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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大家丛书”定位在学术和生活传记之间，力求反映每位大家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并且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能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
同时要求插入60至100幅图片。

沙润、姜爱萍所著的《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为“随园大家丛书”之一。
《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叙述了李旭旦先生的学术人生。
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同时也反映了李旭旦先生为人师表的精神在他身上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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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江阴青阳家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乱了清政府的阵脚。
昔日驻扎在江阴学政衙署内的驻军奉调去了镇江，接着这个苏南江滨的战略要地进入了没有正式政权
机构施政的时期。
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恰逢特大水灾，秋熟几乎颗粒无收，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
境。
    10月29日(辛亥农历九月初八)旭日东升的卯时，该县青阳小镇北街的一座瓦房里．一个男孩呱呱落
地了，做走方郎中的父亲给他取名“旭旦”(字“东升”)，对其充满期待与希望，同时也是一个读书
未及第的父亲对那个时代寄予的希望：黑暗赶快过去，黎明快快来临。
    在李旭旦诞生的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动荡，经济不景气。
一些地方加上自然灾害严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不聊生，老百姓度日如年。
而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江阴，土地肥沃，自然灾害较少，由于水运的优势．开化相对较早，经济相对
繁荣，解决温饱之外还比较重视教育。
虽然今日苏锡常地区，早在东晋时期就逐步完成了从“尚武”到“尚文”的社会风尚的转变，“自古
江南出才子，文风鼎盛冠于全国”，但与江南苏州、无锡等地相比，江阴人更好习拳勇，在以读书为
尚的江南文化大背景下颇具地方个性。
乡土诗歌以及江阴的民风即能反映出江阴人的性格与江南地方文弱、柔性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从科
举考试的结果也能推断江阴人与苏南其他各地的特异之处。
    自隋代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择优录取，为平民进入统治层提供了通道。
明清时期，苏南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据统计，明代共取状元90名，其中江苏16名，属于今苏南苏州
、无锡、常州、镇江地区的有11名”；“清代共取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属于上述地区的有37名
”；“明清两朝共录取进士51 681人，属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地区各市县的共3 486人”。
①较为奇怪的是，江阴同处江南，但其地考中状元、进士后成为望族的较苏州、常州少得多。
    江阴历史悠久，自古就自成一体。
据现代《江阴县志》记载，南北朝时曾设江阴郡、江阴县、江阴国，宋朝时设江阴军、江阴县，元朝
时设江阴州、江阴路，明朝又复为江阴县。
    由于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江防的重任就落在了江阴人身上，至今在长江下游
咽喉之地江阴段江边还留有黄山炮台遗址。
长江东流至江阴段，江面收缩，一过江阴，江面就豁然开阔，形成一个喇叭形。
江阴要塞就在喇叭口的顶部，控制着由海人江的要害与长江南北的交通。
这里有君山、肖山、长山、黄山等，其中黄山景色秀丽，地势险峻，炮台就设在黄山主峰上。
古炮台东侧有一个山峰，屹立江边，扼守要塞。
江阴j黄山因地势险要，历代都是重要的江防前沿阵地。
三国时期孙权曾在此建烽火台，驻扎重兵把守江防；宋代名将韩世忠曾在古炮台指挥，抗击敌人；明
代戚继光也曾在这里领导过抗倭战斗；清王朝在古炮台近旁又扩建炮台。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10月，刚卸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受袁世凯之命，担任全国铁
路总办的职务，曾由南京乘“联鲸”号军舰来到江阴，视察江阴黄山炮台，并下令将土炮台改成洋炮
台，进城后又在桐棒堂发表演说，要求江阴人修建马路，发展交通，引进文明，并号召“叫全国的文
明从江阴发起”。
1939年，陈毅曾立马黄山脚下，留下辉煌诗篇：“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光敌惶恐，军民游击满南华。
”    这方水土养成了江阴人强悍、桀骜不驯、倔强而豪放的个性。
“江阴强盗无锡贼”，“强盗”的顽强抵抗精神与绝不驯服的个性令清初的八旗兵也感害怕。
不但“威武不能屈”，而且“富贵不能淫”，这种独特的地方个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江阴人。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毕竟受江南大环境“重文轻武”地方文化的影响，江阴地区崇文重教亦早蔚然成风，自古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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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所出名人，历来地方个性十足，明代时就出过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奇人、著名地理
学家徐霞客(1587—1641)。
他“坚决地叛离了‘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勇敢地踏上了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征途，他把自己一生中
最宝贵的时间投入到地理考察中去，他对西南地区广大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已经进入规律性探讨的新
阶段，比欧洲人同一性质的最早考察研究还早二百年，而且他的成就是在缺乏必要的科学考察手段，
在非常艰苦、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
他对我国西南少数兄弟民族的风俗、语言的大量记录都是珍贵的科学材料”①。
    现代的江阴文化名人有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
刘半农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曾担任《新青年》杂志编
辑；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二胡学派的创始人；刘北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族音乐教育家
、作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教授。
    李旭旦生长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从小耳濡目染，读书改变家族地位，求异、不服输、倔强等地方
