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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文 少色 川 小年
、

期

杭战时期诞生在西北在区的地学刊物

—
简 析 日年在侠南城固 复刊 的 《 ,也理教学 》

徐象平

本文论述了了地理教学 》创刊和复刊的时代背景和演变过程
,

重点分析了《地理教

学 》复刊本 第五六期 刊载的中心内容及主要特色
。

指出复刊在陕南城固的《地理教学 卜对

我国西北地 区在地理研究和文化教育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地理教学 》于 , 年 月创刊
,

是 山原北
一

平师范大学 今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系发起创

办的 当时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已践踏东北
,

又步步进逼华北
,

京津地区岌岌可危
。

在这国难

当头
,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沐地理教学哟创刊
,

无疑给备受战乱摧残而一时沉闷的中国学

术界和教育界带来了新鲜活力
,

也给忧患深重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精神鼓舞和 召唤的力量
。

特

别是对激发声
、

们的爱国意识和抗 日信念起到 了积极作用
,

因而创刊不到半年
,

连续出版 刁期

均迅速售罄
,

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

“

七
·

七事变
”

爆发后
,

京津地区相继沦陷
,

北平师大也成为 日军驻地
,

大量的图书资料
、

教学设备和实验仪器均遭破坏
,

广大师生流离失所
,

纷纷迁往内地
,

《地理教学 》被迫停刊
。

北平师大迁至西安后
,

与其他高校合并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

不久因时局窘迫
,

又迁至陕

南城固
,

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今西北大学
。

黄国璋教授担任地理系系主任

陕南城 固地处秦岭南麓
,

周 围崇山峻岭
,

峰峦叠嶂
,

加之交通闭塞
,

战火无法波及
,

因而

环境安定
,

秩序井然
。

随着教学
、

科研活动的相继入轨
,

《地理教学 》复刊的条件也 日趋成熟
。

一

于是
,

在
,

坤牲年 月复刊面世
,

实现了全系师生和广大爱国读者的共同心愿
。

回顾《地理熟学 》从创办到复刊的艰辛历程
,

黄国璋教授在《复刊词 》中作了一番具体的

陈述
“

自〔民国 二十六年元月起
,

出版《地理教学 》月刊 ⋯ ⋯出版虽仅四期
,

为时不过半载
,

订阅竟达七百余户
,

同人不敢 自信内容丰富
,

但社会对于此种刊物需要之迫切
、

砖斯可见
。

用

是感责任之重大
,

思尽最大之努力
,

以期不 负社会之期望
。

不幸
‘

七
·

七事变
’

发生
,

被迫停

刊
,

每念及之
,

辄为扼腕
,

此后学校迁西安
,

继迁汉中
,

路途流转
,

屡欲复刊
,

终因环境关系
,

未

克如愿
。

现学校驻乐城已经周年
,

百事粗定
,

用始复刊
、

,

殊觉愧对读者
,

且 目前纸张缺乏
,

手民

难娜印刷装订
,

均无法令人满意
,

诸希原谅
,

并赐指教
· ”《地理教学 》的复刊

,

对推动陕西乃

草酉北地区的地学研究和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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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刊的《地理教学 》带着鲜明的进步色彩
,

这从一些主要载文中就能得到证实
。

如黄国璋

教授的《为什么地理是革
一

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 》
、

《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 》
、

湛亚

达教授的《对 日抗战与中国地理 》
、

金瑞萃先生翻译的《地 中海问题 》等文都是如此
,

现将其归

纳起来
,

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理学与爱国问题
。

在强邻入境
、

版图破碎的抗 日战争时期
,

如何使人们对我国的地理

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

以激发其爱国信念
,

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维护国土完整
、

救亡图存的

抗 日斗争中去
,

这在当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鉴此
,

黄国璋教授撰写了《为什么

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 目 》一文
。

他首先把地理教育与爱国问题联系起来
,

阐明 了掌

握地理学知识是建立和形成爱国观的重要前提
,

他说作为一个
“

良好公民的基本条件
,

既是

爱国家爱民族
,

但是
,

想引起他敬爱国家民族的观念
,

首先要使他们知遣自已国家的可爱
,

要

达到这个
‘

目的
,

实施和加强地理教育
,

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

地理学能使学生了解本国 自然

环境的优越性
,

尤其是天然富源的丰厚
,

及其开发启用的可能性
。

明嗦这些优越性
,

自能启发

国 人的 自尊 自强心
,

以增 加其爱国心理
。 ”

