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次大战后的英国地理学

 约愉斯顿 ! 格针宁戈里

英国地理学的研究集中在高校
,

尤其是人学吧进行
。

英国没有公家或私营的地理研究所
,

所

以大多数地理科研人员是高校的地理教师
,

他们不仅要搞教学 还要搞研究 地理学者大多进行

个人研究
,

选取个人感兴趣的课题
,

具一定规模的研究小组并不常见
。

一般高校地理系教研人员

的招聘政策是招收不同专业方向的科研人员 以给学生们提供尽从多的课程 地理系中 卜
一

般 日

一 ∀#名教师∃ 很难找到二个人有相同的专业方向
,

因此
,

英国地理学还没有一 个学派能占统治地

位
。

‘

地理系教员都是终生聘用的
,

无论是教学或研究
,

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特 长 地理系

科研经费的分配也只反应了个人的兴趣
,

当然个人兴趣的选择受到各种条件的形响
%

地理学的进

展一般是由少数几位革新家促成的
,

随后 有更多的学者向新的方向迈进 近年来地理学发展很

快
,

地理学家选择的余地和潜力都增加 了不少
,

结果是地理学呈现出百花齐放
、

一

百家争鸣的局面
。

一、 地理学研究机构的设置 英国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旱期
,

但真正的发展是

在二十世纪
。

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
,

有十所大学有了地理教员 有些还在其它系科 &如地质系 ∃

设置了地理教员
。

利物浦大学 ∀∋ ∀( 年首次授子地理学学位
,

随后七年
,

埃伯斯维奇大学
、

伦敦经

济学院
、

大学学院
、

剑桥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
、

设菲尔德大学也都授
一

予地理学学位
,

到 ∀∋ 场年
,

有 )! 所大学有了地理学系
。

当时大多数地理系的规模都很小
,

一般不到 ∗ 名教员
。

教员要教授许多门课
,

任务繁重
,

教

课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大众的视野和培养中小学师资
。

教师们合用一个办公室
,

资料和设方创缺乏
,

基本上役有专用图书馆
,

‘

地图收集也很慢
,

没有自然地理和制图实验室
,

实地教学也主要是靠教

员的经脸而非实际量算
。

二次大战本身对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彭响
。

一方面
,

对遥远地区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区

域考察 激起了不少区域地理学家的兴趣
+ 另一方面

,

地理毕业生在政府部门编呀的
“

海军手册
, ,

为地理 学研究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丰 ,,−’资料和数据
。

同时
,

二次大战迫使地理学家提高了图片判

识的能力和测
一

壁与制图的水平
。

战后的复兴币建
,

改建和规划
,

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

.

