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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世界霸权》

内容概要

20世纪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在欧洲大陆产生巨大影响
⋯⋯⋯⋯⋯⋯
※编辑推荐※
☆20世纪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在欧洲大陆产生巨大影响，欧美高校地理学专业畅销教科书
☆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交织与互动的宏大视野，一部别有洞见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附麦金德经典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 》新译，阐释“枢纽地区”的核心概念
⋯⋯⋯⋯⋯⋯
※内容简介※
历史、地理与政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要线
索，也一直吸引着人们加以关注和思考。在20世纪初政治地理学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作者通过引入“
地理条件”“能量”“ 支配作用”等概念，以系统的解释框架梳理了世界历史的脉络。
全书从地理及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视角，阐释了各个文明、民族与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及其呈现出的
多样化特征，强调诸如地势、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地理因素的 作用，并着重分析了其对人
口与族群、迁徙与殖民、战争与政治、生产与经济、知识与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在地理条件与历史进
程交织与互动的宏大视野之下，呈现出一部视角独 特而别有洞见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Page 2



《地理与世界霸权》

作者简介

Page 3



《地理与世界霸权》

书籍目录

第 1 章 绪论 1
第 2 章 沙漠：历史的开端——埃及 16
第 3 章 沼泽和草原：巴比伦尼亚与亚述 29
第 4 章 通道：巴勒斯坦与腓尼基 39
第 5 章 海洋 47
Ⅰ. 希 腊 47
Ⅱ. 迦太基 61
第 6 章 海洋和陆地的差异：高地和低地——罗马 68
第 7 章 平原：入侵部落 89
第 8 章 绿洲：伊斯兰教 105
第 9 章 大洋：地理大发现——伊比利亚半岛 118
第 10 章 大洋：大洋强国——荷兰与法国 134
第 11 章 大洋：大洋帝国——英国 147
第 12 章 森林 174
Ⅰ. 俄罗斯 174
Ⅱ. 德意志 180
第 13 章 江河之乡：中国和中国人 204
第 14 章 温暖的土地：印度 223
第 15 章 非洲草原：势力范围 244
第 16 章 新大陆：哥伦布以前的历史——西属美洲 255
第 17 章 煤：美国 274
第 18 章 更大的陆地分布：世界的现状 293
第 19 章 未来的可能性 311
附 录 历史的地理枢纽 哈尔福德·麦金德 322
出版后记 345

Page 4



《地理与世界霸权》

精彩短评

1、历史、地理与政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
要线索，也一直吸引着人们加以关注和思考。在20世纪初政治地理学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作者通过引
入“地理条件”“能量”“ 支配作用”等概念，以系统的解释框架梳理了世界历史的脉络。
2、就是因为它是100年前的书，那些被证实了的预言才会让人佩服，也证实了这门交叉学科的意义。
3、地缘政治名作，附录有麦金德著名的演讲，分析了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
地理因素，提出了发展的“能量学说”，从能量的积累和节省两方面阐述了历史背后的决定因素。可
惜成书于上世纪前期，没有后来天翻地覆的内容，另外配图较少，而且要跨页观看，非常不便。
4、从地理因素分析人类文明发展路径，今天读来还是有启发意义。对于了解各国的地理优势也很有
帮助
5、可以读读
6、由地理的角度来看历史
7、大致的分析框架倒是有，可是由于成书年代太早，建立在错误论据基础上的人种优劣论点和基于
极其有限历史资料的论证显得没什么说服力
8、圖文並茂。
只能說相逢恨晚，實在不會想再買一本...
9、这书是100年前写的，大家要注意
10、那意思是说，地理环境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分布状况。
11、应该是历史地理的开山之作，不过现在读起来意义不大
12、前几天忙得一塌糊涂，还是作死地抽空看完这本书，于我而言，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在于补课，在
学界而言，历史与“历史地理”密不可分，如果说，断代和类型学是历史考古的两大基础，历史地理
可做第三基础。此书成书年代很早，但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可算经典一种。
13、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14、国内相关的资料不多，这本书虽然是18世纪末所出，但对国内而言，仍然可以当作新鲜玩意儿。
15、图有点少了 感觉更适合做成ppt上课用
16、结合地理和历史来看社会变迁，并从中寻找规律，是很有价值的方向。缺点是成书太早，很多内
容都落后于时代，需要在阅读的时候自行甄别。
17、还行吧。
18、如果100年前看到这书那是宝贝啊，现在看到就不免just so so，地缘政治毕竟和社会学相比，变化
太大，翻天覆地。开山有了，前瞻没有。。。
19、从地理角度去探讨历史政治问题停有意思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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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地理与世界霸权》的笔记-绪　论

