 赴英国利物浦

大学师从达贝 (H 1C liffo rd D arby) 教授, 1948 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在前中国地理研究所

从事研究工作。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在近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 吴传

均院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特别是对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更是贡献卓著。值吴传钧院士八十华诞之际, 谨以此文恭祝他健康长寿!

1　经济地理学研究上的成就

吴传钧院士是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早在四十年代初, 他的首部学术著作《中

国粮食地理》①就问世。解放后, 他作为职业经济地理研究者, 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题目的经

济地理学研究任务。由于我国经济地理学在解放后照搬苏联经济地理学理论,“把人文地理

学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人为科学而加以一概摒弃, 将经济地理学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

支, 从而滋长了割裂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内在联系的地理学发展二元论, 在大学地理

教学中强调专业分化而忽视综合训练等, 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而消极的影

响”[1 ]。这是 1990 年吴传钧院士在《地理研究》上发表的《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中的

一段话, 应该是至理明言。

60 年代初, 前苏联地理学家B 1A 1 阿努钦 (В1А1Анучин) 的《地理学理论问题》的问

世和该书引起的争论, 打破了苏联地理学理论界的暂时平静, 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时, 吴传钧院士发表了《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3 ]和《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的

几点意见》[4 ]两篇论文, 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是边缘科学的观点, 认为“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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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特殊的领域, 即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结合的特点, 因此, 经济地理学在科学性

质上固然属于社会科学范围, 但却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门边缘科学。”

这一观点尽管在当时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5 ] , 但吴传钧院士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直到

1978 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 曹廷藩代表专业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我国

经济地理学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6 ]报告中, “关于学科性质的再认识”中写道: “根据一

些经济地理工作者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探讨, 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似应属于人地关系系统, 带有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性质。”再次证明吴传钧院士在 18 年

前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吴传钧院士在《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7 ]一文中, 写道:“作者以为经

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生产方面, 还应包括经济活动和交换与消费方面, 作为一门科

学,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理解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 其核心仍然是生产布局

体系。所谓生产布局体系, 它的概念既包括各生产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 也包括各生产部

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 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他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

了许多学者的响应。例如陈才提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分布及其地域系统的

科学。也可以说是研究产业分布及其经济地域系统的科学。”[8 ]曹廷藩提出: “经济地理学的

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主要是研究生产分布的地域系统”[9 ]。而在 1985 年以前, 多数学者都认

为: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各国、各地区生产力布局及其发展的条件和特点的科学, 核心是研

究区域经济特点”。“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各部门及生产地域综合体形成, 发展和分布规

律的科学。”这实际上仍受 1955 年前苏联地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关于经济地理学

定义阴影的影响。

2　人文地理学研究上的创建

我国人文地理学在本世纪的发展是曲折的、艰难的。科学地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形成

和发展过程, 主要的动力基础便是地理学理论和实践, 实现救国和强国的愿望。张相文作

为中国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是从甲午战争时期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始。甲午战争失败

后,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更加激起张相文钻研地理学的决定。”[12 ]中国科学地理

学第一代创建人竺可桢, 从他 1921 年的《我国地学家之责任》[13 ] , 科学救国思想溢于言表。

第二代创建人胡焕庸、张其昀、黄国璋皆是人文地理学家。第三代一些后来成为著名自然

地理学家的任美锷、黄秉维、周廷儒等, 都是在人文地理方面很有造诣的地理学家, 至于

李旭旦、周立三、侯仁之、吴传钧等则是毕生从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应该说 1949 年前,

中国有过半个世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1949 年后, 由于受苏联的影响, 人文地理学被取消长达 30 年之久。80 年代初由于李

旭旦、吴传钧、鲍觉民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呼吁,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乔木的支持, 人文地

理学得以恢复。然李旭旦、鲍觉民、王成组、张文奎等先后谢世, 重建人文地理学的重担

历史地落在了吴传钧院士的肩上。近 20 年来, 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之快, 有目共睹, 这同

