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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ories of famous scholar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some influential scientific peri2
odicals ,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of social2cultural t ransforming in social geog2
raphy , and especially pays far more attention to the theory and content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new”social geography. The social2cultural t ransforming of human geography means culture would

not be the only basis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y more , while society would not be the exclusive topic of

social geography. They could not make separated chapters 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human geography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angle of social2cultural t ransforming , the author takes the“new”human ge2
ography as an exploring social science. Its nature of social2cultural space offers an approach to other so2
cial sciences to explore their connotation , and it also shows the direction and content of space expand2
ing for them. The process of social2cultural t ransforming in human geography indicates not only the

course of subject recombining and research content of new human geography ,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how social geography and other branch subjects intercross. Secondly , the author t ries to generalize the

research content , st ructure and aim of“new”social geography , that is too say , the comprehensive the2
ori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 of“social space structure”. For example , 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of

social2cultural patterns and the modes of multi2st ructure of social space includes four theories. Thirdly ,

the new mutual research directions of new social geography and other branch subjects of“new”human

geography , as well as the relative content and research structures ,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hile new social geography is exploring social space structure and its system , it must take regions as a

main subject . Moreover , a city is one kind of social space structure dominated by regions. There are

two main research tendencies : one is study on urban social st ructure and spatial process , and the other

is the research on social behavioral modes and urban social space structure. Therefore , the basic theory

of“new”social geography with blurrier and blurrier subject border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problems in other branch subjects of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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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 根据国外著名学者的观点与权威文献 ,

论述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学科内涵 , 重点探

讨了“新”社会地理学的理念、研究的主体内容与前

沿方向。全文从社会 —文化转型的角度认定“新”人

文地理学是一门探索性的社会科学 , 它的社会 —文化

空间性为其他社会科学挖掘其学科内涵拓展了思路 ,

并为它们指引空间延伸的方向与内容。第二 , 探索性

地总结了“新”社会地理学主体研究内容、结构及其

目标。即“社会空间结构”的综合理念及其进展。第

三 , 探讨了新社会地理学与其他“新”人文地理学分

支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方向 , 及其相关的较为成熟的

学科内容及其研究框架。全文揭示学科边沿性越来越

模糊的新社会地理学的基础原理是人文地理学其它分

支学科分析与探讨问题的理念基础。

关键词 : 社会地理学 ; 社会学 ; 城市 ; 城市地理

学 ; 人居环境 ; 社区规划

中图分类号 : K901 　　文献标识码 : A

1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

111 　人文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学科意义

11111 　纠正“旧”人文地理学“科学理性主义”的偏颇

自“自然主义”达尔文式地理学的创立并进入“科学

领域”以来[ 1 ] , 人文地理学仅作为对“社会与区域事实与

数字的编目”知识体系[ 2 ] 。其理论体系是关于对“所看到

的东西”解构的学科 ①, 没有深入到对“存在着”的世界

可被感知到的知识领域。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学术界质疑“科学理性主义”人

文地理学“减少社会联系并增加空间联系 , 把自然科学的

基本逻辑应用于人文联系将是不可取的”[ 3 ] , 所产生解释社

会与区域的偏颇引发了在不同哲学体系基础下方法论的大

争论 , 由“数量革命”到“行为革命”再到“结构主义”

的“新人本主义”地理法的创立 , 辨白了不同哲学基础支

撑的地理透视范围与空间线索内容。这一系列的理念逐渐

得到学术界的赞同。确定了人文地理学对“可感知到空间”

用社会与文化去解构的新领域[ 4 ] 。即用社会 —文化的视角

真正地找出“地区差异性”, 改造地理的“理性”, 使其具

有人本特征。同样也可以这样理解 : 在不同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的区域差异性是“后”现代人文地理学要解释的空

间、构建的理论基础。因此 , 有人称其为“后现代人文地

理学”[ 5 ] 。

11112 　创立了现代地理学的标志之一“社会论”

