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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学报史料选载
·

抗战烽烟中的《地理教学 》

徐象平
,

姚 远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

陕西 西安

摘要 为 了理 清西北大 学杭战时期科技期刊 的办刊状况和发展脉络
,

对 当时 由北平师范大学所创 办

的 并一度停刊后 由西 池联合 大学 今 西 北 大 学 恢复 出版的《地理教学 》进行 了分析和评价
,

尤其对

其 办刊 宗 旨
、

栏 目设里
、

内容特点
、

编 挥处理等进行 了较全 面 的论述
,

为发掘这一 文化资源
,

开拓 办

刊 思路和 突出办刊特 色提供借鉴
。

关 键 词 《地理教学 》抗战时期 陕 西城 固 国立 西 湘联合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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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 》第 卷
,

期合刊是西北大学前身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于 年 月恢复 出版

的
。

它集教学
、

科研
、

译著
、

游记
、

学术报告
、

政论评议

等于一体
,

内容丰富
,

启发性强
,

不仅具有鲜 明的时

代特征
,

且具政治进步性和科学求实性
,

在编辑处理

上也能规范有序
。

该刊的出版
,

不仅是陕西地学期刊

的先声
,

也是我国西北地 区较早的地学期刊之一
。

《地理教学 》的创刊与复刊

年初
,

日本帝 国主义侵 占东北 后
,

又 步步

进逼华北
,

京津地 区岌岌可危
。

此时在北平师范大学

任地理系主任的黄国璋教授及其 同仁以抗 日救 国为

重任
,

运用地理科学的优势来传播爱 国主义思想
,

唤

醒国人抗敌御寇
,

保卫家园
。

他们广泛搜集各种古今

中外资料
,

大量绘制各省 区及世界各大洲地形挂图
,

制造各种地形模 型 和人种模 型
,

组建颇具规模 的地

理研究室
,

并于 当年元月创办 了名为《地理教学 》的

月刊
。

该刊的创办 , 其意义在于激发海内外同胞 的爱

国热忱
,

坚定其爱护国土
、

维护民族尊严之意向
。

因

此
,

创刊号发行后
,

很快得到社会各界 的欢迎
,

不 足

半年
,

连续出刊 期均迅速售罄
,

发行量达到 余

册
。

推究其原因
,

主要在于该刊能适应 当时救亡图存

的时代要求
,

能够认清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

因而进展 比较迅速
,

影响也 日渐扩大
。

但是
,

由于 当

时环境险恶
,

特别是华北局势 日益危急
,

该 刊在第

期 出版后不久便被迫停刊
。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
,

华北广大地 区相继丧失
,

北

平
、

天津也先后沦陷
。

这些地 区 的高校在 日军飞机的

轮番轰炸下遭遇空前的浩劫
,

损失惨重
。

有的院校竟

成为 日军的营地或寻欢作乐的场所
。

如国立北平师

范大学数理学院和文学 院分别成为 日军的警备司令

部和空军 司令部 , 北洋工学 院被 日军 占驻
,

图书资

料
、

教学仪器和大部分校舍被破坏殆尽
。

广大师生颠

沛流离
,

无家可归
,

只有并校内迁才是惟一 出路
。

随

后
,

以北平大学
、

北平师范大学
、

北洋工学 院和北平

研究 院等院校为 主干 于 年 月迁至西安并成

立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

不久
,

晋南失利
,

撞关告急
,

西

安 经 常遭到敌机 的侵扰和轰炸
,

于是学校 于 次年

月再度迁至陕南汉 中
,

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

西北联大成立后
,

地理系属文理学院
,

系主任仍

由黄国璋教授担任
。

黄教授和原创办《地理教学 》的

同仁们时刻也没有忘记复刊事宜
。

迁汉 中一年后
,

即

年 月
,

《地理教学 》复刊
。

黄教授在《复刊词 》

中说
“

自二 十六 年元 月 即 年 月 起
,

出版

《地理教学 》月刊 ⋯⋯出版虽仅 四期
,

为时不过半载
,

收稿 日期
一 一

若金项 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 目
一

中国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科技编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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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陕西蒲城人
,