吴传钧院士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2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

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既定目标。由于人地关系是一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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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词, 历史上有强调环境作用的称之为环境决定论; 有强调社会因素的, 通常称之为地

理虚无论; 将人地关系的实质理解为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关系, 可称之为或然论、可能论、

适应论、生态论。这些观点在我国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响应和反映。

近 20 年来,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 基本上是李旭旦在其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论丛》

中所写的: “人文地理学 (hum an geography) 又称人生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

础, 探讨各种人文现象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人

文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它

以人地关系论点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 而人地关系观点又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进化而不

断变化的。因此, 要正确进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首先必须探讨人地关系观点的历史演

变。”[14 ]这一段对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对人地关系的论述, 是作者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整个

历史过程的概括和总结, 已为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广泛接受与认可。

1991 年吴传钧院士发表在《经济地理》第 11 卷第 3 期上的学术论文, 题目是“论地理

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6 ]正标题是人文地理学在地理学的地位, 副标题是

人文地理学的定义。一共谈了五个问题: 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结构和机制, 研究的目标——优化调控, 主要研究内容。人地关系是人

类生存的需要, 所以是一个古老而隽久的课题, 人们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去认识、了解、研

究。对人地关系, 吴传钧院士首先是从哲学上加以概括: “地理环境是对应主体而言的, 主

体是人类社会。所谓地理环境有广狭两义, 狭义的地理环境即自然综合体, 广义的地理环

境则指由岩石、土、水、大气和生物等无机有机的自然要素和人类及其活动所派生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风土习俗、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等物质或意识的人文要

素, 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纳, 紧密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 在

时间上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

关系。双方通过物质交换过程而产生紧密联系。人类通过劳动, 利用、改变环境, 而同时

地理环境能反作用于人类, 制约着人类生存与生产, 甚至起到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

接下来谈地理学应正确认识的人地关系, 他写道:“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首先对人地关系要有

全面的认识。人地之间的客观关系是: 第一, 人对地具有依赖性, 地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

基础和空间场所, 地理环境经常影响人类活动的地域特性, 制约着人类活动的深度、广度

和速度。⋯⋯第二, 在人地关系中人居于主动地位, 人具有能动功能与机制, 人是地的主

人, 地理环境是可被人类认识、利用、改变、保护的对象。”地对人的关系和人对地的关系,

这是地理学中并不陌生的观念, 但长期以来大多停留在“地对人关系+ 人对地关系= 人地

关系”。然而吴传钧院士认为两个关系只是前提和基础, 双方有同等重要性质, 忽视哪一个

都不行, 而真正的人地关系是: “总之, 人必须依赖所处的地为生存活动的基础, 更主动地

认识, 并自觉地按照地的规律去利用和改变地, 以达到使地更好为人类服务的目的, 这就

是人和地的客观关系。”这种阐释表明两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相加, 而是水乳交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长期以来地理学中二元论的分化发展, 核心便是两者割裂, 没有人的自然地理

学和没有自然的人文地理学, 各自片面的发展, 以致先是地对人关系+ 人对地关系= 人地

关系= 地理学, 后来演变到地对人关系= 人地关系= 自然地理学, 人对地关系= 人地关系

= 人文地理学, 不承认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当然也没有两者水乳交融的统一地理学的存

在。吴传钧院士开题便提出“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便是立意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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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错误和偏差, 既使科学研究误入歧途, 又使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无所适

从, 当今世界人地关系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估价——悲观论和乐观论同时盛行, 一个客观

世界, 两种反映, 人们依据什么样的客观现实, 规划设计将要采取的行为? 吴传钧院士以

“当前世界面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资源在地域上和时间上的供应失调, 环境污染扩大而质

量恶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城市扩展失控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的困扰, 这些问题如不

