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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沌到秩序》

内容概要

本书是唐晓峰先生在其讲课笔记的基础上扩充整理出来的，其目的是给地理学及其思想史梳理出一个
清晰的脉络，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体系。本书对中国的“王朝地理学”及国外的地理学思
想做了分析，借鉴了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自古形成的地理观念，让我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
下更清醒地反思我们观念中的地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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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晓峰，辽宁海城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希拉丘兹（Svracuse）
大学地理系学习，获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
究，在研究中注重结合考古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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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读地理学思想史的目标，是启动我们的思考能力，认识到地理学是由一个个思想体系、思想
流派组合起来的。地理学的工作不仅仅是“探险考察”，然后罗列所发现的东西，地理学内还包含思
想体系。地理学家可以对诸多地理问题提出自己的取舍、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至少我们应当建
立起一种意识，即地理学是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为着不同的社会目标，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
创造出来的知识学问长河。其实，地理学很难做到纯粹的客观，更不是只有一家一派的东西。识别学
术流派的能力，是一种基础性的学术能力。读某人的研究，他头脑里主要是一种什么观念，他取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立场，如果有了这种观察思想背景的能力，我们学问的深刻性会大大加强。最近见
到一本英文书，叫《地理意义的建构》，也是一本讲地理学思想的书。从书的名字看，是强调了地理
世界的多种意义，“意义”（或含义）这个词也用了复数。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地理学史，可以看到不
同时期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地理世界。周代之前，人们理解的地理世界是一个神的体系，世界由神来规
定和主宰。周代以后，中国世界成为人王的“天下”体系，然后又出现王朝体系，世界由王权或皇权
来规定和主宰。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中国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科学规律对世界的规定和主宰，地理世界
是一个科学体系。现在，地理学又注意到了文化价值。可见地理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历史人文范畴的东
西，在不同的意义体系中，地理学论证的内容当然不会是一样的。对一门学术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在
欧美教育中是十分受重视的。比如美国一个著名的地理系对博士生要求的必修课只有两门，“地理学
思想史”是其中一门，第二门叫“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两门课都注重思想理论，的确很有
用，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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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算是对自己学术兴趣的一个交待。回想一下，我选择做地理思想这类题目，有一个过程。“
文革”期间，我上中学。国家政治出了什么事件，同学们爱聚在一起，问“有头脑”的同学：“这件
事你怎么看？”我多是旁听者，但边听边问自己：“我怎么没有这么多看法呢？”渐渐地，我形成了
一个认识上的习惯：事情第二，看法第一。用一句老话说，这是个“以头脑立地”的毛病。后来学习
考古，学到仰韶文化，对陶片、花纹、墓葬的细节我总记不清，但读到《考古》、《文物》杂志上讨
论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我对这些“看法”却很感兴趣。考古学，这门很实在的学问，在我脑子里，
都被“另存为”抽象的想法、看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大学开始做考古研究工作，于是
努力阅读有关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文献。内蒙古地区很辽阔，考古材料很多，常常是读了后面的忘了
前面的，兴趣很难调动起来。直到读了侯仁之先生的关于沙漠考古的文章，才找到了内蒙古地区考古
研究的一个有“想法”的新思路，很感兴奋。后来，我有机会正式作了侯先生的学生，专门研习历史
地理学。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注重问题讨论，写作中突出思考性。例如关于北京城的研究就很
有代表性。在侯先生那里，北京城平面布局的重要特点不是被复原出来的，而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我
自己，在北京城住了二十多年，北京地图早已深印在脑子里，却从未明白这个图形的深意。侯先生的
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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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沌到秩序》

编辑推荐

《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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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沌到秩序》