        　　　　　　　　　　　　  　　第一章  绪     论

（一）关于本书
　　本书的宗旨，在于阐述地理因素对于世界历史的支配作用，以及那些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的地理事实。在这句话中，有三个词的含义我们必须非常清楚，那就是“历史”（History）、“支配
”（controll）和“地理”（Geography）。

　　1. 历史。在我们以这种方式说到“历史”时，自然是指人类的历史，但即便如此，“历史”也可
能有着多种不同的含义。
　　（1）它可能仅指对所有事件按发生顺序所做的一种记录，而未加任何评论。当我们研究历史时
，熟知历史事件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仅知晓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即使所有的事件都能够查
明，一个人也不可能将其全部掌握。所以，必须选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2）于是，我们对历史便有了另一种构想，即它是对按时间顺序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载。然而
，在选取这些重大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事件进行比较，并判断哪些才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这
一点，就需要思考它们为什么重要，以及这种“重要”指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得出结论，一个事件如
果与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它就是重要的；而如果与人类的福祉关系不大，它就是不那么重要的。
　　（3）现在，我们几乎立刻就有了对于历史的第三种构想，即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陈
述，其方式将围绕着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而展开。在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时，我们必须牢
记，有些在短期内对人类影响很大的事件，过后却显得无足轻重，而另外一些刚开始对人类影响甚微
的事件，却在后来的历史中对人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历史时就会发现，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实际上非常重要
，而一些看上去很重要的事件，却应该划入次要的范畴。用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由薛西斯率
领的波斯大军对希腊的进攻和随后的失败，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既为当时所公认，而且
直到今天也是显而易见的。大约250年之后，一个住在今天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附近的不起眼的人，碰
巧注意到在6月21日那天的中午，一根竖直的立杆没有影子。把这样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十
分荒唐，在当时，惟有前者才会在世界上引起反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后者。然
而，我们至少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后者实际上比前者更为重要。它的确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还发
现“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历史研究的首要一课，就是要弄
明白这个重要的事实。某些特定的事件必然会引发其他的事件。一个人、一个部族或一个国家的行为
，会对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历史研究之所以如此有趣，就在于它是对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以及个人或团体对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影响所做的一种研究。我们从历史研究中还发现，在时
间和空间上相隔甚远的种族，却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因此，同样的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不
同地点，有时甚至发生在不同的世纪里，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这种相似性。就像我们所说的，历史
常常会不断地重演。

　　但是历史并不会完全重复，它还会带来进步。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一两年前，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几个世纪以前，打量一下整个世界，我们就能意识到已经产生的进步，而
我们若是放眼去看全人类的历史，这种进步就变得更加明显。“进步”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可能很难
说清楚，但是我们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例如我们都承认，有史以来人类在是非观念上发生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只是进步的一个方面，其他很多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好转。
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不仅体现在道德和智力上，也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衣服更美，食物更丰
；家庭、工厂、办公室和田野中有了更多节省劳力的设备；我们比几个世纪前的人拥有更多属于自己
的时间。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平均而言，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与生活在5000年前的人比起来，是要
幸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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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宗教问题暂且不论，“历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
简洁的答案？答案可以有很多个，而对于每一个给出的答案，都能够找到反驳它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但是，可以说从意义最广泛的物质层面上讲，“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提高其对能量的支配能力的故事
。此处的“能量”（energy）指的是做事的能力，亦即产生（而非支配）运动，使事物行进或停止，
这种事物既可以是火车、手表或磨盘，也可以是人。做任何事都需要能量。人的生命即在于努力获取
和使用尽可能多的能量，并尽可能减少能量的浪费。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获取更多或消耗更少的
能量，就是一种进步，在世界历史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些象征着不同阶段的进步的所有关于如何
做事的发现和发明，不仅是十分有趣的事实，而且与历史密切相关。象形文字、书写、数字、印刷术
、指南针、铲子、轮子、针、蒸汽机以及纸币的发明，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它们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能够使人类使用或节省能量。

