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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学报 》传播的西北人文地理研究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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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西北学报 》这一西北大学早期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刊载的主要文

章和编辑出版模式进行探讨。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西北学报 》刊登了一些有

关研究开发西北的文章 ,内容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国防等。结论 　《西北学报 》作为抗

日战争时期西北大学创办的一份学术刊物 ,以开发西北为其主要办刊宗旨 ,提出开发西北的重要

性 ,并探讨了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及文化特质 ,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性建议。这些对于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自然风貌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拓展了研究西北

人文地理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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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学报 》系西北大学早期创办的综合性学

术刊物 ,由西北学会主办。该会“总会暂设西北大

学内 ,分会分设西北各重要学术地区 ”,“联合西北

各院校 ”[ 1 ]而成 ,编辑部设于西北大学法商学院 ,其

主要领导成员和会员亦为西北大学教师。创刊于

1941年 9月 1日。它作为继《学丛 》(1913—1914)、

《西安临大校刊 》( 1937—1938)、《西北联大校刊 》

(1938—1939)和《西大学报 》(1939—?)之后西北大

学依托设在校内的西北学会创办的学术期刊 ,刊登

了一些有关研究开发西北的文章 ,内容涉及自然地

理、人文地理、经济、国防等 ,拓展了当时研究西北人

文地理的新领域。

1　明确提出研究西北是《西北学报 》
的办刊宗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沦陷 ,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步步紧逼 ,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受到日本侵

略者的直接威胁 ,国人“开发西北 ”的呼声日益强

烈 [ 2 ]。《西北学报 》即明确提出以研究西北为其办

刊宗旨。在《西北学报 》的发刊词中指出 :“本刊今

后将汇集专家意见以全力促进西北建设 ,凡关于农

牧之改良 ,林矿之开发 ,荒地之垦殖 ,交通之发展 ,乃

至于工业水利之振兴 ,贸易及合作事业之推广 ,皆为

研究探讨之范围 ,尤注意于社会动态之调查与统计 ,

并提供具体改革建设方案 ,以为政府及社会人士之

参考资料 ”[ 3 ]。在其创刊号末尾的《征稿简章 》中指

出 ,“本刊为学术研究性质 ,征文范围无严格限制 ,

⋯⋯其关于西北方面之论著尤表欢迎 ”[ 3 ]。在题为

《建设大西北首在研究西北 》的文章中又提到 :“西

北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也太庞大了。这需要动员

广大的人力与物力。对于这些艰苦重大的工作 ,我

们应该积极地从研究西北入手 ,如谈到西北的国防

和交通 ,我们便需要研究西北的物产、山川地理形

势 ;谈到开发西北 ,我们便需要研究西北矿产的蕴

藏、森林的散布 ,以及土壤的组成 ,再对于西北的气

象 ,西北的农作物的特质统统作深刻的研究 ,方可着

手开发西北的产业 ;如谈到提倡与改良西北的牧畜 ,

则需对西北畜种、畜疫以及草种土质作一番研究 ;如

谈到改良西北的社会 ,则非研究西北的农村及市镇

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情形不可。此外 ,关于西北政治

教育的改进 ,需研究西北的宗教问题及了解西北文

化进步的情形 ”[ 4 ]。该文还着重指出“研究西北是

我们建设西北的里程碑。它虽则不是我们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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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对于这里程碑有正确的估计 ,这样即可