然后
,

他从人 们的传统观念 出发
,

分析了家 乡观念

的根源及其诸种表现
,

同时采取循循善诱
、

因势利 导的方式
,

将家与国的含义巧妙地联 系起

来启发人们
一

,

并针对当时存在于部分人头脑中的国墩观念淡淇
, ,

抗故态度悄极的错误思想也

给子了中肯的批评
。

他说
“
东北四 省丢了

,

内地的居 民
,

不感觉是怎么的重要
,

甚而交通 闭塞

区域的老百姓根木就不知道这 回 事
” 。

只所以 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是
“

因为他对于整个国家

不认识
,

不知道他是可敬可爱
”的缘故

。

这里就非常现实的存在着一个全面普及地理教育
,

大

力发展地理科学的问题
。

因为要使每一位社会公 民树立起爱国观念
,

必须先弓导他们认为国家的状况如同自己

的家乡一样 、 ,要达到这个目的 读施和加强地理教育
,

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 ”
这就是说只有

具备一定的地理学知识
,

才能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地理状况
,

进而萌发和形成爱国的观念
,

并

积极 自觉地投身到维护国土完整和救亡图存的抗 日斗争中去
。

反之亦然
,

这就是很简单的道

理
,

但在当时国民文化素质和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战争时期
,

要让人们普遍接受却并非易

事
,

就是说仅靠枯操单一的八股式说教根本不行
,

还必须从我国实情出发 、作出真体明确
·

的

阐释
。

于是作者依次从我国地理位置
、

面积
、

地形
、

气候
、

土壤
、

银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诸方面

具体论述了我国自然环境的优越和物产资源的富绕二
‘

整篇丈章激情饱满
,

文字张扬
,

集知识

性
、

趣味性于一体
,

使人易于接受
,

更能得到启发
,

正如作者在最后的小结中说道
“

我 们知

道
,

我国位置的优 良
,

幅员的广阔
,

各种地形的应有尽有
,

各种气候的应有尽有
,

各种衣料食

料的应有尽有
,

如此种种
,

都在表现着我大中华之可爱可敬
,

表现着不容任何人来侵占我们

的尺疆寸土
,

担任地理教育的人
,

如果能从这些地方去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国的环境和在世界

上所处的地位
,

自然能增 加青年对于本国的认识
,

因而启发其爱国心
,

养成其国家民族观

念
。 ”由此看来

,

地理科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爱国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地理学与抗 日间题 在对日抗战问题上
,

我国占据着天时
、

地利
、

人和
,

这是取得战争

胜利的基本保证
。

其中的地利
,

即地理优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

如何使我国的地理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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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成地理优势
,

在抗 日战争中得到发挥 湛至达教授的《对 日抗战与中国地理 》一文对此作

了详细的阐述
。

他首先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差异性
、

违反性以及 日本人对中国地理知

识的贫乏和缺陷
,

盲目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果
,

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

他说
,

海岛与大陆的违

异是造成中日地理上的差异及一切矛盾性与违反性的根本因素
。

而 日本侵略者不顾这种地

理上的违反性
,

忘却了自身的先天不足和贫痔性与中国空间人力的伟大性
,

不懂得征服中国

不可能的道理
。

孤注一掷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
,

其结局必然是灭亡
。

随后他列举了波斯远征

希腊
、

亚历山大东征
、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

汉尼堡出征意大利以及欧战时威廉二世进攻英法

等均难逃覆灭命运为典型事例
,

有力地说明“
今 日 日寇的侵华

,

不过同类的厉史重演一次罢

了 助因为中国
“

这广大的空何
,

正是中国最后胜利 的武器
,

可是 日本人自始即忽略 了这点
,

没有考虑到中国地域广大的因素和中国地理上的统一性
,

‘

以致铸成今日的大错
,

这也许是 日

本人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

以致把中国这特殊因素忽视了吧
。 ”随后

,

他对中国地理上的
“
特殊

因素
” ,

即地域的广阔性和人 口 的众多性作了深入分析
,

并具体从我国华北
、

长江中下游
、

山

西
、

四 川
、

秦岭
、

西北等地形地势方面
,

详细论述 了 山地
、

高 原
、

平原
、

盆地以及海岸地区在抗

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最后他指出 “

中国在地理上有着各种不同的地形 这决

不是 日本所能比得上的
,

这是中国文明永续不断的原因
,

也正是这次抗 曰战争最大的地理

保障
,

中国有着许多地理单位
,

这单位决不孤独存在
,

而是与人体的四肢五官一样
,

有一贯联

系的关系
,

不能任人随便割裂分离的
。 ’,

总之
,

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

它对了解

我国地理 的
“

特殊因素
” ,

充分发挥地理优势
,

把握战机
,

夺取胜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同

时
,

还说明
“

地势的险要固然要紧
,

而 民众的结合
,

尤其十分重要
,

我们应把这两种国防力量

配合起来
,

团结起来
,

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 ”

