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福德-麦金德是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是地缘政治学陆权学派的开山

鼻祖。其代表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仅仅是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但是其中所阐

述的观点和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6 年，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

主席罗伯特-唐斯甄选出改变历史进程的十六部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赫然

在列，足见该书巨大的影响力。

该书收录了作者两篇论文，第一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主要讨论地理学

领域的问题，尽管在地理学领域极负盛名，但全书影响最大同时与地缘政治学息

息相关的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针对弗里曼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观点：

“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麦金德从历史的经验性

和地理的全局性出发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离

不开来自亚洲的外部压力，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欧洲

和欧洲的历史应视作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他在此就已经为他的研究做了极为

关键的铺垫，即把欧洲和亚洲所共处的亚欧大陆视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理

整体，并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地理区域，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历史事

件、大部分的人口、大部分的资源都在亚欧大陆上发生或分布，他的这一观点可

以说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在其后来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他进一步将其

命名为“世界岛”。在亚欧大陆的基础上他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别是枢

纽地区和内新月形地区，但其视野又不仅仅限于亚欧大陆，又将亚欧大陆之外的

地区划分为外新月形地区。

图 1-1 力量的自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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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枢纽地区视作整个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核心区域，枢纽地带的范围大致

包括东欧和中亚，这一区域丰美的草场造就了诸多游牧民族，加之易守难攻的地

形，所以历史上这一区域的游牧民族多次以此为基地，依靠骆驼和马匹建立起强

大的骑兵南征北战，不断向四周发动侵略，包括中国、印度和欧洲在内的很多地

区都遭受过来自枢纽地区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等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麦金德认为

这一区域对于整个亚欧大陆极为关键，并将之视为“心脏地带”，“心脏地带”

理论彰显了其陆权学派的鲜明立场，并奠定了其陆权学派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更是提出了那著名而又振聋发聩的三段式警局：

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但是随着西欧航海家探险活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国家开始将

目光投向大海，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和贸

易活动。麦金德认为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欧洲途经好望角通向印度的航线的开辟

是极其重要的，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

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而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

加了海洋国家相对于陆上国家的机动性，得益于此欧洲国家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

煌时代，他们几乎渗透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是技术的发展使得陆上国家也能重

新取得对海洋国家的优势，麦金德认为横贯亚欧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

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他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

而且依靠发达的铁路整个亚欧大陆的贸易也将被改变，亚欧大陆丰富的资源和产

品将可以通过陆地交通而不是海上交通来进行运输，这将更高效便捷，这些对心

脏地带来说极为重要。以至于麦金德发出了反问：“亚欧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

船舶不能到达的，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

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在他后面的著作中又将飞机的发展视作

进一步加强陆上国家优势的条件。笔者认为相比于提出“心脏地带”这一著名概

念和创造陆权学说来讲，麦金德对技术发展的关注尤其是对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影

响的关注也具有至少是同样重大的意义，我们不能以一种静态的地缘政治观来思

考我们所处的世界，不能忽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应该持一种动态的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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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地缘政治观，同时善于利用技术来发挥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弥补劣势，这

对于中国这种面朝大海同时又雄踞大陆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麦金德这部著作写成于 1904 年，那是一个海权称霸的时代，大英帝国依然

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诸多殖民地，日不落帝国依然屹立世界

之巅。但是作为一名英国人，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公民，麦金德居然强调陆权和

心脏地带的重要性，这不免令人感到不解与震惊，但结合写作的时间点再来回味

他的这部作品会发现一些很微妙的东西。首先那时的英国尽管还是世界第一强

国，但是衰落或者说相对衰落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在这有两个国家极为关键，

首先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德皇威廉二世

上台后不再满足于欧洲强国的地位，抛弃了俾斯麦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陆政策并实

施世界政策，开始发展海军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竞争殖民地，对于依

靠强大海军维系殖民体系的英国来说，德国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安全与利益，

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已经受到挑战。但是对麦金德触动最大的是俄国一系列野心勃

勃的扩张，俄国人在中亚和东亚的扩张卓有成效，首先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势力

范围，同时还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加强其对远东的控制和影响。

其次俄国人在阿富汗死死的挡住了英国人进一步的扩张，并且对英国的印度殖民

地形成威胁，俄国对英国的威胁甚至促使英国不远万里到地球的另一端寻求与日

本结盟遏制俄国。一方面麦金德可能觉察到了英国在海上已经地位不稳，其次通

过俄国修筑铁路支撑其扩张野心以及据守心脏地带威胁英国殖民事业，麦金德真

正意识到陆地上的尤其是心脏地带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这可能是促使他作为一

个海权国家公民却提出陆权学说的深层原因。麦金德在书中也多次表露了对俄国

扩张的关注，也有学者认为麦金德虽然是陆权派，但是其依然是站在英国这个海

权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他提出陆权理论其实是警告英国人不能忽视陆地，英

国不能只把眼光局限于海洋。在书的最后，麦金德再次强调了“心脏地带”的地

理优势，认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

位置的意义，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

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

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从而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

的黄祸。尽管这个假设带有对中国和亚洲深深的偏见以及对日本的谜之乐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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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观点却极具价值，麦金德已经隐约的看到了“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区

临海国家联合的潜能，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是否会先于斯皮克曼提出系统的“边

缘地带”学说呢？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过这也启示了我们陆海复合型国家具

有巨大的优势和潜能，尤其是在与“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后。

时至今日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对于中国来讲更值得

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利用，麦金德那种动态的地缘政治观是我们需要树立的，当我

们回顾历史发现中国因失去海洋时代被西方国家超越并为之懊恼不已渴望走向

深蓝的时候，我们对海权似乎总是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盲目崇拜，似乎唯有海洋

才是正确的出路。中国固然因为没能跟上海洋时代的潮流而落后挨打，但中国的

未来绝不能仅仅限于海洋，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深入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当

我们面朝大海脑中浮现出列强从海上纷至沓来对我们进行侵略的画面时，我们除

了渴望成为海洋强国外或许应该回头看看我们所处的这块大陆，我们是否意识到

那个被称为“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核心区就是我们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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