精彩短评

1、作者凭借其颇为深厚的历史地理功底，写出这么一部上古地理学思想史著作，似乎是国内首本专
论上古地理思想的专著，另外，李零先生对书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值得推荐！
2、从书内容看还是不错的，但和预计有出入。
3、初次触电，感觉很好。李零和唐两位先生给我的感觉很像。本书我最喜欢的是讲九州和五岳等元
典概念的形成，很有代入感。
4、抽天梯啦！绝地天通！先秦看：葛兆光、李零、李学勤、艾兰。
5、非常诚挚地推荐这本书，作者在这一领域真正做到了游刃有余。本科小朋友能学到知识，专业研
究生能获得启发。就是中华的定价有点那啥
6、“王朝地理学”的概念，作为修辞不错，但作为概念是不周延的。书中的河图、洛书以及标识方
位的附图东南西北都两两颠倒了，中华书局实在是丢人！
7、好书！
8、这本书  让我对古代地理发展史的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神话学，也算是个入门。虽然作者有
一些写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总体上还是一本好书！
9、分野理论挺有趣的，和占卜星象易数有关。还有中国地理的人文色彩和政治色彩很浓厚，这本书
里有解释。最喜欢的一段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王侯们开疆扩土而思想家们鼓吹仁义，期中竟可以看
做是社会失衡后的又平衡，我觉得见解挺独到的。
10、图书馆借来看的，无甚感触。
11、一本定价让我瞠目的翻起来有意思的书
12、此书试图构建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史，不过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更多的情况下为假设，可谓不足
！
13、好看~~~
14、叙述语言非常流畅明了，堪称大家之作
15、完全就是在那里胡说八道啊
16、书挺好的，就是书有点被折到。
17、分野理论：天命的区域化        莽莽禹迹，画为九州：元典区域观念的诞生
第6、9、10、11章
18、对外在空间的认识与规范；政治秩序必然也包含着对空间的分配。大题上就是从这两点展开的。
19、4.5。王朝地理学vs holes in the Empire. 
20、作为学地理专业的中国人必读之书啊，虽然只读一遍未必能留下清晰的脉络，但有一些前所未有
的观点也是不错的，把我们的思想从蒙昧启迪到了知晓。
21、2016年1月23日 买入
2016年4月23日 开刷
2016年6月1日 断断续续读完好像其实并没有特别好

22、还没看，应该还可以吧，经常从亚马逊买书了
23、传说时代的地理意识。价格太贵
24、另具只眼看地理
25、很好的介绍中国地理学思想发展的书。
26、一个学科的思想史帮助你真正理解这门学科是什么东西 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事情 而且知道自
己在一个学术长河中的位置 我们的前人 在他们那个时代做的是怎么样的研究 我们今天的研究何以演
变成时下的样子 这些都是对学术的起码认识 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开辟了人文的
人间世界
27、本书是唐晓峰先生在其讲课笔记的基础上扩充整理出来的，其目的是给地理学及其思想史梳理出
一个清晰的脉络，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体系。
28、这本书告诉我写文章要简洁干净，不要东张西望搞出八九个关注点来；这本书还告诉我要对自己
的结论理直气壮，不要边写边心虚⋯⋯简洁有力啊唐老师！><
29、该书得有一定历史感哲学感的人才会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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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神圣地理观念
31、以禹贡为核心
32、高中时代的地理热情一下子全回来了
33、很喜欢，书质量很好，应该是正版，快递很给力，书待看后，分享体会。
34、内容应该是没变的
35、在经验方法之外，关注地理学的人文内涵。可惜王朝地理学的整合理论性不够深入，更像是古代
政治、人文思想在地理学、地域治理、地理观念上的体现。
36、驚豔！
37、古人根据天圆地方的思想，把城池建成方的，但是现实中的城池，受现实影响，很难是绝对的方
形。可是在discourse中还要把它们说成是方的，就好像实际学了洋鬼子很多东西，却说我天朝上国什
么也不需要一样，古人之名实不相符亦已甚矣！
38、好书。
39、大学本科老师推荐的书，在中国地理思想史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
40、还没看，很喜欢，值得收藏之书!
41、好书，赞一个！！
42、微盘电子版可搜到
43、地理学关注的可不仅是文学性的志异志俗志山川游览，是“地域之分，水土之工，疆里之治”等
等；绪论提到的“地理知识、记载不等于地理学”观点有启发，作者也如其所言，不是在罗列知识，
而是提炼出思想；“天时地利”、官员流动任职、古人对夷狄之邦的想象（“以鬼神禽兽世界待之”
）。可惜个人对先秦秦汉时期比较无感...
44、最近对山海经感兴趣，特别是古代地理书。顺便买了1本，还没有来得及看。
45、题目有价值，但是吧，里面一些观念和引用的思想史上的成说都是那种大路边的话。。。跨领域
的东西的确不好搞。读完还是有启发的。3.5
46、平易近人的好书
47、道家的所谓生态思想
48、混沌
49、经典，总体性价比可以，值得收藏
50、写的略水。
51、好书，虽然有些地方一厢情愿了