云云
。

·

地理学与国际问题
。

掌握一定的地理知识
,

不仅能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初步的

了解
,

同时还能扩大视野
,

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
,

以便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明辩是

非曲直
,

养成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

另外通过了解和 比较各国因地理背景的差

异而导致对外政策的起伏变化
,

也可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主义扩张翁权的企

图
。

这对正确判断和分析我国政局变化的态势不无参考意义
。

鉴于此
,

黄国璋教授撰写 了

《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
·

》
、

金瑞萃先生编译了《协中侮何题渔等文均属这方面的上

乘之作
。

前文主要从中欧各国所处的地形
、

地貌
、

资源
、

人 口
、

一

民族‘交通
、

城市、工业
、

商业以

及各类矿藏能源的分布状况入手
,

探讨了它们地理背景上的差异
,

并指出这些差异是制约和

影响其对德国法西斯政权采取不同对策 的重要因素
,

也是导致欧洲政局发生一系列煊变的

重要原因之一
。

后文则从地中海的地理背景
,

政治环境出发
,

分别剖析了英
、

意
、

法三国为争

夺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明争暗斗
,

其内容涉及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外交和文化等领域
,

探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贪婪
、

残酷的真实面 目和不择手段
、

甚至牺牲小国利益来达

到控制海上霸权的罪恶 目的
。

可以看 出
,

两篇文章都能 以地理背景立论
,

目的在于强调地理

科学是了解国际局势变化的重要学科
,

只有掌握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世界知识
,

才能谙熟各国

的地理状况及其优劣差异
,

也才能在这个
“

有强权而无公理
,

尔争我夺
,

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的

时代
”

里 明 国际变化的趋向和我国在世界上所处 的地位
,

并迅速地作出反应和对策
,

以便

沉着稳妥地应付复杂的国际事变云云 而所有这一切的实施
,

均须
“

有赖地理教育的推行与

改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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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治进步性外
,

追求学术上的求实性也是《地理教学 》的一大特色 从有关这方面的载

文来看淇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都有普遍的提高
,

并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那种教

条化
、

公式化的僵化研究模式
,

而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和客观实际相结合 , 力求使研究

成果在认识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效力
·

如卢惠如
、

黄绍鸣合写的《南郑商

业地理之研究 》一文就主要从南郑的地理条件入手
,

对其水肺交通
、

商业贸易的途径尽种类
、

各种农作物
、

经济作物及其工商业的分布地区等进右客观分析
,

并对南郑的工商业夜变过

程
、

盛衰特点以及发展前景也作了深入的探讨
,

为该地区进一步开发建设提供了很多重要科
学依据

。

还如郑象铁先生的哎汉中盆地的 自然与人生 》一文
,

也是先从百 林境不手
,

对汉中

盆地的成因
、

地形
、

王壤
、

灌溉
、

交通
、

气候
、

粮食作物及各种经济作物
、

土地利用以及各种资
源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

指出汉中盆地一方面为圣也的精华区域
,

如优越的自然环境
、

适宜的气候
、

发达的农业经济和悠久的土地开发和 灌溉厉更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木足

和弊端
,

如位置偏僻
、

交通闭塞等原也蓄封建保守的观念还很浓厚
,

教育来能普及
,

人们的生
产条件和生活状况还非常落后等

。

因此
,

今后在注意开发水陆交通
、

增辟耕地
,

发展农林及其

他多种经营的同时
,

还需要着力普及教育事业
,

提高人 们的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

为进一步

发展社会生产力
,

改变当地贫困面貌创造条件
。

可以看 出
,

上述文章都能结合当地百然条件

和物质生产状况
,

深入浅出地分析各种资源状况
、、

劳动力素质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利弊特点和

不 呈环节
,

为当地在今后开发建设上指出了一些科学途径和有效方法
。

在治学上
,

上述文章

郁注意纠正过去那种
“

闭门造车 ”

