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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概念。中外学界对地方的研究有丰富积累。围绕地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索人文

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尤为重要。“重建地方”旨在打破学科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

“地方”，并将学术与生活、思想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反思和重建生活中的“地方”。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主要

聚焦于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的小尺度社区空间。通过运用开放的街景地图、3D-VQGIS等新GIS工

具和方法，整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将定量与定性结合，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使人文地理与GIS结合有

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手段。以地方为主题，人文地理与GIS的结合还将重塑这2个子学科，进而促进地理学发

展。未来应该大力探索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尺度

交错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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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理学发展至今已积淀了许多新概念和

思想，它们对学科发展和现实生活产生了很大影

响 [1]。地理学新思想产生、传播、应用的过程、类型

和机理，也就是思想创新的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

或地方特征。梳理和挖掘至关重要的地方思想，进

而探索人文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对学科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地方在知识创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

国著名学者库斯勒(Arthur Koestler)[2]提出了关于思

想创新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往往发生在 2种不同

类知识的交界地带。但是，库斯勒没有考虑地理或

地方在形成创造性思想中的重要作用，而地方对学

术创新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比如在“计量革命”

中，恰恰是远离正统地理学的边缘性大学和地方支

撑了实证地理学的研究，避免了在核心地带传统势

力和权威的阻力[3]。所以，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是

极具地方性(place-based)和情境化的，地方不仅仅

是背景，而且提供了地理思想创新的可能性[4]。

基于地方性的地理知识生产或思想创新研究

是国际人文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5]，应该引入中

国学界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人文地理学已进入

一个亟需本土化和创新思想的关键阶段，但总体而

言，思想创新程度却逊于欧美。在学习欧美的同

时，国内学界往往忽视甚至忘记了具有自主创新的

一些本土思想。这些本土化的地理思想创新，与地

方有密切关联，然而地方又是丰富多样、错综复杂

关联的，这就为探索地方与(人文)地理思想创新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观的学术前景。

地方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概念。在英文语境中，

“place”是个比较复杂的多义词汇，既是名词，也是

动词，作为名词的“地方”往往指小尺度的地点；而

中文语境的“地方”只作为名词，尺度却可大可小，

北京和北京的一个胡同都是“地方”。随着“地方”

的变化，地方的概念也在变，地方因而是一个广义

且存在弹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地方并非一个固定

的、小尺度地点，而是一个既反映地点、区位等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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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也反映更大的地域乃至区域格局以及历史、

社会、文化等的“地方生态”[6]。除了尺度方面的丰

富内涵，“地方”概念的弹性还表现在它可具体实指

某些地方，又具有抽象意味，而“地方性”则侧重于

抽象的概括和提炼。以 GIS 为主的地理信息科学

和技术的大发展对展现和改变“地方”具有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地方理论出发，进行人文与

GIS的结合研究，是实现中国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

条重要途径。

地方除了是地理学理论和实践不可或缺的基

本“场域”之外，还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面

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本文提出的“重建地方”