西北大学副编审
,

从事中国科技期刊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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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竟达七百余户
,

同人不敢 自信内容丰富
,

但社会 研究与陕南地 区 的 自然
、

人文等地理状况有机地结

对于此种刊物需要之迫切
,

于斯可见
。

用是感责任之 合
,

言之有理
,

论之有据
,

说服力较强
。

其次
,

适应 时

重大
,

思尽最大之努力
,

以 期不负社会之期望
。

不幸 局变化的需要
,

从地理角度探讨政治
、

军事 以 及教育

七七事变发生
,

被迫停刊
,

每念及之
,

辄为扼腕
,

此后 等方面的文章也为数可观
,

约 占 左右
。

这些 文

学校迁西安
,

继迁汉 中
,

路途流转
,

屡欲复刊
,

终因环 章或言政事
,

力贬时弊
,

或从地理背景上纵论我 国疆

境关系
,

未克如愿
。

现学校驻乐城 已经周年
,

百事粗 域的辽 阔
,

山河的壮丽
,

以 激发 国人爱 国情绪 或谈

定
,

用始复刊
,

殊觉愧对读者
,

且 目前纸张缺乏
,

手 民 军事
,

以 敏锐的眼光分析敌我双方 的优劣条件和 我

难得
,

印刷装订
,

均无法令人满意
,

诸希原谅
,

并踢指 国地理形势上 的优势及特点
,

以鼓舞国人抗敌御侮

教
。 ’