　　由此可见，能量在所谓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它在
制宪史和军事史（论述法律和战争、君主与共和政体的历史）中的地位也同样重要。用一个例子或许
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把从燃煤或流水中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机器的运转，还要把它消耗在
其他方面。从长远来看，为了利用更多的能量，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其方式与我们熟知的在社会
史和政治史中的那些更大规模的工作非常类似。

　　① 能量可用于更换机器的旧部件，或增加更适合运转的新部件。在制造、安装和调节新部件时，
都会产生明显的能量消耗。因此，当新的体制被引入时，我们不过是在对机构进行改革。体制上的逐
渐变化意味着机构的增加或更替，而以一种政体代替另一种政体的革命，则相当于用一台新机器代替
了旧机器。不过，这样的替代十分罕见，更不用说大规模的全盘改革了。即使在最激烈的革命中，旧
机器的很大一部分通常也会保留下来，并合并到新机器中。
　　② 给机器加油，可以把能量消耗到极致：制造、提炼和使用油所消耗的能量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浪
费，但是加了油以后，机器就能做更多的工作。同理，政府机构雇佣大量的人员来充当油的角色，以
保证其顺利地运转，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把能量用在芸芸大众身上。银行、交易所和商业媒体的
作用亦不外是一种油的角色，有了它们的存在，商业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的间接性事务才能顺利地进
行。
　　③ 以热的形式提供能量的机器，常常会因热能散失而做无用功。于是，工程师们就在热量散失部
位的外面包上隔热材料。为了防止机器因风吹雨打而生锈或损坏，也需要对机器进行防护。在这两种
情况下，用来包裹和防护机器所耗费的能量，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浪费，但是从长远来看，节省的能
量却多于浪费的。所有的建筑物，不管是用来放置机器还是住人，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警察、陆军
、海军、空军，以及所有类似的组织都是用来做包裹和防护工作的。一方面，是用来防止机构的能量
因散失而造成浪费，或发生实质性的损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外界的能量对机构的正常工作产生
干扰。

　　此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的工程学原理，那就是“最大载荷”——在任何时候，同时
驱动多台机器，比起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分开驱动需要的能量更少，因为机器从来不会在同一时刻全都
工作在满负荷下。例如，在一个交通运输系统中，让所有车辆从一个中心车站出发，比起让每辆车各
行其是要更节省能量，因为除了建设较少的设施有助于节能，最大的节约在于这些车辆永远不会在同
一时间都以全速行驶。该原理像其他的原理那样应用甚广。今天的都市即由此而产生，大百货公司、
企业和工会之所以重要也归因于此，甚至国家和帝国的存在也部分与此相关。
　　（4）现在我们对历史有了第四种构想：当我们从广义上谈论世界历史时总是会想到，就物质方
面来说，它指的是人类能够逐渐使用越来越多的能量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故事。

　　与最大载荷概念有关的另一个工程学概念是“动量”（momentum）。“动量”是指一个物体一
旦启动后保持“继续”运动的能力①，不管它是一列火车、一个企业、一个城镇，或是兰开夏郡的棉
花产业，还是大英帝国。物体越庞大，它的动量也越大。大体上说，让一个物体保持继续运动，要比
让它停下来更容易一些，因为让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停下来要花费相当大的能量，如果让运动突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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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会造成损害。当保持一个物体运动所必需的能量被切断时，运动并不会立即终止，正如刚对一
个物体施力时，在未达到一个最大的量之前它并不会动起来一样。关闭蒸汽之后，蒸汽机并不会突然
停止，动力刚加上去时，它也不会一下子就达到全速。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使机器继续工作下去，时
间一长，机器就会慢慢停下来，但这种停顿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罗马帝国在其能量被严重削弱后仍继
续维持了300年之久，也是同样的道理。