有三重涵义：面对复杂且充满变动的地方理论与现

实问题，首先需要有学科自觉意识，尽力打破学科

界限，重新发现学术研究的“地方”；其次是关涉日

常生活，以新的地方理论反思和改变生活中的“地

方”；最后的目标或理想状态是将学术与生活、思想

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重建我们自己的，无论是生

活的还是思想的“地方”。

1 地方思想的演化

现代地理思想一般被界定为后启蒙运动，也就

是18世纪以来的地理思想[7]。从地理思想创新的角

度看，中西学界都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有更多新地

理思想出现。虽然如此，在现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

许多新的地理思想。环境决定论[8]、可能论[9]、区域

范式[10]、人类生态学[11]、景观形态学[12]、区位论[13]等思

想，不但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的内涵，而且对其他学

科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近代地理思想创新

的地域格局(这是地方性的一种)而言，现代前期德

国学派占据主流，是地理思想的主要发源地，英法

两国则次之；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

国学派崛起并逐渐开始主导国际地理研究的方

向。20世纪前期的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也提出了一

些具有创新性的地理思想，如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分

界线[14]，但相比欧美，中国地理创新思想既少，又不

具有普遍意义。这表明了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具

有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想创新基础。现代早

期的国家学派思想之间虽有联系和传承，但还是存

在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别，其思想创新也各有特点，

比如同为美国地理学家的索尔和哈特向，他们的思

想创新虽然都是取法于德国，但前者更多地借鉴人

类学，后者则倾向于从康德的地理哲学寻找依据[10]。

这启发我们考察并辨明这些思想创新模式的异同

及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现代人文地理学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想爆发的变革时期。

大体而言，现当代地理学中先后涌现的思潮有经验

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等[15]。传统地理研究强调经验主义的田野调查，认

为区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其实体现着从切身的

地方经验到区域的抽象划分的认识发展过程 [10]。

实证主义地理学家们强调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

法则的科学而不是着力于独特的区域，大量运用数

学模型和几何方法研究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在

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并有较为广泛的应

用，此时的“地方”是被模型化的、无差别的[16]。从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重大社会政治事

件的相继爆发和民主化运动的高涨，使得实证主义

的地理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地理研究的对象

已经不仅是实证主义框架下单一的、关注自己利益

的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更是处于社会政治结构并

和其相互作用，有特定的行为轨迹，有丰富的感情

和价值观，充满个性、复杂而难于统一刻绘的“人”。

对应于这4个层面，分别出现了结构主义[17]、行为主

义[18]、人文主义[19]和后现代主义[20]的地理研究思潮

和方法，它们对“地方”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阐发(表

1)。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创新形成了以美国为主、

欧洲(主要是英国、瑞典等)为辅的空间格局。尽管

不同思想的频繁碰撞、对抗和交融，使得甚至在经

济地理学这一人文地理学的分支领域中都没有出

现一个统一范式[21-24]。各国和各地方的地理学也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全球化使得知识传播和创造变

得趋同，但地方特质和传统仍然对学术创造有着重

要乃至决定性影响。

作为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地方对地理学许多分

表1 地理学主要流派中的“地方”

Tab.1 The concepts of place in main schools of geography

主要地理学流派

经验主义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非表征理论

核心词

地方—区域

地方模型

地方感

地方网络

地方—身体

地方生态

主要方法

观察和描述

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体验和感知(人文学科)

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分析

文本、权力和话语分析

混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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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25]。地方往往是“可感

