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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9月20日，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现代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名
誉所长周立三院士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
为了亲切纪念和缅怀周老的丰功伟绩与崇高品质，我所决定编辑出版《一代地理学的宗师科学工作者
的楷模——纪念周立三院士诞辰一百周年》文集。
这是我所七十周年所庆出版系列著作中的重要一部。
学习和发扬周立三院士的崇高思想与优秀品德，从我做起，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勇于攀登，为建设
和谐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为发展我国区域地理学与湖泊科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就是编辑出版本文集的初衷。
文集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周老百年华诞纪念文选，选登纪念文章及文件48篇，主要选自：一是1999年周老去世一周年时
我所编辑的《周立三院士纪念文集》有关文章；二是2006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在北京召开的
“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交流的有关文章或讲演稿，其中大部分已在《科学新闻》或中国科学院
网站上发表；三是组织部分周老的学生或一起工作过的同仁撰写的纪念文章。
对前两部分多数文稿，我们重新打印后通过邮寄或网络或直接给作者校核和确认，大部分作者都做了
认真的核对、修改和补充，有的作者来函确认；在新组织的稿件中，一些作者当接到约稿通知后很快
就写成文稿交给我们，均表现出对周老的一片真情与崇敬之意。
本篇因文章较多，为了更好反映周老的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优秀品质，按文章的题意和
内容，分为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学术思想与科研实践、思想品德与为人、亲友的思念与缅
怀、崇高精神永放光华5章。
在周老去世十余年问，有些作者已不在人世，有些作者的职务或职称或工作单位已经发生变化，因此
在文章作者署名时，除为了方便说明背景，在文后用括号注明职务或单位外，一概不署工作单位和职
务或职称。
对那些已经过世的作者文章的写作时间，仍用原稿标明的时间；还有些纪念文章尊重作者意见仍保
留1999年《周立三院土纪念文集》所注明的年月日期。
下篇为周老的论著、手迹和照片精选，包括3章：第六章论著选录，选登了周老有关新疆综合考察（
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三次综合考察的代表作4篇）、农业地理与农业区划
研究（包括农业地理学理论、不同农业区域划分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农业区划研究进展等6篇）和国
情分析研究（包括中国农村国情简要分析、中国国情简要分析以及太湖地区面临人口土地粮食三大挑
战等4篇）三方面的代表作共14篇；第七章手迹影印，分为论著手稿（以农业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发展方
向的探讨、《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章和有关国情分析的部分手稿为代表）、读书笔记、
生平自述和信函等部分；第八章照片选登，包括论著封面、获奖证书、生平经历、工作生活、社会活
动及家庭等有关照片70余张，比较全面反映了周老工作与生活情况。
由于受文集篇幅限制，只能选有代表性的手迹扫描，尤其有些信函手迹无法全扫描采用；有些照片因
不是用原照片扫描而是从书本上复制的，相片质量不太好；影印的部分手迹也有些模糊；均请读者和
有关提供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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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立三院士为我国著名的现代地理学家，是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农业区划及国情分析研究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之一。
为亲切纪念和缅怀周立三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质，特编辑出版本纪念文集。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周立三百年诞辰的有关文章，包括反映他的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学术贡
献和优秀品质等纪念文章、相关文件、媒体报道等48篇；下篇为周立三的论著、手迹及照片精选，选
录了主要领域的代表作14篇及部分相关论著手稿、读书笔记、自传、信函手迹和工作、生活照片。
文集内容丰富，亲切生动，编排新颖，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可读性。
    本书可供从事地理、资源调查、区域开发、农业发展和国情国力等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有关管理部
门和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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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综述    上篇  周老百年华诞纪念文选    第一章  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中国需要更多周
立三式的科学家超地理学的帅才，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中国地理界的光辉楷模长者风范，学界楷模——
缅怀周立三先生周立三院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重建地理所工作中的重大贡献他留下的“财富”影响深
远——继承周立三的学术思想和优良学风缅怀周立三先生，发展地理学事业中国地理学的大师——忆
周立三院士的成就与为人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深切怀念周立三先生中国近代地理研究机构的重要
开拓者周立三先生    第二章  学术思想与科研实践周立三先生的高尚精神和风范——周老对新疆综合考
察与农业区划的贡献怀念周老——回忆周立三院士对我的言传身教周立三先生对中国农业区划的重要
贡献缅怀我国农业区划开拓者周立三院士深切思念，难忘教诲——回忆周老对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农业地图集》的贡献周立三同志对中国林业的重要贡献——纪念周立三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周立三
，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周立三院士在中国国情研究上的学术思想国情分析研究的基本意义与特点—