在这个基础上
,

!、∃年于她理研究机构有了扩大
。

一些新的地理系成立了
,

更重要的是已有的

地理系在教师和学生数量上都有增加
。

/0 年代
,

有些地理系已有)0 多名教员
,

每年可培养 ∀0 0 或

更多的学生
,

许多系还添置了新设施
,

包括一些较好的实验室
、

辅助人员
,

资金也充裕了一些
。

/0 年代和(0 年代
,

又有几所新的地理系成立了
,

在) , 所综合性技术高校也设立了地理学系
,

有的教育学院也开始授予地理学学位
。

高教地理师资的加强
,

使学生数日日益增加
,

二
、

地理学革命的前兆 &∀ ∋ ∗! 一 ∀∋ / 0 ∃ 二次大战后的巧年 地理学家对地理学学科特征

的认识逐步改变了
,

但最重要的质变发生在/&∃ 年代
口

战前 人们沁遍认为综合性心也理学的前提
,

因而出版了大量关于区域的非数字化描述
,

但很少有真正的综合 英1闷地理学家为写不出象法国

2 .3 45 证 6 学派 &这个学派特别突出不同区域的区域特征 ∃ 的著作而感到 自愧不如
%

从汕年代开始
,

地理学家75’树区域综合的价值和实用性提出了质询
,

年青地理学家们对 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

系也并不十分感兴趣
。

区域地理学的节节衰退伴随着传统的和新的分支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

两者互为因果 51门
%

蚁

维斯 &8 9 压2. : ∃ 模型的创立和发展
,

使地貌学成为自然地理学中最时髦的分支
。

在英国
,



; << 53 =. 3 >? 和 ≅ .6Α < 6 则为该学科的领导人
,

这期间
,

与地质学密切联系的概念
,

如结构
、

过

程
、

阶段等风行一时
,

研究的重点则仍在结构上
,

而非对地貌过程的探讨
。

由冰期作用形成的隆

起和仅蚀
,

继而造成地形变化的过程
,

是这一时期地貌研究的主要突破
。

同时
,

考腾《Β<
ΑΑ< 6 ∃

和派弟尔 & Χ?5 Α.? = ∃ 开创了地貌学的新领域
—

气象地貌学
,

由于气象随空间变化对地貌形成

有着很大的影响
,

在澳大利亚
、

热带非洲和北美工作的地貌学家面对新的自然环境
,

新的课题
,

写出了不少新著作
。

在热科抛区
,

对深风化和红土等的研究
,

促进了化学风化的研究
,

因此
,

地

貌学有了新的课题和方法论
。

气象学的研究领域也更宽广了
,

战时天气予报经验的积累
,

产生了概要气象学和许多天气形

势的专业术语
。

人们普遍接受了大气层的物理过程和水分平衡是气象学研究的核心
,

但由于多数

气象学家对物理学掌握不多
,

加上水文学尚不发达
,

使气象学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

在!0 年代
,

生物地理学和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则十分薄弱
。

主要学术贡献是俄国地理学家以气

象学为基础绘制的世界土壤类型标准图
。

只有个别侧量土壤的地貌学家和农业地理学家对土壤略

有研究
。

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也同样薄弱
,

研究的主要进展是花粉分析
,

生态系统和植被演替的概

念也逐步引入了地理学
。

在自然地理学的所有领域
,

实地资料收集备受重视
。

地理学家们绘制了地蚀面地图
,

设计了

绘制地貌图的设备
,

区域气象也得以计量
,

但公撤少实验室分析和实验室设备
。

研究报告也多属

于描述
、

解释所完成的成果图
,

基本没有统计分析和数字模拟
。

在传统的人文地理学中
,

土地利

用
一

&无其是农业土地利用∃ 的研究十分活跃
。

主要方式是通过收集旧书的资料
,

十九世纪的统计

记录等描绘土地利用图并加以解释
,

斯坦普多Α4 Δ Ε ∃的土地利用测量是广为应用的
。

地理学家通

过土地利用资料和自然条件的综合分析为规划提供了基础
。

这一时期
,

比较新的发展是城镇和工业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中
,

地理学家们通过对城市形态

的形成
、

城市腹地的定义
,

试图确定中心地的级别
。

琼斯 & < Φ?: ∃ 对贝尔法斯特的社会地理学

研究对该分支做出了很大贡献
。

工业地理学
+

卜史密斯 &Γ 65 .ΑΦ ∃和伊斯托尔
·

布坎南 &Η ““Φ4
, , “ 5∀∃

、

涛弃了对某区域工业描述的传统方法
,

探讨归纳工业区决策的一般原则
。

政恤
理学则上要足因

界研究
。

∀∋ /0 年前的英国地理学与∗0 年代沁然不同
,

特点是没有形成革命
,

只有缓慢的变迁
,

地理学

逐渐摒弃了区域综合的杨合
,

专业地理学对许多变量的研究导致了系统方法的应用
。

不过
,

!&Ι 年

代的地理学从观察和地形变化的主观因素
,

转向数据收集
、

整理
、

