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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探讨了 20 世纪前期中国地理学期刊的发展状况 ,重点对《地学杂志》、《地理杂志》、《地学季刊》和《地理学

报》等 4 种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学期刊在内容和创办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为创刊于

1910 年的《地学杂志》,并认为 1949 年以前中国地理学期刊的兴衰演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

背景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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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geography magazine has been dis2
cussed. Content and background of four representative geography magazines of Journal of Geography ,

Q uarterly of Geography and T ransaction of Geographic have been analysi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Journal of Geography started publication in 1910’s is a pioneer magazine in China , and the evolve2
ment of Chinese geography magazine before 1949’s had very important relation with temporal social

environment and big background of politics , econom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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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科技文

化的一种载体 ,在我国科技、教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地理学期刊作为科技期刊的一个组

成部分 ,是随着近代我国地理学教育的兴起而诞生

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我国创办的地理学期刊

大约有 32 种 ,特别是在 20 —40 年代 ,地理学期刊无

论是数量上 ,还是区域分布上抑或是办刊规模上均较

前有所扩大 ,但也存在更易频繁、此消彼长、期刊不稳

的缺陷。因此 ,探讨这一时期地理学期刊的兴衰演

变 ,对了解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进而了解我

国近代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近代地理学期刊的发展概貌

1949 年以前 ,我国地理学期刊的发展演变大约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第一阶段 (1919 年前) :为近代地理学期刊的发

轫时期。由于列强的侵入 ,我国山河破碎 ,民族危机

十分严重 ,大批仁人志士和爱国学者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笔从戎 ,纷纷成立学术团体 ,

创办学术刊物 ,加之 20 世纪初大批留学生回国 ,带来

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教育理念 ,也给沉闷的中

国学术界带来了思想活力 ,这就为早期地理学团体和

地理刊物的创办准备了条件。

我国近代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 ———中国地学会

成立于清宣统元年八月 (1909 年 9 月) ,发起人是近

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学会成立翌年便出

版了会刊《地学杂志》,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我国最早

出版的地理学期刊。由于当时神州动荡 ,民族危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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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深重 ,张相文先生深感中国已是“他族权利竞争之

场 ,数年以来 ,非惟边缴多事 ,内地亦几遭蹂躏 ,而莫

敢随何。推原祸始 ,实由地学隔膜 ,有以增敌之骄 ,而

短我之气”[1 ] 。有鉴于此 ,中国地学会明确以地球科

学 (地理学、地质学) 为主 ,兼顾其他学科 ,诸如水利

学、历史学、教育学等 ,并将国学大师章炳麟、地质学

家邝荣光、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著名教育

学家张伯苓、蔡元培等 ,一大批著名学者吸收到研究

队伍中来 ,壮大研究力量 ;另一方面 ,随着这些不同学

科专家的加入 ,使学会和刊物的综合性大增 ,对推动

我国近代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迅速转变奠定了基

础 ;另外 ,《地学杂志》在 28 年的办刊过程中 ,不仅时

时处处以爱国和救国为命题发挥传播地理知识、开展

地理教育、开启人们心智的作用 ,而且在弘扬民族文

化、强调“爱国”、“救国”这一时代命题方面也起到很

好的引导作用。

第二阶段 (1919 —1937 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

兴起 ,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科技、教育、文化也都进入一

个全面发展时期。这一阶段 ,地理学期刊不仅数量

多、分布广 ,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至为丰富多彩。尽

管当时内战纷争 ,殆无宁日 ,给学术研究带来一定影

响 ,但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和环境促使一批学者走出书

斋 ,进行野外考察和调研 ,使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

合起来 ,为治理社会提供良策 ,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地

理学团体和地理刊物。1920 年 ,南京高等师范学堂

设文史地部 ,竺可桢任教授 ,并创办《史地学报》。其

他陆续创办的还有 :

