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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地點地理與空間歷史

會後討論：

傳統的歷史地理學觀點認為地理位置永遠不會改變，這種觀點主要是從經緯

度的位置來看待地理位置。但其實地理是會變化的。

    1960年代盛行計量地理學，當時的學者意圖將地理現象量化，也就是將文

字圖像化。但因其過於強調數字、易失真，最後終告失敗。到了現在，學者則是

利用 GIS使資料圖像化。

所謂的 GIS，簡單來說是將書面資料經過電腦處理後呈現出來，這種技術利

用在歷史地理學上便是將歷史資料，如魚鱗圖冊、黃冊等，透過 GIS處理、呈

現。利用疊圖的方式，橫向代表不同層面、縱向代表不同時間，將各種資料層層

相疊，從中找出其變化、趨勢。使用這種方式可讓研究者突破時間面向，而且不

限主題均可使用。現在 GIS的技術已經成熟，但目前最需克服的問題在於資料

的取得，如何蒐集足夠、適當的資料是運用此方法最重要的問題。

歷史地理學可使我們對於問題產生一些新看法。以環境對歷史現象的影響為

例，我們可從此角度重新對一些問題產生新的看法。例如平埔族或原住民從古自

今以來的改變、熊貓的分布情況、黑死病的傳播與影響等，我們若從新的角度來

看待這些問題，或許可找出一些不同於以往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