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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叶大年院士等人所著《城市对称分布

与中国城市化趋势》（以下简称《城市对称分布》）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家出版社曾经出版

过有关院士的系列著作，在国内颇有影响。早在

1995年，我就知道叶大年在从事城市分布规律的

研究，此后我还读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文章，

并且为此书写了序言，尽管如此，我在第一时间读

到它的时候，心情依然十分激动，仍然感到内容新

颖。我认为城市对称分布的提出是人文地理学的

重大进展，《城市对称分布》是对地理科学的原创

性贡献。

1800年德国的地理学家洪堡发现南美洲巴西

的海岸线和西非几内亚湾的海岸线惊人吻合，

1912年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学

说”，过了 60年，“大陆漂移学说”和“海底扩张学

说”结合起来形成了“板块学说”，于是掀起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地球科学革命，其间气象学家、地质学

家和地理学家的发现和创新性思维都源于地图。

作为地理学一个重要分支的人文地理学有一种发

展趋势，即更加社会科学化，而远离母体科学——

地球科学，无怪乎有些人文地理的巨著里竟然鲜

有地图或干脆没有地图。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老一

辈人文地理学家是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的。1935

年，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镛指出，从黑龙江的黑河

连直线到云南腾冲，可将中国分成面积相等的两

部分，但是直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6%，直线以西

人口只占全国的4%。这条线是赫赫有名的“胡焕

镛线”。同样也是过了 60年，叶大年发现城市的

分布在地图上是对称的，又经过了 16年的努力，

用近200幅地图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世界各地的主

要城市和中国所有城市的对称性，用简明的文字

叙述了城市分布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就这点而言，

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认为《城市对称分布》的出

版是对人文地理学的重大贡献。自从有精确的地

图以来，看过地图的人数以亿计，为什么别的人没

能发现这个规律，而偏偏让一个矿物学家叶大年

发现呢？我以为恰恰是矿物学家对于对称有特殊

的敏感，加之他对前苏联科学家关于发展对称概

念的沿革又十分熟悉，使他建立了广义对称的新

概念，只有用广义对称的概念，才能揭示出城市对

称分布的规律来。

从耗散结构的观点出发，认为城市是分等级

的，同一等级的城市空间上是对称结构。对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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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形式有行列（一维平移对称）、格子（二

维平移对称）、旋转对称、左右对称。如同结

晶学一样，城市对称的基础是平行四边形格

子，也就是说，同等级的城市的分布是平行

四边形格子，作者给出了中国、美国、欧洲、

南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特大城市的城市分布

格子。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是分形结构的

关系，即特大城市分布是大格子，大中城市

是中等格子，小城市是小格子，也可以说，分

形结构是缩放对称。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

些地图都会感到十分惊讶！任何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人都能明了《城市对称分布》的内

容，都可以用公开出版的地图来核对它们的

真实性。

作者在书中只用了一页的篇幅概括出

经济地理学的对称原理：（1）一个地区地质

的对称性决定它自然地理的对称性；（2）自

然地理的对称性决定经济地理的对称性；

（3）气候条件，特别是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

降雨量会影响自然地理的对称；（4）重大政

治经济活动会影响经济地理的对称程度；

（5）对称或色对称的经济地理格局是合理的

格局。整部书，特别是第一篇总论是按脉络

展开的，读者很容易阅读和理解。

作者把城市看成是经济的缩影，把经济

在空间上的关系通过城市这个等效点的关

系来表示，城市的对称分布也是经济对称的

体现。如同结晶学中，复杂的具体的结构对

称关系可以用等效点系表示一样，使复杂的

问题高度简化。因此我认为作者的这一发

现是重大的原创性发现。

众所周知在地理学中有著名的克里斯

塔勒中心地原理，是说明城市等级、数量和

分布规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人口集

中地的范围是正六边形的中心，城市的大

小、数量和分布都取决于城市功能的多少和

强弱。这个理论是以假设地面是一个完全

均质的平原为出发点的，根本没有考虑地面

的不均一性，更谈不上讨论城市分布和地质

构造的关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常常

应用“中心地原理”去研究微观的、小区域的

经济地理问题。如果囿于克利斯塔勒的中

心地原理是不可能发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

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面积上城市的分布

规律的。叶大年没有否认六边形中心地的

存在，而是将它淡化为配位数定律，并证明

平均配位数必定等于6。叶大年发现的对称

性，除了格子状的平移对称外，还有旋转对

称，即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周边的城市呈现

出靶形的分布。城市的靶形分布既可以从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的六边形原理推出，也

可以从杜能的环形功能带演绎出来，当然也

可以用配位数定律直接推导出来。但是作

者的著作中极少论述城市的功能。作者还

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不同的地质地理单

元内城市分布的对称性，即轴对称或中心对

称。这些对称性的存在与克里斯塔勒的中

心地原理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说对称分布

论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与杜能的环

形功能地带的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作者提出的第四条原理是指重大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历史事件会对城市的

分布产生影响。在书里作者用生动而鲜活

的事例诠释了这一原理。例如，对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缅甸首都的搬迁

原因做了精彩的分析，结论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政治动荡的事实所证实；三峡水库的修建

和前苏联古比雪夫水库修建对城市分布的

影响做了令人信服的对比；以湖南和江西两

省经济和城市发展对称关系为例，分析了两

千年来朝代的更迭、战争和对抗对城市分布

的影响。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这是本书

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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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的第五条地理对称原理，是一

条哲学层面上的原理，但却是最重要的，它

是形成经济地理对称的原动力。用自然科

学的术语来诠释它，即一个孤立的系统会自

然地走向平衡稳定，也可以这样说，对称破

缺是活性所在。具体地说，经济地理上明显

的不对称就会引发人们要求对称的诉求，京

九铁路的修建就是如此。作者把城市的靶

形分布分为“莫斯科型”和“郑州型”两种，郑

州型是适应对称的破缺“要求”而产生的，这

种要求就是河南省省会由开封搬迁到郑

州。叶大年根据这条原理大胆地预测赣州、

怀化、宜昌、梧州、六盘水、阜阳都会作为新

的大城市而崛起。从对称分布论提出16年

以来的发展历程看，预测正在变为现实。他

对铁路交通建设的建议，有些已经列入国家

计划得到实施。所有这些都说明，地理对称

原理的实用性。

书的结束语虽然篇幅不到两页，但它回

答了读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指出城市对称

分布理论中尚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城

市对称分布形成机制的数学证明，也许正如

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最终的数学证明留给既

精通数学又懂得经济的专家去完成吧”。

2012年国际原油市场走势分析与价格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