1928 年 7 月由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创办《地理

杂志》,专门登载中学地理教育方面的文章。后于

1932 年第 5 卷第 3 期起 ,改由中国人地学会编辑出

版 ,改名为《方志月刊》,主要以探讨和登载有关人地

学的文章为主 ,共出版 3 卷 20 期。从 1936 年第 9 卷

第 1 期起 ,又改名为《方志双月刊》,出至第 9 卷第 4

期 ,即 1936 年 7 月 ,停刊。

1932 年 1 月 ,中华地学会的会刊《地学季刊》在

上海创刊 ,主要登载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论文

以及介绍国内外相关地理知识和学术信息等 ,1936

年 3 月停刊 ,共出版了第 2 卷第 8 期。

1933 年 1 月 ,由万国鼎主编、中国地政学会编辑

出版的《地政月刊》在南京创刊。该刊主要从地理学

的角度 ,刊载有关土地方面的文章 ,以促进当时土改

工作的进行。1937 年 3 月停刊 ,共出版了第 5 卷第

51 期。

1934 年 2 月 ,由刘雪崖任主编、国立北平师范大

学地理系编辑出版的《地理月刊》创刊。主要刊载地

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论文 ,并有介绍地理学人物和

国外地理教育的文章 ,前后共出版 4 期。

1934 年 2 月 ,由顾颉刚、谭其骧任主编 ,禹贡学

会编辑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在北平创刊。该刊主要

登载有关中国沿革地理、民族演进史以及边疆历史地

理等方面内容 ,1937 年 7 月停刊 ,前后共出版 7 卷 82

期。

1934 年 2 月 ,由北平师范大学编辑出版的《地理

月刊》在北京创刊。主要侧重于地理学研究和地理教

育。如其强调“站在教育的立场 ,作地理的研究 ,企图

于科学的地理 ,参加上教育的意味 ,借以唤起全国从

事地理教育的同胞 ,共同努力 ,完成新兴的地理教育”

云云。另外 ,该校还先后创办有《史地丛刊》、《地球》

和《地理教学》等地学刊物。

1934 年 9 月 ,由张其昀任主编、中国地理学会出

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地理学会会刊《地理学报》

在南京创刊出版。第 1 年出 2 期 ,每年出 4 期。抗日

战争时期迁重庆出版 ,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 ,1949

年后迁北京出版 ,并自第 24 卷起改为双月刊。截至

1948 年共出 15 卷。

1936 年 4 月 ,由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编辑出版

的《地理教育》在南京创刊 ,主要登载有关地理教育方

面的文章、论评、教材参考资料、试题汇药、问题答疑

等等。1937 年 7 月停刊 ,共出版 2 卷 7 期。

1937 年 1 月 ,由黄国璋任主编、北平师范大学地

理系编辑出版的《地理教学》在北京创刊。该刊为地

理学教学类季刊 ,主要为普及地理学教育、培养中小

学地理学师资力量而创办的。刊载有关地理教育方

面的文章、知识、教材 ,以及讨论教学方法、解答教学

疑问等。同年 7 月因战事趋紧 ,被迫停刊。后因学校

迁至陕西汉中 ,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 7

月 ,《地理教学》得以复刊 ,并仍按原期号续为第 1 卷

5、6 期合刊 ,不久因办刊条件所限再度停刊。

第三阶段 (1937 —1949 年)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

频仍 ,持续不断 ,先是抗战 ,后是内战 ,因而造成长达

18 年的动荡不堪局面。特别是在长达 8 年的抗日战

争期间 ,国内各个学术团体多以教育救国和学术护国

为根本 ,有关民族演进与人口研究、边疆史地与资源、

矿产研究、经济地理、军事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等成

为重点。与此相应 ,各种地理刊物也大量刊登这些方

面的文章 ,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 ,引导人们坚

定抗敌御侮的信念。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多数地理刊

物在版面的设计、内容的侧重以及栏目的设置和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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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上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将视角投向社会、关

