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宗教地理学的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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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历史发展 自古以来
,

地理就与宗教有密切联系
,

这种联系可追朔到古希腊时代
。

二十世纪是宗教地理学富于变化的时代
,

但在一些方面仍保留和继续着原有的研究内容
。

归

纳起来
,

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分成几个各具特征的阶段
。

&
·

环境决定论阶段 宗教地理学中的
曦决定诊观点是原枷点的承袭

·

“ , , ∋ ∃ ( ∋ )∗ + , ∋

− .  / 认为
,

宗教的形象和象征意义受其诞生地的影响
,
爱斯基摩人的地狱是充满黑暗

、

是污水排放及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

城市里排放的污水流入安曼溪
,

该溪的水再注入

扎尔卡河
。

城市东北部安曼溪沿岸的田地
,

如鲁塞塔和扎尔卡附近的 田地
,

都用此河的河水

灌棍
。

这个地区主要生产疏菜
,

供应周 围的城市
,

其中安曼市的居民 01 1 2 2 2人
,

扎尔卡市

3 442−/ 2人
,

普塞塔市4 5 5 2 2 2人
。

 . 0. 年该地 区曾发生多起霍乱病
。

据称
,

这是吃 了安曼溪沿岸种植的蔬菜的结果
。

此后政府曾下令把莱地毁掉
,

并且禁止用该河的水灌溉蔬菜
。

结果就有 622 公 顷以上的农 田不能直

接利用
。

直到今天仍有部分废水从安曼市流入扎尔卡河
。

扎尔卡河的水储存在皇家塔拉尔水

库内
。

约旦河谷的另一些土地也用这里的水灌溉
。

然而
,

单从安曼市和扎尔卡市的工矿企业

里排出并流入扎尔卡河的污水每天新有 03 2 0立方米
。

到了夏天污水的排放量往往相当于一条

小河
。

安受的城市用水有一部分来自阿兹拉克
—

绿洲 −安曼市城南52 公里处/
,

最近也从沟通

约旦何的古尔运河东段获取
。

这样就使得干早地区的水资源更加短缺
,

而造成土地盐碱化
。

因为那里已没有足够的水用来冲走土地中的盐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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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截止到  .58 年底
,

大安曼计划建房占地面 积为 65 4 平方公里
。

这就意味

粉有相当数量的农田要损失掉
。

这么大的地方并不能立即都建上住房
,

这是事实
。

在经济不

景气也已经在约旦开始了一段时间的情况下
,

尤其如此
。

基础设施
,

特别是公路网的建设
,

以及新的国际机场 −昆阿利亚国际机场
,

 . 5 6年开始兴建/
,

和联接机场的骨干高速公路的建

设
,

加快了市区及郊区的扩充速度
。

居民们将把安曼扩大了的空间住满
。

这种趋势显然是存

在的
。

因为约旦王国的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6
7

5肠
。

另外
,

安曼市有30 肠的家庭只住着一问居室
,

有35 肠的家庭住的是两间居室
。

一旦收入改善
,

或者有机会在石油输出国工作
,

那么从贫穷

地区向较近大空间迁居的欲望会大大增加
。

由于缺少种好现有农田的法律
,

上述趋势会有增

无减
。

过去数年中雨田种植区农田不断损失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9 而约旦高地
:

上那些无论如

何怎么说都有有限的可耕地
。

安曼市区及其郊区和卫星城扩展
,

还有随之而来的人 口集中的实例表明
,

在农用土地有

限的地区
,

如此无任何计划地进行城市化会有什么结果
。

不仅对土地采取了不适当的利用方

式一一这种方式到处清楚可见
—造成的农田损失会酿成农业减产

,

而且城市化将产生严重

的后果
,

即
,

人类赖以生存的饭碗都有被 自身的所作所为彻底砸掉的危险
。

是沿着这条充满危

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9
还是优先安排农业区

,

使之有计划地发展
,

令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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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攀和酪寒的地方
,

而对犹太人而言
,

地狱则是永远燃烧着烈火的地方
。

;? &( ≅ #) ΑΒ Χ # ∃ Δ

Α ∃ %Α # ∃ − . 14 / 指出
,

人们崇拜的物体受地理因素影响
,

如雨神是印度最重要的神之一
,

因印度的降雨很不稳定
。

在Χ >& Α= ) Ε ∃Α Φ − . 88/ 看来
,

自然环境为宗教活动和宗教观念提供

了物质基硒
,

宗教仪式
、

信仰和神话也从不同方面利用了自然界的东西
,

比如
,

神在社会生

活中往往以某些动物的形式出现
9
死后和生前的世界常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模样