研究 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的空间类型等
,

为随后的计量革命铺了路
,

在!0 年代末和 /0 年代初
,

标准的区域地理课本的出版
,

这些著作成为这个时代最后的重要著作
。

三
、

地理学发展的分水岭
%

/ϑ 年代计Α 化的兴起和推广 六十年代是英国地理学方法论变化

的十年
。

六十年代初期
,

几乎没有大学生接受统计训练
,

而六十年代末
,

几乎所有的地理学生都

学习统计方法
,

其中不少人还学习多元分析
、

数量模拟和计算机使用
,

这样
,

研究的内容
、

形式

及成果都与以前大 不一样了
。

(0 年代
,

计算方法在课程中占得份量更多了
。

计量化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
。

计量方法作为描述工具被引入英国地理学界主要有两个途径
,

一是英国气象学的研究
,

气象学的研究终有数量分析的传统
,

格里高利所写的 《统计方法与地

理学家》一书很有影响
。

另一条途径则主要是北美的影响
,

几个英国地理学家在美国学成返英后

&主要有乔利和海格特∃ ,

带回了不少美国计量革命的成果
。

起初
,

应用计量化是试图使描述更准确
,

但后来
,

地理学家的哲学观发生了变化
,

不少地理

学家接受了实证主 义哲学
,

实证主义哲学的 目的
,

就是通过假设后
,

得到具有予测作用的归纳
。

地理学也迅速从描述
、

解释特征的学科变成总结
、

归纳出规律的学科
。



这样
,

在研究和教学中
,

系统的分支学科成了主流
。

这期5川
,

有两部反映粉她理学的亚要著

作问世了
。

一部是 《地理教学的前沿》 本书总结 了实证 .三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
,

批刘

 ’藏维 斯 & 8 9 Κ4 2. : ∃ 模型缺乏对地貌过程的动态研究
。

另一本更成功的著作是 《地

理学模型》
、

这本书全面回顾了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对模型的研究
,

弓Λ用了许多与地理学有关的社

会组织
、

过程
,

形式等的非地理文献
,

这摊 Λ弓成为后来地理研究的必读品
。

第三本书
,

海格特的 《人文地理学的区位分析》 7 5∋ / !年出版 了
。

这本书不仪带有浓厚的实

证主义的色彩
,

而且对地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总的结构
。

海格特在书中
,

把空 5司结构划分为 ! 个

元素
,

即交气&6 < 3 ? : ∃ ,

分级 &Φ .? =4 ? Φ .? : ∃
,

5司络 &6 ? Α8 < =Μ ∃
,

流 &75< 8 ∃ 和面 &Γ Ν = 74 ? ? ∃
∃

这

本书还归纳了大星其它科学的研究成果
。

海格特认为人文地理学家们应找到社会空间组织的睐理
,

其中距离因素对经济
、

社会政治决策无疑Ι要有头等币要的彩响

/0 年代最后一部重要著作
,

也是第一部刚述公%.5,
几 5% 义行学的著作是哈维的名片《地理学解释》

。

哈维认为科学的 目的是解释
,

解释所有事物的因果顺序
,

以归纳出科学规律
,

哈维在 朽中详尽解

释了科学方法的内容
,

其语言以及在地理学中的应用
。

/&∃ 年代的新地理学着贡空间形式的研究
,

因此常称为空间科学
。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都

试图用计量方法来解释分析成果图中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

地理学家还常常做出假设
。

建立

数学模型
,

有些假设条件是由其它科学引入的
。

大家对描述
、

分析技术的提高而感到欢欣鼓舞
,

同

时英国地理学家学会的计量小组也大大推动了计量地理学的发展
。

(&∃ 年代
,

人文地理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在方法论上有了分歧
。

不少人文地理学家对实证主义

的方法论感到失望
。

尽管如此
,

许多研究仍使用计量方法和实证主义哲学
。

#&∃ 年代初
,

几乎每一

个地理大学生都要进修计录分析和计算机
,

教课内容也充斥了翩年代的新地理学
。

目前
,

人文地

理学与自然地理学
Ο

≅要由计量方法相同而联系在一起
,

两者都采川系统分析法 许多创造性的成

果也因此产生
。

在早期新地理学的研究中 通常的统计方法在 Ι乙川 上空问 形式分析 卜没 们洲 位
、

到

推论所带来的问题
,

海格特讨论 了这些空间作用的相对重要性
,

比较圆.却也角有丸  ’这个问题 使

地理学能够研究时空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
。

四
、

( 0年代的发展
—

从研究分布到研究过程 自从计量化和
’‘

科学行学
”