近 30 年来 , 西方国家地理学对传统的“人本主义”进

行了重新纠正 , 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

系统观点。在不同哲学体系研究方法论的支撑下 (包括

GIS技术) , 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并形成了两大综合

性理论体系 , 一是“集空间与社会的结合”, 二是“集环境

与空间的结合”[ 4 ] 。由于在特定的区域内 , 人与社会的作用

方式可以探求出地理学涉及到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部分[ 5 ] ,

所以前者对研究空间差异性的探索 , 构成了“新”或“后”

人文地理学综合体系 , 美国学术界称对其“发现”标志着

“现代地理学社会论” ( Geography Social Theory) 的形成[ 5 ] 。

英国权威学者同样认为 , 由于“空间性将物质性与精神性

结合了起来”,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社会和阶层代表了

空间和时间”, 他们都属于文化观念[ 6 ] 。由“新激进”思想

构建的人类 —社会空间其内涵了广义的“文化转向” (Cul2
tural Turn) 理念[ 7 ] , 该内容构建了“新”区域地理学。

11113 　人文地理学将作为一门探索性的 (自然 —社会渗

透) 的边缘科学 ———引发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 1 ]

(1) 人文地理学的社会 —文化转型 , 意味着文化不再

是文化地理学的独有基础 , 社会不再是社会地理学的独有

基础 , 它们更不能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要素组成独立的

章节。社会 —文化具有空间的客观普遍存在性 , 因此 , 社

会与文化构建了现在与未来世界与区域的宏观 —微观空间。

由于社会是多层的 , 文化是多元的 , 这意味着构成世界与

区域的人类社会 —文化空间随社会发展不是同步与同构的。

因此 , 区域的构成与发展规律要在这种差异中去寻找。用

这种全新的视角解释区域现象形成了新人文地理学。

(2) 由于自然主义的人文地理学方法强调过去与现在

的宏观因素对区域的制约作用。而新人文地理学用“社会

—文化”的趋势可预示未来人类行为的区域规律与差异关

联 , 从而揭示以后世界与区域的人文空间结构与变化规律 ,

使其真正成为具有预测世界的全新观点的“手段”科

学[ 1 ,4 ] 。

(3) 新人文地理学通过社会 —文化视角转型的“更新

运动”, 形成了重新评估区域的分析方式 , 这种空间分析观

念 (加上地理信息系统手段) ②, 使其他社会科学者意识到

社会空间解释对其理论总结的重要性[ 6 ] 。引发了整个社会

科学领域 , 如社会学、经济学与人类学等再也不能忽视空

间作用 , 以及由此引发对其自身理论建树的再审视“革

命”[ 1 ] 。

112 　社会地理学的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

11211 　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或内容)

(1)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方面

总结西方国家30多年的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其

31 期 　　　　　　　　　　　　王兴中 :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 　　　　　　　　　　　　　　

①

② 当然西方学者对 GIS 也有相反的看法 : 1) GIS 为

研究地理提供了一个平台 , 但是一点也没有介入你所感兴

趣的具体的社会 —文化空间风格。它对社会 —文化进程中

的人类世界空间了解无任何关系。2) GIS 是对主体空间数

据的计算系统。它是一个“计算机地理学”, 因使地理学看

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 GIS[ 6 ] 。

Paul Claval ( IGU 文化地理组组长 , 关于 2001 年 9

月 17 —19 日在西安举行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GU

Study Group on the Cultural Approach in Geography 的第一号

通知文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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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

Fig11 　Connotation of social —cultural transforming in social geography

参考文献 : [ 4 , 5 , 8 , 11 —15 ]