　　2. 支配。什么是“支配”？如果我们先举一些例子来谈一谈什么不是“支配”，也许有助于我们
对它的理解。“支配”的意思不是“制造”或“导致”——这两个词的意义要更高一些。如果我们有
一匹马，想要它走它就走，想要它停它就停，想要它在哪里停下来，或是去到什么地方，全都能由我
们决定。但是这匹马和它所具有的为我所用的能量，都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又譬如，人类可以通过
挖一条沟渠来支配从山坡上流下来的一条溪流，用石头筑坝以防止流水漫到沟渠外面，也可以铺设管
道，按自己的意愿引取部分或者全部溪水。但是人并不能制造出这条溪流，也就是说不能让溪水无中
生有。人可以支配自己对煤的使用，可以决定是否利用煤的能量来取暖，或是驱动机车来载人，或是
开动工厂里的机器为自己制作衣服，但他却不能造出煤炭。

　　这种抉择观念的基本设想是，人类的行为会受到地理条件的支配。溪水在重力的作用下从山上往
山下流，在任意一点上总是取最大坡度作为路线。这样的支配既直接又简单，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人
类的行为，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却是不可预测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选择。因为人体是由物质组成的，人要受到物质法则的约束。人在走下坡路时，往往会选择最容易的
路线，但他也可能会选择走上坡路——如果有一个小山包需要攀登的话。山丘和平原就是地理环境。
　　但这还不是全部。人懂得的越多，做出的选择也越明智，换言之，也越能确定支配他的行动的条
件。如果他无所不晓，他就会知道最好的路线并选择它，这样的支配是完全彻底的。一个精神病人比
一个正常人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做那些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说“历史受到地理环境的支配”时，并不是说人在地理条件的逼迫下不得不使用更
多的能量。准确的说法是，人类之所以要使用更多的能量，很大程度上是受他所处的地理环境的支配
的。

　　3. 地理。有一种想法必须注意，即认为地理知识只是知道一些地方的名称，以及知道这些地方在
哪里，或是知道关于它们的一些掌故。不错，这确实是我们在地理学研究中要掌握的内容，除了城镇
、山脉与河流之外，还需要了解民族与环境，这是地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如同在历
史学中对史实的掌握一样，但这仅仅只是一个部分。
　　也不能认为地理知识就是有关地球表面一切事物的知识。我们关注的是地球表面上与地理有关的
一切事物，但地理位置本身并非特别重要。
　　自然现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惟有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理现象才是最重要的。与历史学一样
，哪些内容能够纳入一项特定的研究，取决于该研究的规模。作为一项小范围的研究，本书关注的内
容在世界地理领域中，也许是鲜有人考虑过的。
　　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现象或一组现象的分布与另一种现象或另一组现象的分布有关。因此，我们
不但要知道事物在地球表面上是如何分布的——哪里是陆地，哪里有水，哪里降雨量很大，哪里滴雨
难求，哪里温度高，哪里温度低，哪里生长什么植物，哪里有暴风雨，哪里风平浪静，哪里有人类和
不同的种族，还要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牢记住上述的“历史”“支配”和“地理”三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就会明白，本书的内容是关于
地球表面上各种地理因素的分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人类使用越来越多的能量的方式是如
何产生影响的。
　　由此，我们对于如今人类活跃的这个世界舞台的认识，便能够增进几分。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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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书在某些术语的描述上，与其在相关专业领域中的定义略有差异，请读者留意。——译者注（本
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2、《地理与世界霸权》的笔记-为本书重绘的彩色地图（1——9章）

        说明：
　　原书地图系影印图，既粗略又不清晰，因此在翻译时参照现有资料对所有地图均进行了重绘，使
清晰度和质量均有了很大的改观。重绘后的地图全为彩图，共有80多幅。此书原来曾打算出精装本，
将正文和地图分为两册，以方便阅读。后来出版社从成本考虑，又改成了平装本，地图相应地也变成
了黑白灰度图，诚属遗憾。现将绘制的全部彩色地图贴出如下，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图1-1  　热    带　　阴影带内的常年气温从不会低于华氏50°（摄氏10°）