注现实的比重大大加强了。这一时期除前述的《地理

教学》于 1939 年复刊、《地理学报》迁重庆出版 ,抗战

胜利后迁回南京继续出版外 ,其他新面世的刊物大约

有 4 种。

1938 年 2 月 ,由汪青任主编、西北史地学会编辑

出版的《西北史地》在西安创刊。该刊以登载历史地

理方面的文章为主 ,还涉及到边疆地理沿革、自然资

源、交通道路、民族成分、遗址考古等方面的专论 ,是

一份区域性较强的史地研究学术期刊。

1941 年 1 月 ,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编辑

出版的《测量》在重庆北碚创刊。该刊为地理测绘学

季刊 ,主要登载各种理论性文章和测量工作报告 ,并

介绍和摘述国内外有关学术成果 ,开设有讨论及解答

各种疑难问题的专栏等。该刊于 1945 年 12 月停刊 ,

共出版 5 卷。

1941 年 4 月 ,黄国璋主编、中国地理研究所编辑

出版的《地理》在重庆北碚创刊。该刊一是用简洁通

俗的短篇文章来达到传播地理知识 ,增加一般人对地

理的认识和兴趣 ;二是借以与海内同仁相互研讨 ,期

望收到集思广益之效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广立我国

地理学基础 ,谋我国地理学长足进步。该刊于 1949

年 12 月停刊 ,前后共出 6 卷。

1942 年 3 月 ,由国民政府陆地测量总局编辑出

版的《测量杂志》在贵州贵阳创刊 ,属不定期刊。主要

登载有关测量业务、测量事业的发展概况 ,以及国外

测量业务论著的评述、陆地测量总局沿革概况、各地

地名由来、地理状况等。其主要栏目有论著、译述、调

查、杂俎、杂录、一斑等等。于 1948 年 4 月停刊 ,共出

版 8 期。

1943 年 12 月由中国地理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地

理专刊》在重庆北碚创刊。该刊以专题性研究论文或

调查报告为主 ,每期一个专题。该专题并不是由众多

的相关论文组合而成 ,而是由一、二位专家教授单独

或合作撰著而成。其内容特点和编排结构与学术论

著更为近似 ,有篇章目录 ,有前言、后语 ,文中并附有

大量相关图表以配合文字说明。该刊断续出至 1946

年第 4 期 ,前后共出版 9 期。

总之 ,从 1910 年《地学杂志》创刊到 1949 年以前

的近 40 年时间里 ,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 ,以上各

个时期所出版的地理学期刊大都因人力、物力和财力

的缘故维系时间不长而先后停刊。能勉强维持下来

的期刊寥寥无几 ,且多难以按期出版 ,或不断调整刊

期 ,即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双月刊 ,继而又改为季刊 ,甚

至半年刊、年刊等等。如《地理学报》在这一时期就年

仅出 1 期。在上述期刊中 ,以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

学杂志》、原中央大学地理系主办的《地理杂志》、中华

地学会主办的《地学季刊》、中国地理学会创办的《地

理学报》等最具代表性。

二、代表性地理学期刊的探析

(一)中国地学会之《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

创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张相

文 (1866 —1933) ,字蔚西 ,别号沌谷 ,江苏省泗阳县

人。早年曾中乡试 , 嗣后从事地理教育与研究。

1899 —1903 年 ,在上海南洋公学教授地理 , 1907 —

1912 年 ,北上天津 ,主持北洋女子高等学校 ,随后赴

京主办“中国地学会”,同时于 1917 —1919 年在北京

大学兼职 ,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其所编著的地学教

材《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地文

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等影响颇大 ,备受学术界的

推崇和肯定。

在创立中国地学会的翌年 ,张相文便与学会同仁

创办了会刊《地学杂志》,时间是清宣统二年正月
(1910 年 2 月) 。该刊编排规范 ,栏目齐全 ,内设有

“弁言”、“图迹”、“论丛”、“杂俎”(并分有内编、外编两

部分 ,即国内外状况) 、“说郛、“邮筒”、“本会纪事”等。

该刊发表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地质学等

论文 ,还兼及旅游探险、人类学与考古等等。如创刊

号刊登有《地球说》、《说滦河》、《中国西北部游记》、

《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

《中国地理学家派》、《额尔古纳河地利》、《导淮兴垦条

议》、《滹、沱、漳、滏之变迁》、《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

利》、《中国之气候》、《梅雨发生论》、《钱塘江沿岸之地

质》、《中国大地体之构造与历史》、《德国经济地理》、

《中国之生物地理》、《历史地理志评议》、《地理教授与

地理实习》等等 ,充分反映出 20 世纪初 ,我国地学研

究由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转变的崭新景

象。

《地学杂志》不仅重视理论研究 ,而且更重视实地

考察和社会调研的成果。在其创刊号刊登的《中国地

学会简章》上就明确规定 :会员“皆有调查报告之责

任。如关系重要 ,或新有发明者 ,由评议员公议 ,赠以

相当之酬报”。在其登载的文章中就有很多诸如《承

德府调查记》、《赤峰州调查记》、《阿尔泰山附近情

形》、《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等等 ,均为实地考察的成

果。主编张相文先生更是身体力行 ,先后到长城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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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淮流域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 ,并在《地学杂志》上

发表有《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导淮一夕谈》、《河套

与治河之关系》、《长城考》、《塞北纪行》、《中印通路》、

《漠北铁道》、《石钟山》等数十篇 ,其中涉及水利开发、

黄淮疏导与治理、水土保持、风沙防治、土壤改良、水

陆交通等内容 ,既体现了主办者关注社会现实、体察

国情民意的良苦用心 ,也反映了刊物重视理论研究 ,

更重视把地理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办刊宗旨 ,因

而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学术界的肯定。在所历经的

28 年中 ,除短暂的间断外 ,基本上可稳定在年出 10～

12 期。1927 年后改为季刊 ,前后共出版 181 期 ,刊载

地理学论文 1 520 余篇。许多研究成果至今尚有重

要意义 ,对推动我国早期地理学教育和地理学研究的

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中央大学地理系之《地理杂志》

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其历史可追溯到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由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

