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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沧桑，弦歌不辍；巍巍暨南，展焕新颜。
暨南大学自1906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
学校积极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27个国家
和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1984年，学校率先招收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是全国当时唯一的试点单位。
1987年开始，创建了与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
、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的众多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1989年开创内地高校招收境外“兼读制
”研究生及境外研究生面授点的先河。
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经成为推动港澳台合作办学及国际办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联
结内地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中国境外研究生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目前，学校已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8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35个，6种硕士专业学位及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学位授权点覆盖
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10个学科门类；设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9个，博士后工作站1个。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1677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博士生导
师297人，教授390人，副教授5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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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三章属于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内容，分别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
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思想，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等相关问题；四至六
章属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问题的探讨，分别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社会地理
学与区域社会史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七至十二章
属于历史地理学实证研究，即以专题研究性质的学术实践案例，具体探讨了区域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
互动、古代历史地理文献的考证与研究、多重证据法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碑刻文献资料在历
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中外史料与古旧地图文献互证法的应用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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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9年，李仪祉发表了《森林与水功之关系》一文，提出了不能依靠培植森林来防止上中游地区
泥沙流失的三个理由：①森林覆盖地面水分蒸发较少。
“活物掩覆之地面，其蒸发固大于死物掩覆者矣。
但森林掩覆之地面，其蒸发量则远不及草卉五谷所掩覆之地面也。
”②森林覆盖地面雨水渗漏较差。
“不毛之地，渗漉最多，而森林掩覆，实足以大减渗漉之量也。
”③低原区森林增加雨量并不显著。
“森林区中所以能增加雨量者，由其有低落天气温度之功，保持太空润湿之效，故湿气得易凝结为雨
也。
但此种功效，惟于山林之地易得，至低原则其效甚微。
”今天看来，上述论断基本是错误的。
现代科学观测试验表明，在湿润的热带和温带，林地与无林地节蒸发量不相上下，而在干旱、半干旱
地区，林地蒸发一般显著大于无林地。
森林加上地面残落物及林下土壤具有较无林地大得多的留存雨水与渗漏、容蓄水流的能力①。
更为重要的是，森林枝叶（包括地面上的落叶）可以减缓雨点对地面的直接打击，其根系对土壤有固
结作用，从而起到减少水土流失的功效。
李氏在森林防沙问题上未抓住本质，因而其文章发表以后，即引起了一些水利学家的异议，如王廷翰
就指出，“造林之主要目的，原在节制泥沙，其重心不在径流不径流耳”②，显然与李仪祉持相反的
看法。
　　李氏早期在森林治黄问题上存在偏见和错误，但是后来随着实践的步步深入及理论水平的不断提
高，他愈来愈认识到森林的重要性，早期的观点也逐渐有所松动。
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
1929年，他在《指导永定河上游民众兴办灌溉工程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西北森林缺乏为永定河
难治主因”，并设想如果“西北山野除农垦地外，尽成森林，永定河已治其大半矣”。
永定河如此，黄河同样也不例外，“黄河之所以甚劣于扬子江者，以其含泥沙太多故也，泥沙之所以
特多，一由于西北黄壤之广播，二由于西北地面秃露者多，蕃殖者少。
故宜指导人民山间植林木，平原设沟洫，以节制洪水之泻，兼以汰除其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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