保证我们目标的正确完成 ”。在其创刊号 ,还发表

有《从地理上认识西北 》、《建设西北应理解之两问

题 》、《建设大西北首在研究西北 》等有针对性的研

究西北地理、文化等问题的论文。

2　提出开发西北的内涵及重要性

关于西北地区的重要性 ,《西北学报 》刊发了数

篇文章进行讨论 ,特别是在《西北学报 》的发刊词中

即明确提出 :“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而延扩于全境 ,

中华文化 ,发轫于西北而移向于东南 ”; “西北地形

有高屋建瓴之势 ,历代政变或革命 ,多由于控制西北

而成功。西北面积 ,就陕甘宁青新五省言 ,广袤三百

二十余万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 ”。“西北幅

员广阔 ,储藏丰富 ,凡高瞻远瞩之士 ,率皆知其于国

防上经济上之重要 ,故自清末以至抗战前 ,开发西北

之呼声 ,建设西北之计划 ,不一而足 ,然均以事实困

难 ,未得实现。⋯⋯而大西北在长期抗战之现状下 ,

因国际关系、军事情形、民族问题、党派意见之复杂 ,

其开发建设之推进 ,较西南困难为多 ;然其对国家民

族之存亡兴衰 ,则较西南尤为重要 ”[ 5 ]。

3　阐发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秉性

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差 ,干旱少雨 ,自然灾害频繁

发生 ,大片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 ,这些因素制约着西

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北先天的自然地理性

产生了后天的人文地理性。《西北学报 》刊发的《从

地理上认识西北 》一文指出 ,“吾人如承认人类社会

与地理环境相应的原则 ,所以在检讨一个地方或一

个区域中各种人文问题以前先须认识其地理性 ;所

谓地理性者 ,即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生活所施之性能

也 ”[ 5 ]。该文还对西北的畴范、西北的地理性等分

别加以论述 ,而西北的地理性 ,又分为西北自然地理

的秉性及人文地理的秉性。其中 ,对西北自然地理

的秉性从位置、地形、气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首

先 ,“位置为一个地方地理秉性的基本出发点 ,换言

之 ,位置可以决定地理的一切。我国西北是据着一

种内陆的位置 ,这种位置的意义 ,是说它距离海洋较

远 ,不易感受海洋的影响。轻易不易达于内地 ,这使

内地成为一种干燥区域 ,气候干燥就规定了一个地

方的地理性。另外一方面是因自然性质而发生间接

的影响。比如大陆与海洋自然性质迥异 ,近代海洋

成为交通的媒介 ,于是海上的人文活动 ,其影响先及

于沿海 ,而远在内陆的地方 ,所蒙影响就极微 ,故仍

保持其闭塞状况 ”。其次 ,地形亦为构成一个区域

地理性的重要条件。“西北地形总可称之为‘内陆

高原盆地地形 ’。⋯⋯此种盆地一因距海较远 ,二因

山脉之关闭 ,甚难感受海洋风化 ,遂使西北成为闭塞

干燥沙漠草原区 ,此种地理性 ,乃由位置与地形共同

所育成 ”[ 5 ]。再次 ,提出了西北地区的气候决定了

该区域的生产。“气候为决定一个区域地理性的第

三个条件 ”,西北气候为一种大陆性的干燥气候 ,

“在绝对干燥区 ,除小部分水草田外 ,完全不能耕

种 ;至于相对干燥区 ,除牧畜外 ,尚可兼施干燥农业 ,

这即因为气候决定了地理性 ,而地理性决定了生

产 ”。文章还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属性作了总结

性描述 ,即认为“西北的位置属内陆位置 ,地形属高

原盆地地形 ,气候属干燥气候 ,此三种因素就决定了

西北的地理性为一内陆高原沙漠草原区域 ,这种地

理性更决定了西北的生物 ,西北的产业 ,西北的经济

生活 ,西北的社会方式以及西北的一切一切。所以 ,

我们在检讨西北问题以前 ,对于基本的地理秉性不

能不有一种深刻的了解 ”[ 5 ]。

4　提出通过倡导中心教育促进西北的
文化发展

　　从《西北学报 》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的知识

分子对于促进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满腔热情。

在《建设大西北首在研究西北 》一文中写道 :“西北 ,

这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许多的中国文化都是从这

个摇篮里发轫或滋荣起来的。但是 ,随着新文化区

域的拓展及政治中心的转移 ,这个曾经孕育过摧残

文物的摇篮便渐渐地被人忘弃了”[ 4 ]。

“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的不仅在于要

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与向来所谓‘东南文化 ’并驾

齐驱 ,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而成为全中国

文化之重心 ”。关于促进西北文化建设的途径 ,在

《西北学报 》创刊号刊发的《建设西北应理解之两问

题 》中 ,提出通过建立中心教育 ,以“国家第一 ”、“民

族第一 ”为前提 ,解决种族与思想的隔阂 ,促进“民

族文化的融化 ,种族宗教之烘冶 ”。指出“人类的文

化 ,是精神与物质融冶的结果 ,人类文化的进步 ,是

精神与物质二因素互相激荡的成绩 ,如果只有一因

素的激烈活动 ,他一因素迟滞不动 ,则正如跛子一

样 ,是不会健全的 ”[ 6 ]。对于一个国家 ,乃至一个地

区的发展而言也是如此。于是 ,提出不仅要“努力

经济建设以发挥西北的物力 ”,还要“以中心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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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力肆提倡 ,以纠结国民的智力 ”[ 6 ]。

5　指出西北经济建设过程中计划与管
理的必要性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保证抗战时期的军需民

用 ,对西北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十分重

视 ,并采取了扩大农贷、优先发展交通等重要措施。

《西北学报 》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北经济建设过

程中计划与管理的必要性。“没有计划的努力 ,只

能等于零 ,深切等于徒自消耗国力 ,不特无益国计民

生 ,抑且妨害我国经济之发展 ”。并历数德国和苏

联通过数个四年或五年计划的实施 ,“从极艰苦的

环境中打出来 ”,认为“德苏建设的方案是如此 ,建

设新中国也应如此 ,建设大西北也应如此 ! ”对于当

时企业乃至产业的落后 ,指出其原因不仅在于资金

不足、技术滞后 ,认为“我国各种企业之未能发达 ,

仍有重大原因在 ,这原因便是管理问题之忽略 ”。

“因管理不良 ,以至商品的腐蚀 ,销路的滞涩 ,物品

的破坏 ,统统发生 ,这是我国一般企业失败的共有现

象”。所以 ,加强对企业、产业的管理 ,“这是我们建

设西北应该引以为警惕的又一点 ”[ 6 ]。

6　结　语

总之 ,《西北学报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大学

创办的一份学术刊物 ,以开发西北为其主要办刊宗

旨 ,提出开发西北的重要性 ,探讨了西北独特的自然

地理属性及文化特质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倡导中心

教育、提高经济建设的计划性和管理水平等对策性

建议。这些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自然风貌和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 ,亦对于

我们当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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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 conduct a research on the purpos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Journal of NW , and its p rincipal arti2
cles and the mode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M ethods　Emp loying documental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Jounal has carried various articles concerning na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economy and national

defence and so on. Conclusion　A s an academ ic journal founded by NWU in the Anti2Japanese W ar Period, the

journal focuses on the China′s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and comes up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It

also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c human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this area and p roposes some relating suggestions.

These p rovided abundant historic reference for the natural app rearance and social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western part of China in the Anti2Japanese W ar Period and expanded the new scope of the resear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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