堂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改为两江师范学堂 ,1914

年改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6 年后的 1920 年 11 月

改名国立东南大学 ,设文理、教育、农、工 4 科 ,并在上

海设商科。1927 年 6 月在江浙两省试行大学区制

时 ,该校与河海工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政法大

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

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校合并为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设有文、哲、自然、社会、工、教育、

农、商、医 9 个学院。历时不到一年 ,即 1928 年 3 月

改名为江苏大学 ,同年 5 月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 ,先

后设有 7 个学院 42 个系科 ,地理学系就是其中之

一[2 ] 。

《地理杂志》是 1928 年 7 月由中央大学地理系创

办的 ,旨在“以促进中学地理教育为其旨趣 ,一切努

力 ,皆以此为集中”的刊物[3 ] 。同时编者进一步指

出 :“地理教育之宗旨 ,分析言之 ,曰培养健全之宇宙

观、人生观与国际观念 ;又曰训练真实之观察力、判断

力与创造力。”接下来编者条分缕析 ,对所提出的“三

观”、“三力”作出具体的阐释 ,即“所谓宇宙观 ,则有宇

宙一统与宇宙动作之观念 ;所谓人生观 ,则有天定胜

人与人定胜天之观念 ;所谓国际观念 ,则由民族自觉

与世界共济之观念。所谓观察力 ,乃以发现新事实、

发明新学说为期望 ;所谓判断力 ,乃以论究吾国对内

政策与对外政策之地理背景为要旨 ;所谓创造力 ,乃

以利用环境、改造环境 ,以参与国家建设事业为其理

想。”[3 ]

对于《地理杂志》为何要将刊物定位在中学地理

教育这个问题上 ,编者认为 :“国人深信中等教育 ,为

吾国奋发自强之基础 ,中学学生无论将来为普通公民

或专门学者 ,假令能具有新颖确实之地理知识 ,其有

益于新中国之建设者 ,想非浅勘。”[3 ]不难看出 ,编者

是把《地理杂志》的创办与中学地理教育联系起来 ,并

与将来国家的建设相结合 ,可谓立意深邃 ,眼光长远。

从 1932 年 5 卷 3 期起 ,《地理杂志》改由中国人

地学会编辑出版 ,并改名为《方志月刊》,主编张其昀。

在《卷头语》中 ,张氏对《地理杂志》改名为《方志月刊》

的缘由和两刊之间的接续关系等均作了说明 ,即“惟

因须载续稿 ,故卷数仍旧”,同时也提出《方志月刊》的

宗旨应注重探究方志学与国势学 ,“方志学乃纯粹研

究之性质 ,国势学则以方志学为基础 ,而注重于中外

实际问题之研究”。对于该刊的目标定位 ,编者认为

“《方志月刊》之出版 ,系吾辈研究人地学者对于国家

应尽之责任。奠定政治之基础 ,消除国内之紊乱 ,养

成国民独立与自信之精神 ,此为方志学与国势学理想

中之价值。”[4 ]

从 1936 年起 ,《方志月刊》又改名为《方志双月

刊》,时隔不久 ,于同年 7 月停刊。加上原《地理杂

志》,总共出版 9 卷 4 期。
(三)中华地学会之《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是 1931 年由葛绥成、盛叙功、李长傅

等从事地理教学、科研及编辑出版人士发起成立的学

术团体 ,由于地址设在上海 ,因而入会的 80 余名会员

中多来自上海。它是继中国地学会后 ,我国地理学界

在 20 世纪前期成立的第二个学术组织 ,对当时中国

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地学季刊》的创办是中华地学会成立后的主要

工作成就之一。该刊于 1932 年 1 月创刊于上海 ,其

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之关系 ,使吾人对于世界各处

之风土人情 ,能解释其因果 ,寻求其系统 ,以明今后应

如何改造之途径”[5 ] ;同时 ,也“以期交换知识 ,发展

地学 ,内而国计民生 ,外而国际概况 ,俾有真确之认

识。其有裨于新中华之建设 ,固意中事也。”[5 ]该刊

栏目设置有三大类 ,一为研究论文 ,这是核心部分 ,占

该刊内容的 90 %以上 ;二为杂俎 ,即国内相关地学知

识的报道和介绍 ;三为地学会有关的启事、消息以及

相关的学术信息等。另外 ,正如《发刊词》中所言 ,该

刊对国外有关地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知识也非常重视 ,

如张宗文译述的《历史地理学》、盛叙功译的《科学的

经济地理学》、马达夫与夏承法合译的《世界经济不景

气的解剖》、刘穗九译的《撒马尔罕之名胜》、眼藏译的

《世界最小国 ———摩纳哥》等等。总之 ,《地学季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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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7 月创刊到 1937 年停刊 ,5 年共出 2 卷 8 期 ,