文化元素潜移默化地植入他的个性之中。
    李旭旦家乡青阳镇旧名青呖镇，1965年10月由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改用现名。
青阳镇位于今江阴市境南端，江阴市区与无锡市区快速通道中部西侧，是江阴市、常州市、无锡市的
几何中心点，东接江阴霞客镇(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故居所在地)。
西至常州武进区芙蓉镇，南邻无锡惠山区，北靠江阴月城镇。
锡澄运河南北向穿镇域而过，镇区位于运河东岸，老城区在西，新城区在东。
    至今青阳镇还保留一座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张集筹建的南新桥，万历年间改名三元桥，清康
熙、乾隆、咸丰年间三次重修，至今仍可通行。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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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110周年校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系列丛书——《随园大家》，其中有陶行知、吴贻
芳、陈鹤琴、高觉敷、李旭旦、唐圭璋、傅抱石⋯⋯可是组稿时，李旭旦的这部稿件一直无人接手，
准备放弃。
这将意味着放弃向世人介绍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的机会，实在遗憾！
但校庆日期在步步逼近，时间紧，任务重，写作要求高，工作量大，作者就更难找了。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这个人文地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同时又是出版社的一员，尽快协助找到一
位合适的作者。
带着忐忑的心情，我拨通了曾任南师大地科院院长、书记等职，又是李旭旦先生的学生，而且在李旭
旦先生弥留之际陪伴着他的沙润教授的电话，没想到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让我既兴奋又
感动！
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能再找一人跟他合作，他在电话中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是你了。
”在沙润教授的一再鼓励和要求下，我最后还是答应成为他的搭档，分担一些资料收集与采访任务。
正是因为有沙教授掌舵，我才有勇气加入大师级人物传记写作的行列。
我总觉得一个孙女辈分的学生哪有分量去写大师啊！
更没有那个文笔了。
无法用文学的语言去刻画李旭旦先生，就用地理人的朴实语言客观地陈述事实。
最终沙润教授为本书定下了调子：白描。
    在前期的充满激情的资料收集过程中，大师与我们的距离依然很远、很远⋯⋯直到有一天，当我们
去档案馆看到李旭旦先生的档案，尤其是看到他在解放后不久因为时代的扭曲，被错打成“右派”时
所写的材料后，我们才发现李先生也有真实的情感与世界⋯⋯他渐渐走近我们，从我们心目中的神变
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人，就不像神那样无法接近，更不会完美无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格几乎被扭曲了。
在阅读了李旭旦先生的档案中记述的一次次重复出现的表格与一行行文字时，我的心里真的好酸楚，
如果不是时代出了问题，一向自信而又富有朝气的留洋学者怎么可能写出“我一心想往上爬”这样的
话语？
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之后，已不是自己了？
自己的意志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幸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及时拨乱反正，使许多错误得以纠正，李旭旦
先生的名誉也得到恢复，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文地理学事业。
他不顾多病的身躯，抛开精神所受的折磨，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振臂‘高呼，摇旗呐喊，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
    在李旭旦先生的一生中，经历过大清王朝垮台后余威犹存的封建黑暗时期，也经历过辛亥革命带来
“三民主义”改革所产生的瞬时喜悦的民国时期，还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更
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诞生的曙光，还有党在认识到自身错误之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虽然社会因素动荡，时代不断变迁，但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见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李旭旦先生从未推
卸过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得到的见解，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的建
设事业贡献力量。
在其一生中，有过辉煌的高峰，也有过暗淡的低谷，但无论岁月的音符如何变换，他始终以“知国、
爱国、报国”的热情，弹奏着辉煌而又生动的乐章。
他站在世界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前沿。
与国际地理学者进行着平等而又流利的对话，让一个人口大国的人文地理学在世界也有分量。
    他从江阴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邻乡走来，脚印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不仅提出了白龙江作为秦岭一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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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伸的南北界限，而且还在七十多年前就呼吁人们在开发大自然的同时要与之做朋友。
他超越了徐霞客的时代，熟练地掌握与驾驭着英文，凭着一张地图和一个罗盘，周游世界列国，把中
国介绍给了世界，同时也将世界的知识财富介绍给了中国。
    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懂得与大自然相处的规律，他毅然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    无论用怎样的语
言，均无法形容李旭旦先生作为一名经历过新旧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无论收
集多少资料，也无法收集全李旭旦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生对他人(学生、亲戚、朋友等)所起的
影响。
我们努力尽自己的力量更全面一些，更客观一些，更完善一些，尽管态度十分认真，但由于学养有限
，眼界有限，词汇有限，文采有限，很多的不足与不够一定存在，真诚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斧正。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刘树风书记等多位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帮
助，也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建平馆长和他的同事们的倾力支持，更得到学校档案馆原馆长彭志
斌和他的部下的各位老师的热情而又友好的协助。