在/&∃ 年代逐步引

入英国地理学后
,

/&∃ 年代末
,

这个方法统治了地理研究
,

使新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和 自然地理有 了

共卜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从此以后
,

虽然研究技术的进展和研究成果十分显 著
,

但人文地理学和

5
‘

Π热地理学却越来越分道扬瞧  ’
Ο

∀
、

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变化的标志是研究对象从空间分布形式转为

对形成各种形式的过程和机制作出分析
,

这就使自然地理李运用了许多其它自然学科的内容
,

加

上运用实证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
、

运用系统方法
。

从一般过程中选取样品数据
,

通过统计处理试

验设想的机制是否正确以研究一般过程
,

这在气象学
、 Ο

上壤学和生态学中尤为明显
。

自然地理学

的论文已不再是一幅侵蚀面地图 , 或 幅帕被Λ冬Λ或 5几壤 类型图等等
,

而是对 自然环境形成这些现

象的过程的解释
,

有些解释从物理
、

生物学规律中得到
,

用数学模型表示
。

地貌学的研究受到水文学和水力工程的双重影响
,

对坡地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有了出色的进展

特别是对坡地变化率的测量
,

使地貌学家们形成了演化的观点
。

演化观点的确定使地貌学能对自

然环境的实际问题有更多贡献
,

有些地貌学家甚至鼓吹地貌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
。

对过程的兴趣也有力促进 了土壤学
、

生物地理学的发展
,

七壤
、

生物因素在环境系统中的作

用受到垂视
。

在所有这些环境系统的研究中 物理
、

化学定理广为应用
,

实验室的实验
,

分析也

成
一

了必需
。

/&∃ 年代中叶
,

许多地理系都添置了设备
。

但气象学的进展
,

则由于地理学家缺乏人
人毛

物理和实用数学的知识
,

及资料收集吊贵而减缓了
。

这期问
,

不少课本加强 了对过程和气象彩响

的 ,.5 述 同时 川.丛感图象表达峥态气象状况和研究动态过程引起  ’人们的注怠
Ο

近年来
,

遥感资料



对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彩响越来越大
,

其应用已扩展到计算机等其它科学设施
。

地理学家最能充分

利用与地表状况有关的遥感资料
。

与此同时
,

自动制图和计算机制图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

虽然系统方法似乎有利
一

7对 自然地理学的综合
,

而实际上自然地理学却沿着三个不同分支发

展
,

这三个分支正好 57用三种杂志表示
,

即 《地表过程与地形》
,

《生物地理学报》
,

和《气象学

报》
。

近年 自然地理向纵深和多样化发展
,

同时也注意到了各个分支的相互联系
。

)
、

人文地理学
—

从空间科学走向人文主义和马克思 .三义 计量革命为人文地理学家提供

了一个研究空间形式的新方法
。

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社会空间组织的一般规律
。

在经济地理学中
,

区位决策的研究是
Ο

仁流
,

在城市地理学中则流行芝加哥学派的居住选择的社会福利研究
。

从模型

先得出假说
,

再用成果图去测试假说
,

然而评价假设是否正确的标准却不一样
。

测试假说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成功
,

由于假说中人们决策的条件不真实
,

所以模型并未解释人

在真实条件下的行为决策
,

于是归纳法逐渐取代了实证主义
。

归纳法试图寻求现实生活中的一般

规律
。

同一时期
,

实证主义仍是人们试图解释工业布局
,

商业网点布局的主要哲学基础之一
。

人

们认为空间决定沦由于对决策的 玉视而更加人性化
,

但有些地理学家批评实证生义
,

认为实证主

义否认个人不同的行为特征
,

必须建立更加人类化的地理学
。

∗ 实ΙΙ, % 仁义的不满
,

使历史
、

文化地理学中一些传统方法
、

哲学又重新兴起
。

这种方法的 目

的只石
%

 
+

理解环境和环境中的人
,

探讨人们对地方的感觉和认识
,

文献 自然址观成  ’数据
∃

人

文 .毛义认为只仃通过人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对环境因子的反应
,

才
‘

能达到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

而

试图找到规律是不可能的
,

因为人的行为实际上还受到社会控制
,

而绝不可能达到绝对自由
。

存在

主义
、

理想
Ο

.二义和现象
Ο

仁义风行
一

时
。

但只有少数地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而且多数不大成功
,

但尽管如此
,

地理学中留下 了大量有关人文地理的著作
。

对实证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是因为实证主义地理研究未能科学地解决英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