, 〕以 下就复刊的《地理教学 》作 以分析与探讨
。

的斗志和信心 或论教育
,

把地理教育看作是
“

革命

建 国教 育 之 中心 科 目 ” 、 “ 培 养优 良公 民之 重 要 工

《地理教学 》的内容及其分类 具 ” ,

是提高
。
国民具有世界眼光 的学科

”
最后就是

论述地理教学方面 的文章
,

约 占 左右
。

纵观全

复刊的《地理教学 》仍接续 原期号
,

续 为第 卷 刊
,

无论从文章数量 上
,

还是质量 上均 属 上乘之作
。

,

期合刊
。

刊载文章 篇
,

包括学术论文
、

教学论 对时局变化 的分析
,

以及对学术问题 的研讨或教学

文
、

志稿
、

讲稿
、

译著
、

游记等 见表
。

经验 的总结介绍等
,

均反 映 出作者及编辑者们较 良

由表 可见
,

区域研究的文章 占该刊 比重较大
,

好的专业素质和爱国热情
。

约有 左右
。

这些文章不空 泛议论
,

而是将学术

表 《地理教学 》第 卷
,

期合刊 目次

侧
,

作者姓名 文章题 目 文章属性 迄止 页码 图表

黄国璋

黄国璋

湛亚达

殷祖英

黄国球

郁士元

金瑞华

姜玉 鼎

卢 惠如
、

黄绍鸣

郑 家铣

黄绍 鸣

刘懊那
、

薛贻源

复刊词

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项 目

对 日抗战与中国地理

城固县气候志初稿

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 的演变

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

地 中海问题

地理教学经脸谈

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

汉 中盆地 的 自然与人生

步越秦岭道 中地理景象记

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

前 言

人文地理 综述

军事地理

气候气象

政治地理

测 学
、

地 图学

政治地理 译文

教学研究

经济地理

自然地理
、

人文地理

旅游地理

植物地理

表格 个

插 图 幅

插 图 幅

擂 图 幅
、

表格 寸

插图 幅
、

表格 个

插 图 幅

《地理教学 》的宗 旨与特点

《地理教学 》出版 于强邻入境
、

山河破碎的抗 日

战争时期
。

因此
,

政治上大力宣扬祖 国山河的可亲可

爱
,

彻底揭露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

教促 国人认清国破

家亡的严峻现实
,

明确 目前的时局变化及 中心任务
。

学术上则强调学术研究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

要 与

客观实际相结合
,

要言之有理
,

论之有据
,

不空泛议

论
。

由此可见
,

追求政治上 的进步性和学术上 的求实

性是该刊 的主要宗 旨
。

分析全刊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

与现实紧密结合

该刊能够适应 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
,

把政治
、

经

济
、

文化
、

教育和军事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纳人到地理

学 的研究轨道上来
,

力求从理论上探讨和寻找解决

这些 问题 的办法和途径
,

为当时的政府部 门和决策

部 门制定有关方针
、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

同时
,

为配

合抗战局势
,

该 刊在反映爱 国
、

救 国的主调 下
,

广 泛

传播地理科学知识
,

弘扬 民族文化
,

打破传统思维方

式
,

更新狭溢保守观念
。

因而
,

其立论依据是建立在

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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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

《地理教学 》既 注重 于学术理论 的研究
,

更注重

于作者经过实际考察取得的研究成果
。

这些成果不

仅附有大量 图表和数据
,

使其观点更为充实和有说

服力
。

重要 的是
,

它针对过去那种教条化
、

模式化的

治学方法
,

教学
、

研究极少与社会实际相接触的弊端

来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

这样的成果
,

不仅具有理论

指导意义
,

也有较高的社会应用价值
,

同时对树立 良

好的求实学风也大有裨益
。

突出学术水平
,

拓宽学术领域

除强调理论研究与客观现实相结合外
,

保证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地理教学 》的特点之一
。

所刊

载的 篇文章均从不 同角度
、

不 同层次反映出较高

的学术水平
。

这些作者大多在当时国内学术界有一

定的影响和声望
。

如黄 国璋
、

湛亚达
、

殷祖英
、

郁士元

等教授都是 当时 国内比较著名的学者
,

由于他们 的

热情支持与积极撰稿
,

地理教学 》的质量与学术地

位才能够与 日俱增
,

并逐渐引起学界 的注 目
。

在广度

上
,

《地理教学 》注意拓宽 自身的学术领域
,

其载文涉

及到人文地理 中的经济
、

政治
、

军事
、

商业
、

城市
、

文

化
、

交通
、

人 口
、

民族等学科
,

自然地理涉及到气象气

候
、

植 物
、

地貌
、

土壤
、

水文
、

地 图测绘 等领 域
,

有综

述
,

也有专论
,

有 的甚 至将多种学科穿叉交融
,

进行

分析论述
,

这对开启人们思路
、

丰富研讨 内容
、

拓宽

学科领域不无好处
。

鲜明的区域研究特色

从本刊所载文章来看
,

以 区域研究最为突出
,

特

别是小 区域研究各具特色
。

诸如对城固县的气象气

候
、

南郑县的商业地理
、

汉 中的 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

等均有 比较深人的研究
。

这些文章不奢求浮华
、

不贪

图面广
,

立论虽窄
,

但见地深邃
、

透彻
,

真正从微观的

角度将一个 区域进行深人的观察
、

分析和研究
,

其研

究成果可为当地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结束语

抗战时期的《地理教学 》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学术

刊物
,

它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

在政治上
,

它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

激发 国人认清形势
,

增强抗敌

御寇的斗志和信心 在学术上飞它既重视学术深度和

广度 的开拓
,

更注重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及客观实

际的相结合
。

刊载的很多文章不仅弥补 了传统研究

领域上 的不足
,

而且也使治学方法得到更新
。

在编辑

方面
,

该刊不仅具有严密性和规范化特点
,

也 富有进

取性和开拓精神
,

这从刊载的文章中可体现出来
。

因

此
,

该刊富有特色
,

拥有读者
,

实属必然
。

即使在今

天
,

这也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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