知的”，也被社会、文化、政治活动所建构[26]。西方

地理学界的两大学派——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前

者强调人对地方的感知、经验和认知[19,27-28]，后者认

为地方性的形成源于历史过程和区域关联[29]，不仅

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产

物，而且也是其中的一部分[17,30]。在后现代主义地

理学家看来，地方与认同或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互

动的关系 [20]。全球化使得地方文化交流与融合趋

向复杂，地方记忆和传统也不断被重新定义 [31- 32]。

地方正在成为一种多样化、碎片化的杂糅，地方感

或地方性也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于刻绘。

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地方

与认同的关系、全球与地方关系的紧张、都市历史

文化空间等关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究[33-36]。从

文化地理角度，地方性不但决定了某种产业和某个

行业，而且塑造着地方文化和群体认同，随着环境、

文化和心理发展而演变[37-40]。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

性、流动和网络消费及其带来的文化认同等重要问

题也被文化地理学者所关注[41-45]。从旅游与文化结

合视角看，不仅存在地方依赖，而且地方性的生产

与旅游、饮食文化等密切相关，它们之间是一个互

相影响与塑造的关系[46-54]。地方研究对人文地理学

各分支学科都有重要价值，地方不但被艺术文本所

塑造，在城镇景观与“乡愁”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作

用，而且会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比如书法景观)[55-58]。

从城市地理和人口流动视角，地方性也对城市认同

存在显著影响[59-61]。总体上，中国人文地理学者针

对全球化与地方认同的研究以丰富的、多样化的实

际案例为特点，常采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

谈等质性研究方法[62]。

就地方性与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演变的关系

而言，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虽受苏联和欧美的强烈

影响，但发展路径不同于它们。改革开放以前，主

要受意识形态影响，全面学习苏联地理学，错误地

将人文地理学划为“伪科学”，使得人文地理研究长

期停滞，拉大了与欧美学界的差距。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李旭旦、吴传钧等先生提出“复兴中国人文

地理学”，中国人文地理学取得很大发展，其中也出

现了一些重要的原创性思想，如吴传钧的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63]、陆大道的点—轴理论[64]等。中国人文

地理学家思想创新有很强的“调和性”，比如吴传钧

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就综合了人地关系、

区域范式和系统科学 3种思想，这是一种与西方人

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很大不同的思想创新模

式。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们在不同地方的经历

不无关系。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增强了

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

上，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65-68]。通过译介、发表

和出版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著，有效

地弥补了国内学界在思想和方法研究上的不足[69-71]。

人文地理学者对理论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某一分

支的理论或思想创新进行了探讨[72-76]。但国内人文

地理思想研究人员不足，联系地方性理论进行系统

而深入的探究地理思想创新的论著则更少见。究

其原因，或是地理学哲学思维和意识的缺乏，即“地

理学哲学贫困”[77]，或是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环

境、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影响[78]，或是方法研究还不

够多样化[79]。此外，与欧美着重人文地理学思想史

和方法论培养相比(欧美很多大学地理学思想史和

方法论是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必修课)，中国地理高

等教育缺乏地理学思想史的教育，也缺乏相关的教

学科研人员。国内学界通过科技部重点项目“地理

学方法研究”以及发起“人文地理沙龙”等活动，极

大地改变了思想和方法论研究薄弱且滞后的局面，

也引起了对人文地理学学科地位以及思想、方法的

大讨论，相关学科(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学者都

参与其中，这充分说明人文地理学的魅力。然而，

专门的、系统性的人文地理思想创新的研究还很

少，这与新事物和新现象层出不穷的现实不相匹

配。继续推进(人文)地理思想创新的研究，无疑是

当下急需。

“地理学的定义和发展因时空而异”[80]。中国

人文地理学不一定因循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道

路。西方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发展模式各异，也就是

存在很强的“地方性”，其路径取向也存在差异。多

种多样的新思想在激发灵感的同时，也导致“无

序”，概念繁多且替代频繁也让很多人甚至人文地

理学者自身摸不着头脑。所以，新思想如何“内

化”，进而创造出本土化的新成果就变得非常重

要。在全球自然与人文环境急剧变化、中国社会经

济转型并亟需自主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探索人

文地理与GIS结合的路径去重建地方，无疑具有重

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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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与GIS耦合的地方研究