,

只是删去了

一些生前世界的特征等
。

一么
一

宗教影响环 境价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Γ“ ΗΔΔ ≅ “””∋) 推典早期环境决定论观点
,

引

学最有意父的转折
。 ‘

他呼吁应该研究寒教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

而
7

/

不是环境对宗教的影响
。

这一观点在二次大战后得到广泛地接受
,

从而出现了许多把宗教作

为一种改变环境
、

景观的意识动力的研究
,

至今仍经久不衰
。

强调宗教对改变环境
、

景观作用的思想
,

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居统治地位
,

 ( Ε
ΕΙ − .4.

,

 . 82 / 对宗教地理学的定义即是一例
。

他说
,

宗教地理学就是对人为景观改造中宗教所起作

用的研究
。

在他看来
,

宗教地理学的任务就是
“

把宗教与社会
、

经济和族裔因素区别开来
,

研究它与其他因素相比
,

在景观改变中的相对重要性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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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研究阶段 对于宗教与环境间单向关系的研究
,

一些学者大加责难
。

特别是

地理学者在研究宗教地理时
,

被认为应该对宗教与环境作相互关系研究
,

因为宗教与环境的

关系是辩证的
,

仅作单向关系研究不切实际
。

虽然强调这种相互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大
,

但这

种研究是否能持续下去
,

现在仍难以论断
,

尽管这一方向确实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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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发展 除了前述的发展变化
,

在最近十年里
,

宗教地理学在其他儿个方面也有改

变
。

首先
,

是日益社会地理化的倾向
,

不同于早期的文化地理倾向
。

正 如ϑ >Α Α ∃ ∋) −  . 52 /

所强调的
,

研究的重点应是宗教与环境间的中间力量
—

宗教组织或团体
。

他认 为
,

宗教对

景观的改变并不来 自宗教本身
,

而是宗教与环境关系中的每一种联系
。

因此
,

宗教组织
、

团

体
,

它们的空间结构
、

活动
、

精神态度
、

有关的职业
、

社会结构
、

休憩行为等
,

都成为主要

研究内容
。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本世 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性的世俗化 −非宗教化 /
。

在此过程中
,

宗教不再象从前
,

在改变景观中起重要作用
,

而是在走下坡路
。

然而
,

谁也没料到
,

近年来

原教 旨主义在伊朗等地的复活
,

苏联
、

东欧国家宗教活动的抬头
,

这为宗教地理研究提供了

极好的机会
。

二
、

现 状 当今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大致有三种倾向
,

它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
。

 
7

传统文化地理学倾 向 这种倾向在许多宗教与地理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

宗教被当作影

响文化景观的超自然力量
,

研究重点不在影响的过程
,

不在被影响的景观上
,

这方面研究甚多
。

首先
,

地理学家研究了宗教影响的空间模式
,

如宗教的空 间 扩 散
、

宗教 团体的地域转

移等
,

不过多数都是罗列 一些地理
、

历史史实
。

有少数人也曾尝试对相关的社会
、

政治条件

作些分析
。

地理学家还研究 了特定时间宗教团体的空间分布
,

但也有明显的描述性色彩
,

仅

个别例外
。

Χ ∋ ) ( Β = # 州 Α Φ − . 5 0 /分析了异教犹太人分布后指出
,

以色列人的分布模式是他们

信仰宗教程度的函数
,

极端的信教徒的分布不 同于一般教徒和不信教者
。

这种研究以宗教作

为规分文化区域的标准
,

或许有助于 了解一个国家的 总体文化特征及其差异
,

然而不大 可能

有大的贡献
,

因为划分宗教区域的标准就有问题
,

并且这种划分到底有多大意义仍值得怀疑
。

第二
,

研究宗教对景观自然形态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公墓的研究
。

研究之一是将公

墓视为一种
“
空间利用现象

” ,

考虑的因素如位置
、

城市地价
、

土地需求等
。

其二是把公墓作



为一种文化特征
,

反映文化
、

历史特征
,

Κ Ε Ι = (# ∃ − .80 一 . 05/ 指出
,

美国公墓的时间变化

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

从把它作为纪念个人的
“

纪念碑
” ,

变化为当今激起情感和在一种

庄严
、

优雅环境中给人 以安逸的地方
。

正如Χ #

≅∋
ΑΑ −  . 00 /指出的那样

,

这种变化可很好地

加以利用
,

应舍弃单一目的的公墓设计
,

代之以多用途的设计
,

使城市公墓地成为野生动物

的庇护所或人们的消遣地
。

除公墓之外
,

还有研究特定宗教
7

给景观留下的痕迹
,

如对佛教
、

印度教及一些地方性

宗教都有过这种研究
。

3
7 “

新
”