“社会 —文化”转型主要从基本理念、研究方法 (论) 与研

究内容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图 1。其转型的核心理

念内涵 : “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地点

(或区位) 和区域角度 , 通过调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

系来协调地理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8 ] 。

(2) 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

①研究内容构成

早期社会地理学包括对人口、聚落与城市的研究。虽

然学术界对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尚无统一认识。

但是它们均集中在“对空间中社会群体的各种社会现象 ,

以及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及其各种空间模式”方面[ 9 ] 。自

社会 —文化转型以来 , 广义上的“新”社会地理学理论已

经成为地理学社会 (理) 论的核心。其基础内容是研究由

区位或地方构建的“社会空间的结构体系”, 重点在“研究

区位 (或地方) 的社会时 —空过程”。狭义的新社会地理学

重点在具体解剖并构建不同类型区域的社会空间的自我调

节结构系统 , 它们突破了“科学理性主义”地理对微观空

间不可知的“本体论”界限 , 并提升到可认知的认识论高

度[ 4 ,10 ] 。

②研究理念途径构成

新社会地理学对区域 (或地方) 构建的社会空间结构

系统的研究 , 可由两类理念途径构建其内容 : 一是注重从

社会结构调整人的空间行为关系的视角研究“社会空间结

构与空间过程”方法及其内容[ 2 ] ; 二是从空间行为调整社

会空间结构关系的“社会行为模式与社会空间结构 (经历)

研究”来创建其内容[ 12 ] 。

11212 　重组中的社会地理学的学科体系

人文地理学的社会 —文化转型的进程 , 标志着新的人

文地理学研究内容与学科重组过程 , 同样也标志着社会地

理学与其它分支学科如何交叉的过程。它有两方面如何重

组的涵义 : 一是对空间探索视角与目的转向会形成以此为

契机的学科重组 ; 二是社会 —文化视角涵盖整个人文地理

学 , 各分支学科面临在内容上的再构。对区域社会、经济、

文化与对应景观区域的探讨已不是传统分支学科对客观区

4　　　　　　　　　　　　　　　　　　　　　人 　文 　地 　理 　　　　　　　　　　　　　　　　　　　　1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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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实体内容的研究套路。前者的构成来源于人在区域社会

—文化行为活动的创造。社会 —文化有助于人们理解其区

域行为 (与选择行为) 及其对应空间构成。社会 —文化的

客观存在性影响着世界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程。

由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内容的再造必然导致向以社

会—文化转向为主线的“边缘化”与“综合化”的重组。

因此 , 新的社会地理学派生的内容将会向经济 —社会转向 ,

旅游 —社会转向、城市 —社会转向与乡村 —社会转向等。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社会地理学的地位显得更加模糊”[ 3 ] 。