GIS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意义的

地方概念。随着流动性、尺度与耦合等概念和方法

的兴起，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给地方研究带来新的

启示。人文与 GIS 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主题扩展与

方法创新 2个方面。在主题上，人文与GIS的结合

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尺度，激发了人文地

理学中(社会)类型与空间过程的结合研究。其中，

流动的地方的大尺度城市研究和相对稳定地方的

小尺度社区研究是主要的2个方向。

2.1 流动的地方：行为、时空与城市

人文与GIS的结合推动了城市研究。围绕“流

动的地方”这一主题，城市社会空间与行为研究取

得较大进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演进，城市社

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地方已经从传统的相对固定

的地点概念转变为流动性很强的时空场域。城市

空间的研究逐渐从地点转向个体行为，社会空间的

意味更加浓厚。同时，时间作为重要维度也被普遍

关注和认可。在流动性的研究中，很强调时间、空

间与社会的耦合。其中，三维GIS、T-GIS等技术起

了重要作用，涌现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表

现在3个方面。

首先，三维GIS与T-GIS的发展为理解社会排

斥与社会公平提供了时空耦合的新方法。从时间

地理学理论出发，时空可达性研究增加了时间和时

空制约的变量[81-82]，运用GIS，定量分析不同群体可

能达到的城市机会的差异，关注女性、低收入、老年

人等弱势群体的时空情境。通过开发GIS工具，可

以计算个体在时空制约下的可达性，并能够将其可

达的城市机会动态展示在GIS系统中，实现了时空

可达性的可视化，体现了个体日常生活与地方的

关系[83]。

其次，个体日常活动体验与情感备受关注，且

可以通过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GPS、GIS技术分析居民的出行风险、安全感

和评价等[84]。比如，在研究女性出行经历过程中，

利用定性GIS方法将其对于环境的感觉进行刻画，

将定性资料与个体出行轨迹结合，用不同颜色代表

其在不同活动中的感知[85]。“地理叙事”的方法将口

述史定性分析与GIS的空间分析相结合，更直观的

展示了地理环境对居民认知和情感的影响，更突出

了情感的时空可视化，便于掌握个人情感的变化与

联系，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研究提供助益。

最后，流动性与健康的关系研究开始升温。由

于流动性增强，个体在一天不同时间里活动地点和

时空背景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考虑不同时空组合下

的健康影响，通过定位设备动态记录居民日常生

活中对空气污染、噪音等问题的感受成为新的研

究热点[86-87]。

2.2 地方活力的激发：社区研究

地理信息系统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学科，它与人

文的结合也带来了新的方法论问题，这对于人文地

理和GIS都有重要影响。在应用GIS分析空间问题

时，尺度及其变化是关键问题。对城市人口分布、

建成环境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中，地理单元大小不一

致会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引致可塑性

面 积 单 元 问 题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88-89]，体现了空间分析的尺度依赖性。在行

为研究中，空间变量对个体行为的作用效应可能受

到地理背景单元或者邻里单元的划分方法及其与

真实地理背景作用空间偏离程度的影响(表2)，产生

了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

text problem)[90]。这反映了实际的个体行为与城市

社会空间尺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由此产生了时空

不确定性[91-92]，凸显微观尺度的社区研究的重要性。

与使用行政区划定义社区不同的是，GIS促进

了学者从空间尺度对社区的理解。基于地方的环

境测量在健康、儿童发展、消费经济研究中越发重

要，利用缓冲区、步行最短路径等方法定义社区便

于衡量居民居住空间中的环境变量[93-94]。然而，基

于固定空间边界的社区度量同样存在问题，如难以

刻画居民真实的日常活动范围、与居民认知中的社

区边界存在偏差等。在GIS的辅助下，一些学者使

用社区居民共同活动的空间范围度量社区边界[95]，

刻画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些度量方法能反映

GIS辅助下个体认知、行为与社区的关系，强调了居

表2 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引发的问题

Tab.2 Problems caused by uncertainty of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背景效应的

真实状态

有效应

没有效应

背景效应的观测状态

有效应

背景单元正确：

正确推断

背景单元不正确：

假正(或者误报)

没有效应

背景单元不正确：

假负(或者漏报)

背景单元正确：

正确推断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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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常生活的社区属性。

GIS能够促进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活力问题的

研究。与传统的访谈等质性分析方法不同的是，

GIS可以使用多源数据探讨地方活力的相关问题，

深入解析空间因素对激发地方活力的影响 [96]。例

如，通过大众点评的数据可分析北京市餐饮业的活

力，通过将餐馆的数量和多样性进行划分，展现了

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街区中十字路口的

数量与消费活力密切相关[97]；利用北京市的GPS调

查数据，将居民在社区周边进行非工作活动的比例

作为度量社区活力的关键指标，进而考察社区周边

建成环境对社区活力的影响，发现高密度和混合土

地利用能够显著提升活力，而发达的社区外围交通

系统会降低活力[98]。

2.3 多尺度耦合的方法论

GIS的应用还扩展了城市研究的数据源。传统

城市研究往往依赖于统计数据和问卷数据，前者数

据量大但更新时效性差、难以服务特定研究；后者

虽然弥补了这些缺点，但由于成本高、数据量有限

而受限。GIS将新的数据源引入到研究中，推动了

多种数据源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使得“社会感知”