文化地理学倾向 传统的文化地理学认为只有单一文化
,

而现在越来越意识到

在同一社会里多元文化的存在事实
,

而且往往在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间有利益冲突
。

从宗教

角度而言
,

这提供丰富的研究课题
。

如(Β &ΒΕ Λ −  . 56/ 探讨了非宗教与宗教机构在对土地需

求上的利益冲突
,

在日益城市化的时代
,

这种冲突是很大的
。

在象征愈义上
,

宗教与政治可以各得其所
,

如 ∋
#

∃ <

哪
= −  . 51 / 对印度马德拉斯后

研究指出
,

政府借助印度教及象征
,

建设了一个功能性城市景观
,

同时也达到了其政治合法

性
,

在董新命名地名和雕塑时考虑了民间的和宗教英雄
,

达到了替代早期殖民影响的 目的
。

对宗教地点政治象征意义的兴趣反映了对地点象征意义的普遍兴趣
,

这些被标榜为
“

新

文化地理学
”

一部分的兴趣实际上并不那么
“

新
” ,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论 及
。

Μ ∋Ν Ν# 川
Ε  ∃∋

(

以.4 6 /指出
,

许多文化背景下都显示出宗教对房屋形状
、

方位
、

紧密程度的影响
,

特别地
,

门和窗对特定的宗教团体有特定重要性
,

因为它们是与鬼神的接触面
。

≅ Β∋Ε Α&∋ ! − .0  /研

究了中国宏观世界 −宇宙/ 与微观世界 −城市/ 间的对应后指出
,

中国城市的象征作用加强

了其功能上的整体性
。

近些年来
,

宗教地理学者也研究了变化中的文化
、

社会环境里教堂的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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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态学倾 向 宗教生态学 仓∋ & % # > ( ∋ ∋ # 一# % ! /也称作环境伦理学−∋ ∃ Λ , # ∗ ∋ ∃ ΑΕ Δ

∋ )Β ∋ ( /和环境神学 −∋ ∃ Λ ) 8魄
∃ ΑΕ 一Α Β ∋ # &# % ! /

。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
“

林怀特争论
”