—纪念周立三先生百年诞辰周立三院士与国情分析研究周立三的学术思想、形成及其影响周立三先生
对我的教导怀念周老——忆周立三先生二三事永远怀念我最尊敬的周立三先生    第三章  思想品德与为
人学界楷模长者风范——在“地学部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缅怀周所长，迎接新世纪面向
问题，开拓创新——缅怀周立三院士投身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一件事——怀念周立三先生难忘的周老
，难忘的情怀——纪念周立三院士诞辰一百周年创新思维，提携晚辈地理学发展的领头雁——怀念周
立三同志他心中想的只是国家建设——怀念周立三先生与恩师在一起的日子里——回忆周老的治学与
为人周老，人生的楷模从小事看周先生的高尚情操——纪念周立三院士一百周年诞辰追念恩师三五事
缅怀恩师，开拓前进忆恩师周立三院士    第四章  亲友的思念与缅怀未了的夙愿忆父亲——事业、读书
、大度与无私简朴、严谨、孜孜不倦——忆我的慈父周立三相处贵知心——海峡对岸好友给周立三家
属的一封信（摘录）怀念我同班的挚友周立三院士十六封信真情在谆谆教导伴我行——在与周老交往
的日子里    第五章  崇高精神永放光华（1998）宁地湖党字第04号关于向周立三同志学习的决定地学帅
才学界楷模——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周立三院士‘建设节约型社会’学术思想座谈会”
纪要学习“周立三院士学术思想和崇高品德，为构建和谐研究所”做贡献    下篇  周老的论著、手迹和
照片精选    第六章  论著选录第一部分  新疆综合考察新疆经济建设之刍议新疆综合考察新疆玛纳斯河
流域农业生产与棉花专业化问题《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序言第二部分  农业地理与农业区
划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与农业系统农业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探讨试论农业区域的形成演变、
内部结构及其区划体系农业区划问题的探讨论省级农业区划的几个问题我国农业区划研究的回顾与进
展第三部分  国情分析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从国情分析看农村发展战略中国国情的
简要分析太湖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人口、土地和粮食三大问题的挑战及其对策认清国情、寻找对策、走
出困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第七章  手迹影印第一部分  论著手稿第二部分  笔记卡片第三部
分  自述与提案第四部分  信函    第八章  照片选登第一部分  研究成果第二部分  生平经历第三部分  工作
生活第四部分  家庭生活附录1  周立三院士年谱简表附录2  周立三院士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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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20世纪50年代，刚出校门的我即参加新疆综合考察，对野外考察的工作方法很不适应。
几乎每天不是在汽车上颠簸，就是从早到晚在马背上活动。
到达计划停留地点，就要进行调查访问或收集与阅读有关资料，每经三、五天或十天半月，就要做一
次小结或阶段总结，并要写出考察小结或阶段考察报告，使我感到极大的困难与压力。
周老当时正值中年，既是队长，同时又进行着新疆经济地理的考察研究，与我们畜牧组经常同在一个
大组中，同乘一辆大卡车，共同行动与调查访问。
在这过程中他经常指导我们如何进行野外工作，告诉我们要随时注意观察记录在行进过程中所见到的
一切变化，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植被、农田、牧场、作物、畜群、城镇与居民等。
总之，对周围的一切事物与变化都要有浓厚的兴趣。
在小结与总结时，他告诉我们要区分考察地区内畜牧业生产存在的地区差别，分析形成此种差异的原
因，并做出评价，再根据自然条件的可能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及经济上的合理性，提出关于考察地区
畜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途径与措施的建议。
经过1957年与1958年两年的南北疆野外考察工作与室内总结，基本上摸索到了进行畜牧业宏观考察研
究的一些方法，结合野外工作的需要，有目的地补充了相应学科的有关知识。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四年的野外工作结束后，进人了全疆大总结的阶段。
他又及时地指导我们要抓住影响新疆畜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建议。
要利用全队各专业组集中在乌鲁木齐的机会，进行专业之间的交流，吸取对发展畜牧业有益的观点与
建议。
我们根据他的指导，在一个多月的集中总结期间，写出了3400字的“饲料问题”的建议，纳入向自治
区汇报用的总报告中。
建议内容已从传统畜牧技术干部研究畜牧业饲料问题的范畴，扩大到了包括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草
地植被资源、水资源，尤其是缺水草地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因地制宜的农牧用地与农牧结合等方面来
解决新疆的饲料问题，其中很多内容与知识都是在大学课堂上从未学过的。
该项建议在汇报中曾得到当时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的好评。
随后，进人专业学科的大总结阶段，周老又及时地告诉我们，要写出一本较全面系统的专著，就要系
统地整理和消化历年所得的调查、访问和观察记载的所有原始资料，以及已发表的有关文章；要写出
编写大纲，再写出详细提纲，列出主要的论点论据。
如能做到这一步，等于完成了全部专著编写一半的工作。
然后分工分头执笔，先要写出样板章节，以减少因多人分头执笔可能带来的返工。
为了系统地阅读有关新疆历史发展的资料，尤其是新疆众多少数民族的资料，他还特地安排我到南京
地理所停留了三个月，系统地阅读了收藏于该所的上述文献资料。
在写作《新疆畜牧业》一书的过程中，他还谆谆教导我们，要区分出畜牧业在地域分布上的共同性与
特殊性，在写作时，要先阐述地域分布的共性，再列举出个性部分，才能层次清晰、条理分明。
根据他的指导，我们几个年轻人，用了前后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近40万字的《新疆畜牧业》一书
。
同时掌握了处理大量原始材料，组织多人共同写作大部头著作，既保证质量，又不至于大返工的学术
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我使用至今，甚至在指导我的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时，也遵循着这样的方
式方法，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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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地理学的宗师·科学工作者的楷模:纪念周立三院士诞辰一百周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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