成为可能。GIS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整合与分析能

力，包容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源，使得城市研究

者开始关注网络数据、智能、智能卡、GPS、监控与

传感设备数据等新型数据源。例如，GPS轨迹采集

替代了活动日志调查，可以更加精确了解居民出行

和活动的时空信息，以研究居民行为与城市空间的

关系；而社交网络数据为分析居民社会网络及其空

间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参与式地理信息系

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web平台和设备，使公众有机

会参与到地理数据收集和决策[99]，集聚多视角、多

渠道的信息来源，改变了数据采集模式。特别是以

志愿者地理信息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

tion，VGI)为代表，改变了数据采集与共享的模式，

带来了由普通个体作为志愿者通过网络交互式技

术生产地理信息并与其他用户共享的新时代，可以

让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参与空间互动[100]。如开

放的街景地图(Open Street Map，OSM)建立了一种

内容广泛的、可供所有人编辑修改的世界地图，不

仅包括了电子地图中的路网、兴趣点等要素，还支

持用户自行上传可移动设备GPS数据的功能。

GIS的发展还推动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

推动了混合式的城市研究。通过混合地理学的研

究，可弥合地理学界长期存在的“空间—分析”地理

学(spatial-analytical geographies)与“社会—文化”地

理学(social-cultural geographies)的分裂，实现空间模

式、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的耦合[101- 102]。

例如，可采用GIS分析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女性在

时空可达性上的弱势，以此说明女性主义地理学所

关注的性别问题[103]。虽然长久以来 GIS 被认为是

定量分析的工具，其与社交媒体、视频图片等的广

泛结合以及VGI的大规模使用推动了新的混合研

究范式的兴起，使得空间与地方的耦合研究成为

可能[104]。将质性研究的素材链接到GIS中，以理解

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生活经历[101-102]；将照片、音频

和视频等多媒体材料链接到地图中，实现了定性数

据的空间可视化，以发现个体的地理背景如何影响

其行为与经历[105]。

社会理论与 GIS 的结合也推动混合地理分析

系统的开发，将个体的情感、价值、伦理、感知偏好

等主观因素引入GIS中。结合叙事分析与GIS的地

理叙事分析方法(Geo-narrative)可开发形成三维可

视化的查询地理信息系统(3D-VQGIS)[85]。该方法

通过三维生命路径生成、质性材料在GIS 中整合，

是基于质性编码和时空编码的三维叙事分析，为地

理可视化分析与交互式解释提供了多媒体环境，便

于分析和解释研究对象与地理事件[85]。

3 结论与讨论

地方是地理学中的传统概念。随着自然和社

会环境的变化，地方在变化，相应地，地方概念或

“地方性”也在演化。“地方性”既是“地方”表现出来

的一种物理属性或客观性质，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

感知、理解和评价。对前者的研究往往采取经验主

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目的是“科学”解释或揭示地

方特征或实质；后者则是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

的立场，旨在刻画和展现地方的模糊、复杂与多义，

是近 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主流。中国人文地理

学正处在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向广义的人文主

义转变的阶段。目前涌现出的很多现实问题，迫切

需要将各种思潮、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而不是互

相排斥和对立。其实，主观与客观并非二元对立或

互相排斥的关系，现实中的“地方”与“地方性”思想

是不断演化且复杂缠绕的，也非“主观”和“客观”的

机械划分所能刻画和揭示。国际(人文)地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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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趋于多元化的趋势。这也提示了未来中国的