加解决或解决得不好, 不仅经济生产受到阻碍, 人类社会本身也将面临危机。”当今世界的

现实景况的描述, 与悲观论和乐观论的比照, 以及世界和中国采取的对策, 都说明人地关系

研究的重要意义, 既是理论上必须更上一层楼的需要, 又是客观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往无论是地理学, 还是人文地理学, 都将人地关系说为自己独有的研究领域, 但是

地理学是一门空间科学, 而人地关系却不仅仅是空间关系, 还有很多非空间关系的客观存

在。比如人地关系的思维形式、人地关系的时间演变、人地关系的系统结构等, 都非空间

关系, 所以地理学必须选定自己的研究目标, 地理学迄今的发展, 就是这一目标的选定上

一直未能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近二百年来地理学是发展与危机共存。吴传钧院士提出的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寻觅了漫长岁月后得出的确切定义, 他写道:“涉及人地关系综

合研究的学科, 不限于地理学, 但以地域为单元, 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

学。亦即说, 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 明确以地域为基础。”至此, 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地关系的重要, 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提出, 这是地理思维最科学的演绎过程的完成。

212　方法论——结构和机制、优化与调控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种理论的提出。这种理论不仅要有充分的根据, 还必须解决怎

样进行研究和如何应用于客观实际, 即要有科学的方法论, 才能是真正科学理论的完成。地

理学及其分支科学, 无论是地理环境, 还是人地关系, 以地域为基础, 这是历来学术界的

共识。但从形成时期的无所不包, 到发展时期的分化发展, 一直困扰地理学的便是方法论,

尤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掩盖在诸多的要素之中。吴传钧院士

的贡献, 不仅是理论上提出了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而且在方法论上将诸多要素结构成统

一的系统, 系统按一定规律运行形成其机制, 他认为: “系统是以一定秩序相联系的一组事

物, 人地关系是包括两组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变量的一种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属

人地关系系统。人地关系系统是一种系统。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一共有四组变量: 空间、

时间、自然、人文, 故从属性来说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 从形态来说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从实质来说是通过内部结构组合和功能机制的转换的动态过程; 从研究的目的来说是通过

结构调整和机制优化, 使人地关系更加协调和谐,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循着可持续的方向前

进, 所以吴传钧院士揭示的是完整的地理学科学方法论。

人地关系系统中, 人口与发展是人的主导因素, 资源与环境是地的主导因素, 这是本

世纪下半叶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关键因素, 如何使四者的关系协调和谐, 是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核心所在。吴传均院士从人地关系系统的角度作了阐述: “在人地关系系统中, 人口与

社会经济要素为一端, 资源与自然环境为另一端, 双方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存在着多种直接

反馈作用, 并密切交织在一起。它们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自然资源对人类

活动的促进作用和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抑控作用; 二是人类对自然系统投入可控资源, 治

理自然灾害, 开发不可控资源, 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产出。这样, 人地间相互作用在投入

产出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可见投入产出是人地系统中最基本的双向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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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投入产出潜力是人地系统中最基本的生产潜力, 它是在自然生产潜力和社会经济潜

力的基础上, 由投入水平所决定的最高产出。可以通过增加投入资源的种类或优化投入结

构而使投入产出潜力提高。”这一提法, 是现代地理学时期, 特别是“计量革命”中一直未

明确的问题。吴传钧院士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 又应用投入产出模式实现地理学

研究方法上的革新, 从而使理论与科学方法结合, 完成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创建。它不仅

对我国、对世界地理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 吴传钧院士指出:“人地关系系统的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大

课题, 其研究内容和方向也是多方面的, 但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 这一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应是明确的。其中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 重点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 落实到地

区综合发展上。任何区域开发、区域规划和区域管理必须以改善区域人地相互作用结构、开

发人地相互作用潜力和加快人地相互作用在地域系统中的良性循环为目标, 为有效进行区

域开发和区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这一段话, 既顺理成章, 又简明扼要, 解决了近百年来

地理学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社会应用问题, 使地理学重新唤发了青春的活力。

3　地理学上的卓越建树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接受起来, 似乎问题不大。但将此作为