    李旭旦先生的母校——南菁中学现任校长过建春先生、校史室童峰老师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中央大学时期李旭旦先生的学生，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景才瑞教授，已是耄耋之年，他多次写来
亲笔信，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中大时期他与李旭旦先生等人的合影，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多封李旭旦
先生与他往来的亲笔书信。
    2012年3月27日，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近80岁的郭来喜研究员从北京给我们打来近一个小时的长途电话
，述说与李旭旦先生的情谊，对我们为李旭旦先生写传记表示崇高的敬意。
后来还接受我们的多次电话采访，并且写来热情洋溢的亲笔信，介绍李旭旦先生为复兴人文地理所做
的贡献，同时还邮来三十年前的宝贵资料，让我们深受鼓舞！
    在北京，我们还得到了李旭旦先生的儿媳妇李克女士的热情接待，李克为我们讲述了李先生鲜为人
知的一些故事，这些对我们真正客观认识李旭旦先生的为人以及全貌十分重要。
    南京师范大学地科院多位退休老领导和老教师，如魏长发、李立文、朱长春、杨国华、罗辑、谢仙
华等，数科院退休教师李洪江等均耐心地给我们讲述了李旭旦先生的为人与教学，以及他们与李旭旦
先生相处的感受等，使我们收获颇多。
李立文教授还为我们提供了收藏近六十年的有关李旭旦先生的珍贵资料。
魏长发、杨国华、朱长春等虽已七八十岁高龄，但为了回忆李旭旦先生的点点滴滴，迎着酷暑准时参
加我们的座谈会，对我们初稿中1952年建系之后涉及的每一个人均反复回忆、核实和讨论，尽力还原
事实之原貌。
    地理系七七级班长顾飞宇为我们提供了三十多年前李旭旦先生与他们全班同学宝贵的谈话实况的文
字整理稿，使我们能够真切感受李旭旦先生当年对学生倾注的全部心血和爱。
    地理系八五届毕业生纪增龙，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他所收藏的弥足珍贵的两份材料，而且还为我们讲
述了大学时代作为校报记者的他采访李旭旦先生的经历。
他与李旭旦先生的这份情谊依然存留在他的心间，三十年后默默地化为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我
们所写的初稿的文字润色。
    曾经分别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地理专业工作过的博士生导师谢志仁教授，放弃自己的休息时
间，以其认真、严谨而又真诚、友好的态度为我们通读了全文初稿，从专业及科研的高度提出了关于
结构调整、语言提炼、提纲的推敲、图片的利用、引文的处理等诸多建议和意见。
    两位一北一南的作家对我们的写作提纲与思路以及语言的运用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指点。
一位是北京的柯小卫先生，他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教授的外孙，他从一名作家的高度给予我们这本人
物传记写作方面的方向性指点与经验传授，认为人物一定要反映时代；另一位是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的
陈艺鸣先生，他从文学、语言学的角度对整个写作过程给予了极其认真、严谨而又细致的指点，并对
标题的提炼及措词，以及各个阶段的初稿进行极其用心的修改。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建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我们审阅初稿，并提出了中肯意见；地科院现任领导给
我们提供修改意见。
地科院人文地理学专业教授陆玉麒、张小林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地科院副教授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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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为本书提供了编辑方面以及专业方面的指点。
    曾任东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徐启平编审为我们审读了整个书稿，他从作者及编辑的角度分别提出
了十分有见解的修改建议，并为本书起名。
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杨金荣、南京师大学报副编审蒋永华为本书提供了珍贵资料。
    本书作者之一的沙润教授，为我做了很好的榜样。
他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收藏了几十年的李旭旦先生的手迹，也有李旭旦先生为他们班
同学毕业所写的亲笔题词，还有一个个他所亲历的与李旭旦先生有关的生动的小故事。
他与我反反复复讨论写作提纲，为本书框架的构建与内容的取舍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一连串分析透彻的有关李旭旦先生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脉络的讲解，一个个标题提炼与事例的运用，
一次次初稿航向的把握与鲜活事例的生动描述，一章章初稿的认真修改与语言的雕琢润色、措词的反
复推敲与意见的反馈，让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同时也反映了李旭旦先生为人师表的精神在他身上的传承与发扬，让我感觉到
他对李旭旦先生的那份深深的敬意与感恩的情怀。
    本书责任编辑向磊女士和复审王欲祥先生，他们分别从历史学与语言学的高度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有
益的建议和修改意见，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编辑精神渗透在书稿编辑的整个过程之
中。
    此外本书能够按期完成，多亏出版社王政红编审、丁亚芳博士和徐蕾副总编，对初稿意见的及时反
馈、多次的精神鼓励和实际的行动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不一而足。
在此．我们向所有给予本书各个环节的工作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十分期望能尽我们的全力还原李旭旦先生的一生的历程与真实面目，但由于时间太紧，所掌握
的资料有限，书稿中还存在许多不够完善之处，再次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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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悠悠岁月，匆匆流逝，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
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旗手——李旭旦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八个年头，虽然他的音容笑貌难以再
现，但他的精神与思想、灵魂与作品、影响与贡献依然活着。
作为学者与领导者，作为亲人与友人，其印象时时显现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
推移，其身影虽渐渐远去，而精神与思想却在随园内外日渐高大，色彩仿佛在浓缩后也更加鲜艳多姿
。
沙润、姜爱萍所著的《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
评为辅；记述了李旭旦先生的学术人生。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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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