52、第一章讲开辟神话，主要是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作者说，盘古开天地，从混沌创造秩序，这
个故事最重要。古代讲创世，多半是创而复毁，毁而复创，反反复复。女娲补天属于救世，作者叫“
二次创世”。我理解，中国神话学也是个值得反省的学科。茅盾也好，袁珂也好，闻一多也好，其实
是模仿西方。盘古开天地是模仿《创世纪》，伏羲、女娲是模仿亚当、夏娃，大禹治水，也和诺亚方
舟的故事有可比性。其实，汉代讲创世，更主流的说法是道论式的说法，即太一生三一，三一生三皇
（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生九皇，最后是五帝、三王。这类说法，战国已见端倪。如《老子》有
“大”、“一”（表示“道”），《楚辞》有“东皇太一”，《周礼》有“三皇五帝”，对比郭店楚
简《太一生水》的宇宙发生学，无疑很古老。
53、名家作品。中国人应该了解的内容。
54、2遍
55、居于科技昌明的现代，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细节及其运行原理的认知远胜于古人。但与古
人相比，我们的知识或许先进，但识见未必高明。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不妨放下“科学时代”现代
人的傲慢，设身处地地体察古人之思维与其阐释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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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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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150页

        《宋史·艺文志》记有僧一行《地理经》十二卷（另一见十五卷），惜亡佚。其中或有一行教系
统的地理记述，推测所言可能是分野坐标之类，若果然如此，那就很像西方人托勒密的《地理指南》
了，《地理指南》共八卷，而六卷写得都是大地众多点位的经纬度数。《地理经》在《宋史·艺文志
》中被归于五行类，“右五行类八百五十三部，二千四百二十卷。”《宋会要辑稿》：“又一行葬经
，皇堂下深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数。”那么这应该还是一本堪舆书吧。一行本来是看星星的，但是看
星星和看坟包关系很大，用《青囊海角经》的话来说是“地理之学，始於认星”。

2、《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区域差异是一种社会动力。（p216）

3、《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134页

        将天文（或称天象）与地理（或称地形）联系起来的最实在、最具体的一项工作就是分页体系的
建构。分野是讲天上的星区域地上区域的对应关系，其内容甚至可以在地图上表现⋯⋯
原来分野的本意是这个

4、《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100页

        人的基本认识工作是：描述和解释。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说：“描述意味把观察的地面事物和事
态转换成符号：文字符号、制图符号或数字符号。”关于解释，参考罗伯特 布朗的说法，是一种去除
理解障碍的努力，一种“免除存在着迷惑、神秘和障碍”的努力。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社会思想家大
卫 哈维说：“解释的目的在于把一个意外的结果变成一个意料中的结果，把一个奇特的时间变成自然
或正常。”詹姆斯对解释的表述更直白一些，他简明扼要地说：地理学的解释就是“使地面事物的杂
乱纷纭变成某种秩序。”秩序就是解释，在古今各种地理学的解释里面，呈现出各种秩序，而数字秩
序，是对世界进行解释的一个方法、途径。

5、《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100页

        引了《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no.4），说玉片四、五、九、五之数与原始八卦对
应。

检索了一下原文，扯的成分居多，可信的几乎没有。
比如讲与八卦有关系，先列了一遍先天八卦（五代宋人的观念啊）的构造原理及其方位，然后就硬说
此玉片图像与八卦相合。。。就好比说，我讲了一大通阿银的好处，然后就硬说猿飞菖蒲是和阿银相
配的。。。
至于四五九五这四个数，排列方向、次序根本与洛书数不一样。怎么就牵起来。。。

6、《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2页

        过去讲，历史有如破碎的镜子，碎成千百片，每一片都映射着一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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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拼的文笔技巧，以后拼的是构建世界，加缪说过作家已经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要构筑一个想象
的世界。

7、《从混沌到秩序》的笔记-第300页

        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
灾害观念本质上是人文观念，是以人为核心的世界观的产物，离开人的利益，无所谓灾难。
凡是历史属性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无条件夸大。
超越性的想象与客观的观察，是地理思想中的两只类型，两种方向。
赋予方位以意义、价值，是方位观的文化实质，属于重要的地理思想。
天地的时空框架与阴阳五行的变化相结合，对人形成了一套令、禁、凶、害、吉、宜的暗示系统。
九州是一个彻底的人文空间，代表着一个以政治权力、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正在强化的秩序。
从空间秩序的角度来看，“地中”思想最终成为一种至高的价值观，一种思想权威（power），它赋
予人文社会中占有“地中”者以天然的具有高峰权力的合理性，同时剥夺了任何边缘地区的人拥有高
峰权力的机会。
九州的观念意义更在于其整体范围的性质，是“禹迹”，是华夏。五服则是空间等级制的观念表述，
每一个区域都有特定的不同的人文意义，是人文等级的观念性分区，不是自然分区。
“边疆”对于中国人意味着停滞、终结。⋯⋯“向心”是华夏文明的文化空间结构，也是中国人的行
为趋势。一切最好的东西（人与产品）都要向中心流动，在中心发展。
五岳构成一个超越子本身自然属性的宗教礼法地理大坐标。
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史如何向
自然景观灌注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地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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