例如 , 从时间地理学 (研究方法) 出发 , 该方法“代表了

对系统空间研究结合了社会科学和其它学科原理来处理人

类 (阶层) 活动的异常具体化”的“ (行为) 活动形式、场

所与其结构”相互关联为中心的时空并存规律。因此 , 该

方法对人文地理学的综合创新 , 可形成 (“从人道主义角

度”的) “社会 —工业生态学”, (“以人口系统与活动空间

形式替代”的) “社会 —技术生态学”[ 6 ] 。

2 　社会地理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与前沿方向

211 　社会地理学探讨理念内容及其进展方向

21111 　解构社会空间结构系统的 (区域) 综合理念

90 年代以来 , 人文地理学认为研究方法之别主要表现

在研究者综合表达理念手段上[ 4 ] , 理念手段不同导致研究

内容与理论上的差异。当前 , 对 (区域) 社会地理学研究

有两种趋势的“社会空间结构系统”探讨的理念思路。表

现在对区域社会空间结构系统的两种辩识观上。一是由于

关心主流社会空间结构 , 导致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男人、

发达地区与中心地”构成的社会空间结构关系上。二是忽

视由“女人、不发达区域与边缘区”构成的社会空间结构

的关系上。因此 , 在对区域解构上 , 常力图用前一种结构

模式替代或掩盖后一种结构 (模式) , 漠视社会空间结构的

多层与多元性性质。使后一种结构成为前一种结构的复制

品 ①, 忽视并无视“社会 —文化”对社会区域发展与构成有

承续阶段、阶层、等级与不同性别需求的客观存在性。因

此 , 对社会空间结构体系的研究 , 必须用新现实主义手段、

女权主义手段与后现代化手段去综合探讨。对社会空间结

构系统的理解与再建必须是一系列社会价值、标准与文化

期望值构建 , 重视对社会空间有准确性与独特性的研

究[ 4 ,15 ] 。

21112 　社会 —文化进程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动态理念

(1) 从“社会 —文化进程”来揭示社会空间结构系统

的过程演变

社会 —文化进程可以使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社会空间结

构这一客观存在事实发生动态变化。对这些动态变化分析

依赖于对应区位 (或地点) 社会时 —空过程的解剖 , 以替

代传统的区域景观结构构成分析方法。通过对众多区位

(或地点) 的社会 —文化进程分类 , 找出在全球化浪潮影响

下 , 不同区域多种行为空间模式形成的多元区域文化世界

与对应变化中的社会文化空间系统。

(2) 从“社会公正与保护”来构建社会空间结构系统

的客观现实

新社会地理学强调人类行为在未来社会空间结构中的

作用。不同区位 (或区域) 的人群受其在社会 —文化进程

经历中所形成的生活期望值 (观) 与哲学 (思想) 价值观

的影响 , 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多变的动力源 , 在价值观的

主导下 , 他们构建了世界或区域不同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

水平。不同区位 (或区域) 多样的价值观在“社会公正与

保护”的理念下才能和谐共处 , 构成一个等级健全、类型

多样、互相依存的社会空间体系结构[ 1 ] 。因此 , 必须重视

对地点的价值建造研究与地点道德观构建研究 , 以期解构

建造社会空间的“本体”。

21113 　社会文化类型现代化与社会空间多元结构模式的

理念

有以下四类理念。

其一 , 从社会意识形态入手 , 研究对应社会关系 (模

式) , 以此探讨对应社会空间组合 , 进而解剖社会空间的结

构。

其二 , 在社会关系对应的社 (会) 区 (域) 与场所组

合的基础上 , 揭示一个国家 (的空间) 系统 (或一个行政

区域系统或一个自然地域单元系统) 及其发展的空间模式。

其三 , 寻找社会 —文化现代化 (或进步) 对不同区域

文化类型结构的影响因素 , 如技术进步、交际沟通方式的

转换与全球化跟进等。如何试图使其社会 —文化类型现代

化的同时 , 保护其社会空间结构不趋同于一个结构模型。

其四 , 个性自我的存在类型与和谐的社会空间结构。

个性自我包括个人自我、社群自我、民族自我与国家自我

等不同类型。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影响 , 使这些自我的存

在方式与对应的空间结构也有相应的扩展与消退的经历。

在这种变化中导致了多种新的排他行为 , 引发所属空间的

消长 , 导致空间冲突 , 使社会空间结构失衡。如何看待并

寻找个性自我的方式 , 引导和谐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平衡。

212 　社会地理学探讨前沿方向的端倪

21211 　社会地理学的基本原理是其他分支学科分析空间问

题的理念基础与出发点

(1) 地理学的社会论是社会地理学创新的基础。

对空间与社会集合的研究构建了人文地理学社会 —文

化转型的基本理念。使地理学的空间理论抛弃了物质主义

论进入到社会论中[ 6 ] 。社会地理学追求的集空间性、物质

性与精神 (社会性) 为一体的社会空间的结构体系 , 恰好

是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分析其研究对象的区域基础。

(2) 社会地理学的社会空间结构体系是其他分支学科

的分析问题的理念和出发点

51 期 　　　　　　　　　　　　王兴中 :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 　　　　　　　　　　　　　　

① Paul Claval ( IGU 文化地理组组长 , 关于 2001 年 9

月 17 —19 日在西安举行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GU

Study Group on the Cultural Approach in Geography 的第一号

通知文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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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方向