刊载各类有关地理学基本理论、方法论以及人文地

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

学、地方志、游记考察等文章达 124 篇 ,对推动当时我

国地理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中国地理学会之《地理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于 1934 年 3 月在南京成立。发起

人为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等 40 余人 ,大家

以通讯的方式选举翁文灏为会长 ,其他还有理事、干

事、会计、出版委员会委员等职 ,当时有普通会员 19

人 ,学生会员 23 人 ,机关会员 (即团体会员) 5 处等。

学会成立后 ,迅速于当年 9 月创办会刊《地理学报》,

最初 ,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由以张其昀为主任的

出版委员会主持 ,后来专门设立编委会 ,由张其昀、李

旭旦、任美锷、侯仁之、黄秉维等先后担任主编。刊物

创办第一年出 2 期 ,以后每年出 4 期。1938 年 ,由于

抗战缘故 ,该刊第 5 卷便迁至重庆印行。同时 ,学报

改为年刊。从 1947 年 1 月起 ,学报第 14 卷第 1 期又

迁回南京出版 ,并恢复原来的季刊期次[6 ] 。

《地理学报》从创刊至今经过了 70 余年的历程。

虽历经坎坷 ,但中间一直未曾间断 ,可以说它是中国

地理学界历时最长久的学术期刊 ,代表了中国地理科

学发展的水平 ,先后发表过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论

文 ,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胡焕庸的

《中国人口之分布》、张印堂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

重》、涂长望的《中国气候区域》等 ,在当时学术界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从 1910 年《地学杂志》创刊到 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的将近 40 年时间里 ,中国地理学期刊

走过了一条虽不漫长 ,但极其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

战乱在每个不同的时期都存在或严重存在 ,因而大多

期刊限于客观环境与办刊条件 ,在人力、财力、物力难

以接续的境况下中途夭折 ;有的虽几易刊名 ,勉强维

持 ,甚至为了紧缩银根 ,不惜压缩刊次 ,即由最初的月

刊而变为双月刊 ,再变为季刊、半年刊、年刊等等 ;有

些甚至出了 1 期便中断 ,昙花一现 ,成为中国科技期

刊史上的缺憾。可以说 ,中国地理学期刊的兴衰起伏

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 ,因此 ,从这

个视角出发 ,所折射的是我国近代科技、教育和民族

文化发展历程的沉重与艰辛。

纵上所述 ,中国地理学期刊在 20 世纪前期发展

演变有 4 个特点。

1)从时间延续上看 ,维系时间都不长 ,多则七八

年 ,少则出刊 1 期便中断 ,像《地学杂志》和《地理学

报》那样长达近 30 年甚至一直延续下来的期刊只能

作为典型个例 ,并不具有普遍性。造成这种状况无疑

与当时社会背景和办刊环境紧密相关。

2) 从区域分布上看 ,抗战前多集中在京、津、沪、

宁等地 ,抗战开始后 ,桂林、武汉、西安、重庆等城市也

相继成为短暂的出刊地。这些城市或为当时全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或为区域经济和文化中心 ,是期

刊主要的依托地。可见 ,“中心城市效应”是该时期地

理学期刊分布的主要特征。

3)从办刊机构和人员组成来看 ,多为学会和大学

创办 ,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创办所占比例较小。在所

面世的地理学期刊中 ,主编和编辑人员多为地理学方

面的专家 ,尤其是主编 ,既是刊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又是主要的撰稿人 ,一般在国内地理学界或在区域内

有一定的影响。主编的学术思想和办刊思路影响着

刊物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定位 ,而刊物的质量和延续时

间的长短则对当时国内在地理教育、知识普及、学术

研究、国民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引导

作用。

4) 20 世纪前期正是我国内忧外患、政局动荡不

堪的时期 ,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虽然使一部分期

刊夭折了 ,但也催生了一批新的期刊问世。这些新老

期刊均能利用传媒载体这一有力工具 ,再加上地理学

独有的图文并茂特点和文章风格很快吸引一大批读

者 ,为传播抗日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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