史

密斯 &: Δ .ΑΦ∃ ∀∋ (( 年提出了福利地理学
,

7创昆出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布应是地理学的主要课题
,

生

活质狱脸址币要的 转体来说 人文地理应研究社会
、

汉
,

以使生活在全5Θ5 范 ΡΑ∗ 内得到提高
。

经济变址加制图
,

Ο 解什成Λ’毛 提出改车建

史密斯改良的实证 .二义也受到 了批判
,

因为改良实证主义并不能够很好地解择产生地理现象

的原因
,

同时最多不过指出社会症状而不能提出改革方案
。

哈维在∀沂 −年写的《社会
Ο

.三义和城 市》

一书中指出
,

社会问题的原因是十分深刻的
,

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可能对原因作出解禅并提出

改革方案
。

地理学家描在图 卜的不平等
,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要消灭这种不平等

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来代件资本主义
。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
,

人文地理学不同于自然地理学
,

前者不能归纳出空间行为的普遍

规律
。

由于经济过程的条件和形式总在变化
,

因此
,

采用自辉科学的Ι5 祖来研究规划和政策
,

无

论计盘与否
,

最多只不过是对条件的再重复述
。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寻求确定控制人类行为的经济过程
,

并在特定情兀下证明它
。

它并不象实

证主义那样
,

认为某个原因一定产生某种效果
,

相反
,

它认为经济过程使人们的活动有一定的方

式
,

至于人75’珊究选取哪一种方式则不可能从理论中直接得到
,

而只能在实例研究中去理解
。

所

以
,

人不是自动机
,

而是象在一定舞台上的演员
,

在特定的舞台上
,

至于演员如何演则取决于演

员本身
。

格里高利心 =? Σ “=Τ ∃提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目的应该解放思想
,

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经

济
、

社会状况
,

使人们从被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
来改变现实

。

印年代的计量化和空间形式分布的规律的研究给人们以地理学是统一体的印象
,

但在(&5 年代
,

学 者们更注意对过程而非分布的研究
,

这个统一体就瓦解 了
。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交

界面越来越小了
。

在人文地理学中
,

实证主义受到严厉攻击
,

但也出了不少著作 其
‘

已朽学 ‘改

良实证 主义
、

人文主义和马克拱主义 , 也纷纷出笼
,

虽研究手段百侈齐放
,

7川 ,的只石 个
Υ

∗



改份人们的生活条件
。

片
、

+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象其它学科的科学家一样
,

地理学家们也曾试图找到和确定地

碑学在整个科学中的地位
。

有些地理学家认为多元化给学科带来 了繁荣
,

而另
一 ‘

陛则认为地理学

科需要稳定性
,

这种稳定性可以通过确立地理研究的核心而得到
,

这个核
』

今必须同时似及人文地

理学和自典粉也理学
,

即学科的特征就是其区域综合性
。

/0 年代以前
,

地理学的核心是区域综合
,

但/0 年代
,

区域研究已失去了统治地位
,

地理学分

支在使用共同的方法论 &尤其是空间形式的研究技术
,

地图和统计方法 ∃ 而成为统一体
,

专业地

理学家们从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了比地理学本身还要多的智慧
。

随后不久 使人文地理
、

% 自然地理综合的系统方法也受到批评
,

因为系统方法把人看成机器
。

由于人文地理学和 自然地理学研究兴趣越来越不同
,

共用的技术也减少  ’ 地理学家们终于

认识到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各自的整体性
,

其中自然地理学
, Ι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密切相 关

,

而人文地理学则与社会科学 关系密切
、

有些地理学家则由于政治和学术的原因扭忧这种分裂的趋

势
,

他们强调地理学联系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特殊作用必须
’1时寺 在教学中

,

区五刃也理要加强
。

他们还发展了新的综合方法
,

这就是研究环境问题
,

通常称为资源分析和管理
。

自然地理学家调

研人对景观变迁的作用
,

阐述资源管理人员如何与地理学家相互协调去调研 自然环境
,

人文地理

学家则把环境看成稀有资源
,

讨论社会和个人如何受环境限制并做出反应
,

以解决环境问题
,

这

样
,

地理学家通过扩大专业面
,

可以在人与环境的研究中起独特作用
,

因而发展成为实用科学
。

这个观点深受自然地理学界的欢迎
,

但实际中
,

人文 自然地理学结合的则不多
。

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资源 日益增长兴趣的另一个对象是景观
。 ’