整个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接受起来就不容易。吴传钧院士论文的标题为: “论地理学的研究

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显然不限定在人文地理学, 而是指整个地理学。核心和对象

差别为: 核心即中心或主要部分 (就事物之间的关系说) ; 对象则是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

的人或事物。吴传钧院士不用“对象”而用“核心”, 显然用心良苦。在他的论文开首即写

道: “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素来

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

展阶段。从 19 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 虽然其中研究

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变化, 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万变不离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

系这一宗旨。”显然, 吴文是以地理学的整体来看、来总结的。但我以为, 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也蕴含有以人文地理学为主的意思。因为吴传钧的《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20 ]一

文, 与《论地理学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相比较, 基本上是相同的。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正确对待和处理人地关系指明了方向。地理环境是对应主体而言的, 主

体是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人地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以人文地理学为主, 体现了主、

客之间的关系。

地理学从产生时起, 便是研究人地关系的科学, 但地理学研究对象却是地理环境产生、

形成、发展过程规律, 反映了历史时期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以客体为主的现实, 那时人类

活动、特别是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改变活动, 与地理环境的自然运动发展相比较显得还不

那么重要, 以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自然经济、自然社会、自然文化, 都是人类营力在地

理环境营力中还不占重要地位的反映, 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历史上客观现实的反映。随

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人类活动这种营力因素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 当今世界的

主要问题, 诸如人口爆炸、贫困、饥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皆

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吴传钧院士在《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论地理学研究核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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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所列世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主要研究

内容和中国人文地理主要研究课题, 包括由他担任组长的地理学发展战略研究组所提出的

地理学近期发展重点领域[21 ] , 无不反映这种趋势。

人地关系由以地为主、经人地相关这种平等关系, 到以人为主关系的发展过程, 是地

理学的发展规律。吴传钧院士写道: “这一事实正好证实了列宁在 1914 年预言的: ‘二十世

纪将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地理研究之所以出现重点转移, 主要是

由于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 需要地理学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即

使是自然地理研究, 根据客观需要也应逐步向人文地理学靠拢。不少知名自然地理学家甚

至转而投入人文地理工作了。”吴传钧院士的上述预测, 完全反映了当代地理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

4　结论

吴传钧院士近 60 年的学术生涯, 对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学都有卓越的成就

和杰出贡献。经济地理学作为边缘科学的学科性质, 人文地理学中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的

提出, 以及对地理学研究核心的论述, 都是划时代的学术大事, 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总是同

地理学发展轨迹紧密地相连, 并且总在转折关头, 走在前头。因此, 他不仅在中国、而且

在世界都是受人尊敬的杰出的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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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 EM IC IAN W U CHUANJUN’S HUM AN

GEOGRAPH ICAL THOUGHTS AND M AN-

NATURE RELAT IONSH IP SY STEM THEORY

L iu Shengjia
(Geog rap hy D ep artm ent, Centra l Ch ina N orm al U niversity , W uhan　430079)

Abstract

O n the occasion of academ ician W u Chuanjun’s eigh t ieth b irthday (1918～ 1998) , th is paper

takes h is hum an geograph ical though ts and m an2nature relat ionsh ip system theo ry as a subject

fo r congratu lat ion. H e raised a revo lu t ion on the defin it ion and the boardline science quality of e2
conom ic geography. System atically, he elucidated the m an2nature relat ionsh ip , the m an2nature

relat ionsh ip system and the though ts of m an2nature relat ionsh ip regional system , and founded

the scien t ific m ethodo logy of com bining theo ry w ith p ract ice fo r the rejuvenat ion of Ch inese hu2
m an geography.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he elucidated the law that geography has been sh ift2
ing to hm uan geography. W u is one of the mo st outstanding m asters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Ch ina and also is a famous geographer in the wo rld.

　　Key words　　W u Chuanjun, boardline science, m an2land relat ionsh ip reg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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