式的研究方法
,

而是走 出书斋
,

通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广泛

的社会调查
,

促使其研究成果在指导物质生产社会应用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

除此之外
,

殷祖英先生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 》和刘慎鄂
、

薛贻源合写的《中国西北之植

物地理 》等文也都是严谨求实
、

学术价值较高的科研论文
。

前文主要根据两种气象记录和作

者实际考察的结果撰写而成
。

加之文中图表齐全
、

数据准确
、

思路清晰
,

对当地的农业生产
、

工商贸易
、

水陆交通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后文则是作者在长期的野外考察和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完成的
。

通过对植物分类比较的潜心研究
,

作者提 出了植物分区的标准
。

即植物
“

受自

然环境之限制
,

其分布并不与政治区域同
。

例如皖南植物之种类分布等情形
,

与江浙相类
,

而

皖北则植物之概况
,

系与华北无异
,

故植物之分 区
,

必须 以 自然 区域为划分之标准始可
。 ”作

者提出的这一分区原则是依据植物助特性
、

种类议吸生长 的 自然属性和分布规律来划分的
,

依此原则
,

作者将我国植物分布划分为八区
,

每扮大区下 又分为若干亚区
,

如西北区分为近

西 北 察绥
、

远西北 新
、

青
、

内西北 陕
、

甘 等亚区
,

每一亚 区下再分为三级 区域进行详细

论述
。

可 以看 出
,

作
一

者的这一植物划分体系在很天程度 仁纠正了过去多以人为因素
,

即以省

级行政 区为单位的划分准则 初步解决了长斯以来植物分区研究中易为人们忽略的一个薄

弱环节
。

最后
,

在地理教学方面有郁士元教授的《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 》
、

姜玉鼎先生的《地理教

学经验谈 》等文
。

两文虽篇幅都不长
,

但也有很多方法 的改进和可取之处
。

如《地理教学经

验谈 》一文所云
“

地理学的研究
,

较前既有长足进步
,

所以地理教学
,

当然也要随之改进
。

方

今地理教学所呆用的方法
,

可说是和往昔坦 然不同
。

往昔的 教法
,

是干枯的
,

是笼统的
。

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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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

山川名字
’ 、 ‘

物产种类
’

依着教本
,

按条逐 目
,

诵读一遍
,

而不加解释
,

就算了事
,

今 日的教

学
,

是要摆脱账簿式的记载
,

而探讨地理事项的因果
,

开发地 人的相互关系
。 ”

随后
,

作者列举

了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 ”

譬如 蒙古居 民
,

何以摆脱不了游牧生活 沿海居 民何以

多从事渔业 南洋经商的华侨
,

何以 多出 自闽粤 东北垦荒的农夫
,

何以多来 自冀各 诸如

此类
,

不一而足
,

推敲各地生活方法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

无不与 自然环境发生相当的关 系
。

这

种 自然环境和大类生活的关系
,

均 须一一确切说明
,

使学生透彻的了解
,

获得极深刻的印

象
。 ”由此可见

,

两篇有关地理教学的文章
,

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传统的地理教学方法实行大

胆的改进与创新
,

是以使学生
“

获得极深刻的印象
”

为目的

纵观《地理教学 》全利载文
,

不难看出
,

抗战界国名维护国土完整和尿族统一是该刊鲜 明

的主题
,

也是全刊的主脉
。

在这个主导思想下
,

理论研究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
,

力求使地理学

在开发当地富源
,

改善人们生活
、

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可以说追求政抬止

的进步性和学术上的求实性是《地理教学 》的主要宗旨
。

《地理教学 》复刊后
,

为广大爱国读者和社会各界所注月
,

它激发 了人们认识祖 国
、

热爱

祖国的热情
,

呼唤民众积极投身到 救亡图存的抗 日斗争中去
。

所有有这些
,

都 扩大了它在当

时社荟上的积极影 。向
,

也提高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特别是当时处

于战乱年代
,

政治局势动荡不定
,

办刊条件难以 保证
,

加之人力
、

物力和经费等诸多困难
, ·

使

《地理教学 》复刊不 欠再度陷入停顿
,

成为我 国西北地区学 术研究 二的一大憾事
。

尽管当时《地理教学 》在酉北地区就发行了仅此一期 确切地说应是五
、

六期合刊
。

但其

意义是深远的
,

它不仅弥为珍贵
,

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在地理学的教学
、

研究方

面的 人才实力和学术水平
,

更觅要的是它以推动陕西
,

乃至西北地区在地学领域里的研究
、

教育以 及文化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振兴作用
。

资任编辑 何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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