!0 年代常用的概念又得到了

应用和发展
,

如经济娥观
、

人文以观等 传统地理学把均质的区域定义为特定的扮观 址观质量

的客观评价又在 自然地理学界风行 时
,

而人文地理学家则注意 其主观评价
,

包括将 Π
』

+观了.成脸

人们的自我创造和 自我反映
,

坛观保护也受到重视
。

这样
,

在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
,

Α
,

除 实

验均得到广泛运用之外
,

已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

“二 应用地理学 近来
,

地理学家的著作都强调了实吧
,

这反映了地理学家对解决全球性

问题和区域问题的迫切感
,

也反映 了地理学家想增加专业实力以满足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要求
。

这

种实用趋势在−&∃ 年代斯坦普做的
“

土地利用调查
”

中就反映出来
,

随后土地利用政策的讨论也反

映 了这一趋势
。

斯坦普 ∀∋ /&∃ 年又出版 了
“

应用地理学
”

一书
,

对实用地理学的发展做了一个总结

,.∀ 顾
。

!&Ι 年代以后
,

许多地理学家找到了城乡规划的职业
。

起初
,

地理学家的作用主要是土地利用

研究
,

/&∃ 年代后
,

地理学家参与了土地利用一交通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型的研究
,

并作出了很大贡

献
,

同时地理学家们还对城市政策的评价
,

城 ∀5’政策的形成做 了研究 75
一

5仃的学 者认为这还不够
,

需要更多的应甩地理学
。

新杂志应用地理学
、ς < Ε 5.“3 Ω ? “ > =.5 。1, Τ

,

 
几
川川 年应运而生

·

有些地

理学家则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心
,

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学术气氛
,

减少学术研究的 75由
,

还 , ,丁能因为
, 这种应用研究是对社会力量结构的支持

,

从而与利益团体息息相关
。

五
、

英国地理学对世界地理学的影响 英国地理学从许多方面可看成是英国
、

北 处
、

欧洲地

理学的混合体
,

跨大西洋的影响在过去三十年日益增加
。

一方 5可 ,Ξ域研究旦以7浓盯的欧洲特点

另
一

方面
,

 〔分支研究则与北美的联系更密切 &比如
%

空 1,75朽∃析和计从单命
∃ 1Λ,Ι

、

这种联 系

地理学
,

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很难区分什么是英国地理学的贡献
,

什么是美「中也理学的贡献 Π5’些

美国地理学家在英国读 了学位后回美国研究 ∀可有些英国地理学家则在北美搞研究
,

两边的娜期

交流也特别活跃
。

出版物方而
,

英国系统地出版了大量专业地理杂志
,

而美国则从市场角度考虑

出版
一

了不少大学课刁‘

在,阅5冰地理学 界
,

夕芝5、,的彩响 5分,砂Ψ ∀∀泛 !&,年代和&+。一年代英5Σ 也 ,,,
、

+‘
·

通过妇亡71≅丰义Π
, ,5人心%

,

于75
Υ



临空型工业区选址与地域振
、

兴

旧 ∃ 饭岛贞一

首先想以浅近的例子作为本文的引言 ∀∋ #∀ 年度新发展的喷气化机场有三个 &离岛除外∃ ,

即富山
、

高知
、

德岛 首先 地域振兴核治公团在离富山机场行车】0 一】!分钟处
,

建立了八尾中

核工业区
,

京山通用公司决定在川川见建立工业区 几次
,

三菱电扫缺定在高知机场附近发展
,

最

后
,

德岛机场使冲电气公
,

弓向德岛市发展
。

而这件事由于各种原因575. 作罢了
,

取而代之的是三洋

电机决定在机场附近的松茂盯团地建工业区
。

这三家公司计划生产的集成电路
、

太阳电池等均为

尖端技术产业
,

表明了机场的喷气化与尖端技术产业的工业区选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从昭和五十年代初开始
,