Fig12 　Research direction of urban social geography

图 3 　城市社会 —生活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与前沿方向

Fig13 　Research content and directions of urban social2living space structure

　　社会地理学近 30 年来社会 —文化转型的实践 , 建立了

社会空间结构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该框架不但构成了

“新”的区域地理学核心[ 16 ] , 而且为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

提供了区域或空间分析的理念出发点[ 15 ] 。

21212 　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国外发达国家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 就认识到城市问题

主要是社会空间方面的。其核心是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与在此基础上的生活空间结构。以此来准确判识生活空间

的质量和类型。新社会地理学 (与城市地理学) 能够展示

的前沿方向有两大类型。

(1) 城市社会地理学与其研究前沿方向

城市社会地理学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 , 以及形

成的新学科方面 , 上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术界已经给与充分

的肯定。当前国内城市地理学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评

价[ 17 —19 ] , 城市规划学者也给予高度关注并加以延伸性引

用[ 20 ,21 ] 。

①基本框架理论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原理

新社会地理学探讨社会空间结构及其体系 ,必须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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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会地理学以及与人文地理学其他学科交叉的基本理论方向

Fig14 　Basic theories of intercrossing of social geography and other subjects in human geography

图 5 　新社会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新分支学科的交叉核心内容研究方向

Fig15 　Research direction of intercrossing core contents of new social geography and new branch subjects in human geography

域为对象 , 而城市是区域为主导性的社会空间结构。主要

研究趋势有两种 , 一是城市社会结构与空间过程研究 , 二

是社会行为模式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经历) 研究。其涉

及的前沿方向见图 2[ 2 ,12 ,14 ,16 ,22 ] 。

②核心理论框架 ———城市社会 —生活空间结构原理

对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 , 城市规划学家较多地开展了

“人居环境”为主题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23 ] 。地

理界其后也涉入此研究领域[ 24 ] 。但是都没有转入对社会与

生活空间的微观分析。

对城市社会 —生活空间结构的研究 , 摆脱了对唯物条

件的极度关注 , 转向人本需求的社会空间“关注”研究。

其研究方向集中在“社区体系与场所体系两大方面”, 其研

究内容与前沿方向见图 3[ 4 ,25 ] 。

(2) 营业性 (城市) 场所 (的社会 —文化) 微区位论

(城市) 场所是居民认知社会 (生活) 空间结构中“存

在主义的”地方 (或区位或区域) 概念。它们形成与存在

的体系不断地确定对应人们行为空间及其界线。因此 , (城

市) 场所尤其是营业性场所及其体系是 (城市) 生活空间

质量高低的具体体现。社会地理学对他们的研究已涉及或

延伸到经济地理、旅游地理、城市地理学等学科正在形成

的综合前沿方向。社会地理学与各分支学科交叉的“微区

位论”是新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其理念核心 , 必须在

一定发展阶段的宏观与社会条件下 , 把握 (城市) 社会空

间系统构成的基础上 , 从提高 (城市) 社区空间生活质量

入手 , 探求与营业性场所具有和谐关系的“微观”社会空

间区位因素与宏观“感应认知”区位因素的关系规律 (见

图 5) 。

21113 　社会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方向

(1) 社会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基本理论研究方向

(图 4)

71 期 　　　　　　　　　　　　王兴中 : 社会地理学社会 —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 社会地理学与其它分支学科交叉核心内容研究方

向

由于新社会地理学建立了社会空间结构系统 , 以此为

基础 , 很易延伸到对商业、旅游、游憩、公司等人们多种

行为活动场所的空间关系探讨 , 寻找在区域 (城市或乡村

或行政区) 社会空间环境下 , 这些场所的布局规律与空间

秩序[ 25 ] 。形成对各种行为场所的“微 (观)”区位的系统

理论框架 (见图 5) 。

例如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的微区位研究已深入到内部

的空间布局方面 , 从空间的租赁价格分布来探讨商业零售

区位与购物文化环境的空间秩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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