图1-2　终年雨量丰沛的地区

图2-1   尼罗河流域的降雨量
该图表明，尼罗河南部的支流无论冬夏都有降雨补给，而东部的支流仅在夏季有大量的降水。

图2-2　　埃　　及

图2-3　　埃及的地质情况
尼罗河下游河谷的起点与石灰岩分布地区的起点基本重合。

图3-1   旧大陆的沙漠带

图3-2   巴比伦尼亚与亚述的地形

图3-3    巴比伦尼亚与亚述的降水

图5-1     马  其  顿

图5-2  亚历山大港的位置
亚历山大港建在尼罗河河谷的西部入口处，以避开河流带来的淤泥，这些淤泥在海流的挟裹下向东流
去。亚历山大港位于沼泽和沙漠之间一块坚实的土地上，那里有一个天然的良港。亚历山大港在一个
岛上（从建城起就与大陆相连），背后有沼泽湖，适合防守。

图5-3　  安条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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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阿拉伯人“岛”的降雨量

图5-5　　阿拉伯人“岛”的地形

图5-6   　阿拉伯人“岛”位于海洋和沙漠之间

图5-7   　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领土

图6-1      现代希腊：地形图
该地图显示了中央山脊及其支脉

图6-2      进入意大利的路径
北部通过陆路，南部通过海路。

图6-3      意大利人的头颅类型及其分布
    很明显，南方人大体上属于长颅型，北方人则属于宽颅型；长颅型的人分布在沿海，而宽颅型的人
分布在内陆。宽颅型的人来自大陆，长颅型的人来自海外。

图6-4       罗马的位置
此图显示了罗马位于北方南下各通道的交汇点上，而南方民族也可以在此建立防御。

图6-5     阿庇亚大道
该道路尽可能沿最低的地势建成。

图6-6      罗讷河构成的入口通道
罗讷河河谷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条从地中海北上进入欧洲大陆的便捷通道。史前时代这条通道
曾被森林阻断，但是铁斧的使用使森林最终得以清除。

图7-1      平行四边形的旧大陆
在大陆的斜对角线上以及亚洲和非洲之间，分布着早期历史的诞生地。

图7-2      极端气温的地区

图7-3      寒冷地区

图8-1　  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面积比较
此地图系按相同的比例绘制而成。

图8-2      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草原

图9-1      威尼斯的位置
　（上图）威尼斯远离内陆，背靠伦巴第平原，通过绕行和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可以前往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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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
　（下图）布伦纳山口（B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地势最低的通道，经此可以抵达威尼斯。

图9-2  挪威的沿海通道
    小图内是可供船舶航行的有岛屿护卫的水道，它构成了挪威的“大北路”。卑尔根位于这个主干道
上，位置介于松恩峡湾和哈当厄峡湾两条大辅道之间。

图9—3      伊比利亚高地及其支配对分裂各邦的影响

图9-4      哥伦布的航行
    图中只画出了第一次返航的路线。哥伦布在向西航行时聪明地利用了信风，返航时则借助了西风带
。

3、《地理与世界霸权》的笔记-为本书重绘的彩色地图（14——19章）

        图14-1 　旧大陆人口密度最大的三个地区

图14-2  　欧亚大陆的气温
　印度的冬季比中国和欧洲都更为温暖。

图14-3  　印度的多雨地区
　　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天。

图14-4  　印度的森林
　三大林带：① 喜马拉雅林带；② 印度中部林带；③ 德干西部林带。

图14-5 　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的通道

图14-6  　印度教教徒的分布区域
　大多数印度人都信奉印度教。森林在阻碍其南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图14-7  穆斯林在印度的分布
　　穆斯林所在区域包括：① 印度河流域到西部的沙漠地区；② 沙漠北端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走
廊地带。

图14-8 　 德里的位置
　德里位于沙漠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通道出口处。

图14-9  　夏季季风图

图14-10  马德拉斯的位置

图15-1  　非洲的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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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部分表示降雨超过4英寸的区域。到了夏季，降雨在北方会出现季节性的向北摆动，在南方则
会出现季节性的向南摆动。