地方性研究的路径与趋向。

围绕并拓展地方的概念，人文与GIS结合的关

键在于尺度。流动性的大尺度城市空间与稳定性

的小尺度社区空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2个向度。通

过运用新的GIS工具和方法，如3D-VQGIS等，实现

人文地理研究中大数据与小数据的整合、定量与定

性的结合，将丰富地方性研究的数据、方法与理

论。这使得人文与GIS的结合不但“落地”，并且发

展出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具体流程和手段。这

实际上也是对地方性的根本——人文主义与人地

和谐思想的实践与贯彻。

当然，现实中以及具体研究所面对的地方和尺

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止城市与社区这 2 种。

就社区与城市而言，也存在互动和转化关系。比

如，微观的个体或社区事件如何影响到整个城市，

进而形成城市文化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标签；城市又

如何形成或分化成不同的社区，它们之间又是怎样

的交错和互动状态。这 2个问题，也需结合具体案

例，借助GIS与人文结合的方法论进行解答。针对

城镇化和城乡社会空间等问题，运用地方性的理

论，进行多尺度的人文与GIS结合研究，其实是既

传统又前沿，既充满理论探索性，又极具现实性

的。GIS主要是作为表达的工具和媒介，但GIS介

入生活后，人们运用这些技术对地方的认识和实践

也会不同，地方的涵义也因之改变，这就使得 GIS

由单纯的媒介成为与地方混合在一起的特殊主

体。在方法(论)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工具和方

法，进行人文与GIS 的结合，不仅具有方法探索和

创新的意义，还将重塑人文地理与 GIS 这 2 个学

科。因此，应该大力探索人文与GIS结合的思想、

理论与方法，实现学科内的交融互动。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演进，使得个体行为的

跨地方特征突出，同时，也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前

所未有地紧密。原来的、传统的地方(性)存在着崩

解、保持、更新等多种样态，流动性极强的、新的地

方性正在生成。世界、国家、区域尺度对地方的交

错影响变得日益突出。面对这个尺度交错互动的

世界，重建地方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而且

是现实或实践的要求。在中国，还有至关重要的城

乡流动、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振兴等问题，其实都

聚焦于“地方”。不断变化的“地方”现实和问题也

促动和催生新的地方理论。面对全球化对“地方”

的强烈影响和挑战，从深刻理解地方的尺度效应和

复杂性出发，尊重和保护地方性，积极探索形成良

好的“地方生态”和地方文化的现实路径，既是新时

代城镇化、城乡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

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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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 place: The thoughts of plac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IS

YE Chao, TA Na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Place is a very important geographical concept. Scholars especially geographe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studies on place. Focusing on the issues and theories of pla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couple

human geography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with a focus on geographic issues in large-scale

urban space and small-scale commun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geographic study in China. The main

title of this article, "rebuild place", has three meaning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n

order to rediscover the new field of "place", especially based on complex and chang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place. Second, we should strive to change the "place" in everyday life according to the new theories. Last but not

least, rebuilding place in our lives or minds will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coupl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oughts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human geography and GIS. Through using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 3D-VQGIS, and other new GIS method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n place research can be

enriched with big data and other types of data.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and GIS not only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elps developing new methodologies. Place and scale are complex in reality and

in research. For instance, issues in community and in city interact and can be transformed because some micro-

scale individual or community events can affect the whole city or urban culture. Interactions at city level or

community level are the same to some extent but often different.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rural-

urban relations, it is urgent to introduce, use, and recreate the theories on place with GIS and multi-scale case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combining human geography with GIS will reshape geography.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indispensable concept of geography, place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everyday lif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evolving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lace is changing, and the

concepts on place or placelessness are also evolving correspondingly. It is significant in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 couple human geography with GIS and explore the way to apply the methodology to explain

changing issues in the real world with different temporal, spatial, and social scales, so as to rebuild the plac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words: place; scale; coupling; geographic thought; ci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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