九州被称为硅岛 九州最早喷气化的机场是福冈
、

官崎
,

接着鹿儿

岛 7 四/ ∋年
、

熊本
、

人分  
+ 5, (∀ 年 长崎 5

+ ∀∋ (! 年都先后发展成为喷气化机场
、

尤其是后面发展

的四个机场
,

配备了大型喷气机着陆和起飞的洲洲米跑道
。

国营铁路运费逐年上升
,

而大型喷气化客机
、

三星运输机
、

ΚΒ
,

∀0等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运费

却下降了
。

在日本航空客运普及的同时
,

出现了像集成电路
,

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小型的
、

价格高

的运费负担高的产品
,

为求得空运的方便和劳动力
,

在九州的各机场周围选定了工业区
。

其结果
,

日本半导体的十分之四是九州出产的
。

九州各机场每天最后航班
,

装载了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

电路
, 、

价晚就运到抵东京
、

大阪
、

名古尾的扣≅场
,

井立即运往周山 ∀二 
一 ,

以备第 几天工厂生产加工

脚暇私巨十年代起直到四十年代
,

口本的产业政策是币工业
、

化学工业
、

钢铁
、

石油
、

石油

化工
、

炼铝
、

造船等工业在临海地区建立 了联合企业
。

然而
,

由于 ∀∋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
,

使

日本的经济基础动摇 了
,

尤其是耗能型的基础材料工业的结构 跌落成为不景气的部门
。 ·

口矿 巴写 巴
一

公理 砂己 公之全巴 砂 东 矛 竺夕 巴全恋
矛 今 矛德 才沙矛今矛乡 公 乡兮 巴公己令之

尸
公 乙宁 之, Ζ , 公今公之个遭[ ‘之佗 竺‘

、

, 言巴Ζ 己‘ 之
了

言之‘
,

逻 ‘
、

遭‘ 竺左
,

之 Ζ 乙 Ζ 占二 巴有 杏公 占‘

动了不少国家的地理研究
,

这在英联邦国家尤为明显 &如澳大利亚
、

加拿大和新西兰等∃
。

近年

来
,

这种影响也扩大到东南亚
、

东非
、

西非和力励比海地区
、

印巴等地
。

不少英联邦和发展中国

家还选派研究生和年青教师到英国读研究生课程
,

他们带回了英国地理学的最新发展和成果
,

这

样英国的地理传统和发展就引入了其它国家
。

但由于英国大学学费的大幅度增加
,

这种联系正受

烈削弱
。

将来
,

英国的地理学的影响仍将重要
,

但由于经济实力英国地理学将主要研究本国地理
,

不再可能成为地理研究的人才库
。

六
、

结语

从地理学研究
、

出版物和毕业生数量来看 英国地理学在过去四十年得到空前的发展
。

研究领

城拓宽了
,

方法更新更好了
,

对学科的哲学理解更深了
。

整个学科十分活跃
,

百家争鸣
,

硕果累

累
,

对社会的发展也贡阁址页多
,

英国地理学家也促进和参与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地理发展
。

这些进展使人欢欣鼓舞
,

但有些地理学家甚至从加年代就开始担心 了
。

因为这些发展使地理

学的狱体性 日渐受到威胁
,

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越走越远 了
,

各个 专业中的地理学越来越向

玲臼学科靠拢
‘如经济地理学家向经济学

、

植物地理学家向植物学靠拢 ∃ 并在其它学科的专业杂志

上发表 了人址的沦文
,

地理学的繁荣使地理分支之间的联系逐渐消失了
。

另一些地理学家则对这

一现象不太介怠
。

那么
,

地理学家究竟应成为客观的学者呢Ζ 或是技术专家Ζ 或是社会变化的催

化剂呢Ζ 这些问题摆在所有地理学家的面前
。

地理学家并不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而分成互

不理解的学派
,

而是组合没有学科带头人的庞大的研究团体
。

恐怕
,

今天的地理学界可以归纳为
%

一

Λ
。

分活跃相互促进
,

但缺乏学术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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