图16-1
　　（左图）墨西哥的地形          　　（右图）墨西哥的植被
　墨西哥地势很高。北部有一片干旱地带，南部和东南部则有茂密的森林。

图16-2  　南美洲西部的广阔高原
　　海拔刚好超过11,000英尺的库斯科，不像它两边的洼地那么炎热。

图16-3 　 墨西哥和秘鲁
　墨西哥和秘鲁是西班牙的重要征服地，其他地区虽然同样被占据，但极少产生收益。

图16-4 　 南美洲的气温
　智利和阿根廷的气候要比南美洲的其他地区凉爽得多。

图17-1  　冬天无冰冻的纽约是欧洲到北美的首要入口

图17-2  　北美东部的暑热

图17-3  　哈得孙-莫霍克隘口
　纽约位于这道隘口的入口处，该隘口是进入内陆的唯一便捷的通道。

图17-4  　美国的煤田

图17-5   　英国的人口密度以煤田地区为最大

图17-6 　　英国在美国最初的殖民地
　　华盛顿在被选为首都时，是一个合适的行政中心。

图17-7  　芝加哥的位置

图18-1 　 中华帝国的疆域

图18-2  　旧大陆体系
　　曾经控制中心地带的三个中枢：1.阿尔泰，2.图兰，3.俄罗斯。
　　有可能控制中心地带的三个中枢：I.德意志，II.中国，III.印度。

图18-3  　北方地带的殖民和迁徙

图19-1  　炎热而潮湿的森林地带

4、《地理与世界霸权》的笔记-为本书重绘的彩色地图（10——13章）

        图10-1      莱茵河谷
    莱茵河谷平原的周围全是高地，与外界几乎呈隔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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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法国的自然地势

图10-3 　　巴黎的位置
法国的天然道路均指向巴黎。

图10-4  　法国北部平原的水道
　这些水道均汇聚于巴黎。

图11-1  　一月份英国周围的海洋温度

图11-2  　温暖的海湾
此图显示了英国特殊的气候位置。

图11-3  　进入英国的通道
    此图显示，在围绕英国的大半个圆周上都有进入的通道。挪威北部的通道只能算是其中不起眼的一
条。

图12-1  　 莫斯科公国的位置和范围
这张地图显示了14世纪时莫斯科公国的位置和范围，及其与森林地区的关系。

图12-2  　罗马帝国与冬寒
罗马人避开了过于寒冷的地区。

图12-3  　法兰克福的位置
汇聚于法兰克福的四条主要路线。

图12-4  　欧洲的宗教
德意志北部和西部为新教，南部和东部为罗马天主教。

图12-5 　 德意志的语言
整个德意志都讲同样的语言，但在南方和北方之间也存在差异。

图12-6  　公元1000年左右基督教传播的范围
整个波罗的海南岸仍为异教区域。

图12-7  　神圣罗马帝国东部的三个自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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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波   兰
惟有包括华沙在内的这片地区，才是古代和现代波兰共有的区域。

图12-9  　华沙与河流水系的关系
    波兰本质上即以华沙为中心。在修建道路以前，河流的地位非常重要。波兰的水道均汇聚于华沙。

图12-10  维也纳的位置

图12-11  柏林的位置
柏林位于平原地区，是天然的陆路交通线的汇聚点。

图12-12  柏林的铁路网

图13-1  　渭河流域与中国的大平原
　中国的大平原与按相同比例尺绘制的尼罗河流域的大小比较。

图13-2  　黄土区域
　黄土是由干燥的冬季季风从亚洲中部干旱地区吹来的细微尘粒沉积在高原边缘而形成的。

图13-3  　早期中国的南方边界
　界线以南为森林和丛林地带。

图13-4  　中国的长城
　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北方地区，从西部经渭河谷地进入中原的通道也包括在内。

图13-5  　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既受天然环境的保护，其周围又有充足的水源供应。

图13-6  　中国历代的首都
　北京（现在称北平）的意思是“北方之都”，南京的意思是“南方之都”，西安又称“西京”（即
“西方之都”）。这三个城市的位置就处于三角形平原的三个角上。

5、《地理与世界霸权》的笔记-第22页

        毕竟限于时代，现在还是看地缘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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