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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创刊于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文地理》迄今已走过了24个春秋。
依靠学界同仁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中国人文地理学在这20多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治学理念
、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人才队伍，与复兴初期相比都更为成熟、宽广、先进和壮大，形成了既与国
外发达国家的人文地理研究接轨，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专业学科。
　　《人文地理》是中国地理学会与西安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期刊，至2008年4月已编辑出版
了100期。
创刊以来，始终以追踪理论前沿、引领研究方向、占领学术高地为己任，坚持专家办刊，走精品化、
专业化、国际化道路，使刊物在国内外始终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连续多年人选CSSCI期刊
。
　　2008年4月下旬，我校隆重举办了《人文地理》百期庆典活动。
活动期问，我们邀请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专家学者，召开了期刊发展座谈会。
大家围绕期刊的学术定位、办刊理念、发展方向、人才队伍以及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合作交流等议
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这对我们明晰期刊今后的发展思路，打造一流的人文地理学术交流平台，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集中展现《人文地理》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弘扬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激励学
界同仁不断奋进，我们决定对《人文地理》以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优活动。
编辑部本着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的原则，采用论文引用率、专家打分、综合评定的方式，
提出了建议授奖名单。
经中国地理学会九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决定对吴传钧“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文地理学”
等71篇优秀学术论文进行表彰并汇集出版。
　　在《人文地理》百期庆典及优秀论文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中科
院资深院士吴传钧、中科院院士陆大道等领导、专家和诸多同仁的关怀、支持和帮助，这对我们无疑
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们将以“百期”为起点，着眼发展要务，凝聚学科实力，坚持理论创新，促进学术繁荣。
借本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人文地理》的领导、专家、作者、读者致以衷心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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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地理》是中国地理学会与西安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期刊，至2008年4月已编辑出版
了100期。
创刊以来，始终以追踪理论前沿、引领研究方向、占领学术高地为己任，坚持专家办刊，走精品化、
专业化、国际化道路，使刊物在国内外始终保持了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连续多年人选CSSCI期刊
。
　　2008年4月下旬，我校隆重举办了《人文地理》百期庆典活动。
活动期问，我们邀请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专家学者，召开了期刊发展座谈会。
大家围绕期刊的学术定位、办刊理念、发展方向、人才队伍以及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合作交流等议
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这对我们明晰期刊今后的发展思路，打造一流的人文地理学术交流平台，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集中展现《人文地理》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弘扬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激励学
界同仁不断奋进，我们决定对《人文地理》以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优活动。
编辑部本着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的原则，采用论文引用率、专家打分、综合评定的方式，
提出了建议授奖名单。
经中国地理学会九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决定对吴传钧“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文地理学”
等71篇优秀学术论文进行表彰并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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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国高校人文地理学教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我觉得是格外有意义的。
因为南师是终身致力于发展人文地理学的李旭旦老师生前执教的学府；再因为如果没有李老师在他晚
年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而奔走呼号，也许至今人文地理学还不能够在师范院校确立它必修课的地位
，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研讨会。
所以我们饮水思源，就必然会怀念李旭旦老师。
李老师离开我们快三年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从钻研人文地理学起步到奠定人文地理学结束。
　　早在大学求学时期，他就精心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让·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这本经典著
作。
从而确立了他终身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志趣。
1939年他从英国学成归来，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
但他毅然回到了临时设在重庆沙坪坝的他的母校执教，不论他讲系统地理学课程还是区域地理学课程
，他都灌输了人地相关的学术思想。
当时他只是一个28岁的青年教授，我是高年级的学生，虽然我们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了六七岁，但由于
李老师平易近人，关心青年的学习，所以我和李老师经常会面，无话不谈。
我对他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感情。
当时我们所接受的地理教育，是综合地理学教育，而我之所以后来对人文地理学发生偏爱，就是受到
李老师的启发和引导。
　　李老师才思敏捷，虽然他发表的文章不算太多，但每篇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发人之所未发，树
立了很严谨的学风。
解放以后，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大展宏图，不幸的是，从1957年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过程中，
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以说是历经坎坷，但是不利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发展地理科研、教学的事
业心。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
1979年底，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登高一呼，提出复
兴人文地理学的主张。
他那种对地理事业的热情、勇气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赏。
此后的五年虽然已是李老师的晚年了。
但他不顾病魔缠身，承担起主编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分卷的重任，并且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了全国性
的人文地理学术讨论会，终于促成了在中国地理学会中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作为推动和组织
专业学术活动的中枢，为发展这门学科建立了组织的保证。
李旭旦老师可说为复兴我国的人文地理学鞠躬尽瘁，如果我们把他推崇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
人，我相信大家都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李旭旦老师生前曾在多次全国学术会议上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更好地使这门
学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今天我们地理界的同行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实现他的这个遗愿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