− ! ∃ ∃

≅ Β Α∋ < ∋ ΟΕΑ ∋ /和 宗教思想对动植物生态的影响两个方面
。

‘

 . 80 年 ! ∃ ∃ ≅ Β Α∋ 的
“

当今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

一文
,

引出了一场关于谁是造成地

球环境日益退化的罪魁祸首的争论
。

他认为
,

环境退化是基督教里 上帝赋与人类主宰地球的思

想所致
,

为了防止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

人类有两种选择
,

要么改进基督教
,

采纳(Α Π )
Ε∃ Ι (

的观点
,

(Α Π ) Ε ∃ Ι (
被视为生态保护神

9
要么全盘扬弃基督教

,

代之 以非西方宗教
,

如禅宗
。

怀特的观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

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

一些人同意其基本观点
,

即基

7 教是祸根
,

但指出
,

同自然更和谐的非西方宗教
,

在防止环境危机方面却并未有更大的建

树
,

这些人因此建议
,

用与现代生态
、

环境观点更协调的神圣教义来改进基督教
7

Θ # ! ∃ Ο∋∋

− . 03 /把环境危机归因于一神论的宗教
,

因为单神论的宗教不能限制人类的贪婪
。

他的解救

办法是采纳泛神论和东方 宗教
。

当然
,

也有学者对东西方宗教都加以否定
。

也有为基督教辩护的
。

Ρ ΣΕ 。= ∋ ∃ − . 8 0/ 等人争辩说
,
《圣经嫩义中包含有对百然界的 关

心
,

而不是怀特所说的那样
。

Μ # > % Β Α! − . 5 /也指出
,

基督教思想极丰富
、

极复杂
,

不能简

单地指责它是敌视环境的
,

况且
,

持有某一观点并不等于就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
。

Χ Ε )%) # Λ ∋ − . 58 /
‘

对这种争论有中肯的评述
。

他说
,

把我们对东方思想将威胁西方文明

的担忧
,

转移到环境危机将威胁整个人类文明上来
,

将是更有意义和必要的
。

宗教思想影响动植物生态的研究有两个方面
。

其一
,

许多学者研究 了宗教对看待动植物

生命态度的影响
。

在这 方面
,

印度的宗教思想受到广泛的注意
,

特别是
“

神牛争端
” − 、Ε Ι ) ∋ <



为土地利用规划而进行的湿地水文地质评价
Τ ) ∃ 。一<

7

8 Ε ) ∋ ,  ,

≅ Ε ) < (
7

Γ # ΑΑ(

摘 要 湿地一般出现在地质
、

水文及地形沉降发生变化的地区
。
它具有多种水文地质特

性
,

更确切地说
,

湿地是一个有机层

—
它是整个水文地质系统的一个元素

。

握地的三个明显而

相关的作用是
, −  /改变盆地的径流特征

9 − 3 /影响排水或补给水与地下含水层的关系
9 − 6 /在

漫地控制的盆地中
,

影响地表水发育潜力
。

因此
,

研究沮地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释它在区域水文中

的各种不同作用
,

阐述地质
、

水文和地形因素在湿地形成
、

发展中的差别
。

地质和水文因素包括

地表物质的特征和厚度
,

基岩类型
,

水文位置
,

有机层的渗透系数
7

湿地的导水系数
、

质Α 及与

含水层的水文联系
。

地形 因素主要与排水盆地
、

湿地的相对大小和绝对大小有关
。

为 了给水文地

质学家及上地规划者提供帮助
,

本文建议选择使用涉及水文位置
、

地形位盆和地质类型的因素对

祖地进行分类
。

前 盲 由于城市水侵及附近湿地流域的危害
,

36 个国家已颁布立法
,

保护公 民免于

洪水
、

污染及由于湿地发展造成的水资源短缺
。

可是
,

人们也渐渐意识到
,

湿地不仅仅是单

一因素作用的产物
,

而是在地质
、

水文 及地形条件的多种因素下产生的
。

实际上可 以说
, 、

湿

地是 一个流域的水文 反应
。

因此
,

本文的中心 问题就是确定湿地中具有划分意义的生成条

件
。

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湿地评价系统
,

以便对土地利用规划及 了解湿地水文提供一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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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二
,

研 究 了宗教 对动植物驯化
、

扩散的影响
。

中心观咸是
,

驴叱动物并不单纯出于经济原因
,

而同宗教仪式
、

神有关
。

三
、

问题与展望 地理学与宗教的交叉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课题
,

其中许多仍待探索
。

研究的侧重多在宗教对景观改变的意识动力作用
,

即带有传统的文化地理学倾向
。

除此之外
,

宗教地理学者没能涉足到其他可能充满希望 的领域
,

部分的原因是学者们划地为牢
,

不敢冒

然另辟溪径舀 又有一个问题是
,

各种研究对地方性宗教
、

神话及个人宗教经历重视不够
。

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之一是
,

环境中特定物体
、

景观 以及建筑物被赋与宗教意义的过程
。

为什么是这些象征意义而不是别的Υ 精神的东西是如何表达和传递的
,

特别在一些语言尚不

足以表达感情的地方Υ 政治和文化是怎样相互作 用
,

最后达成对特殊地点意义分配的一致Υ

难道不应该 分析一下权力关系Υ

正如Κ Ε Ι = ( # ∃ 往 . 55 / 强调的
,

儿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

从属团体与支配团体抗争的

区域战略均有待研究
。

因此
, “

抵抗地理学又%
∋ # % ) Ε + Β ! # ) , ∋ ( ( ΑΕ ∃ ∋ ∋ 、将会并且一定能成为

宗教的研究内容
。

地理学者还应考虑宗教与环境 −包括社会 /的相互关 系
。

虽然宗教对景观的影响已有充分

研究
,

但反过来则不然
。

在已有的研究宗教影响环境的文献里
,

几乎没有地理学家对宗教如

何影响社会关系注意过
。

受到冷落的机能主义观点
,

即宗教的明显 功能和 潜在功能观点
,

应该给予重视
。

张 翻光
、

王汝正
、

脸小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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