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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吴传钧院士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国
土整治、持续发展、区域地理、地理教育等多方面，再加上吴传钧院士为缅怀师友所写的纪念短文，
以及各种媒体对吴传钧院士活动的评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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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传钧，男，1918年4月2日生，别号任之。
生于江苏苏州。
地理学家、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
他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
是我国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
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出经济地理是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的边缘学科，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
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的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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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展户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作者注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合并
组成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后，关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系统
三大系统，但同时加强对地理学的综合训练，因而刘纪远所长提出要求各博士生导师都能对地理学的
综合发展发表一些看法，帮助博士生扩展视野。
1995年11月10日我应地理所研究生部的安排，首先对全体博士生作了如下的报告。
　　当今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不久即将来临的21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从无休止的战乱转向和平发展的世
纪。
我们的国家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呢？
地理学到21世纪将有些什么大发展？
我们这样的地理研究机构又将如何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这些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首先在认识上要清除一些心理障碍。
有哪些障碍呢？
第一是对地理学本身由于认识模糊而信心不足；第二是由于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环境的变化而
产生的一些不安情绪。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地理学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技术科学进入了
一个大交叉、大渗透的新的发展阶段，地理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地理学内部又出现了专业大分化。
多数地理工作者只关心自己的小专业，而对整个地理学往往缺乏全面的认识，再加上世界各国的地理
学各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这是地理学本身客观存在的地域差异性，我们每个人因掌握的外国语种不
同，往往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余。
因此种种原因，大家对地理学的认识就不免存在着差异，这是很自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事实上世界
各国并不存在同一的地理学（There is no one geography．）。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停办了少数一些大学地理系，引发了所谓“地理学危机”的议论（包括美
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即因内部不团结而停办了．一个时期，后来已恢复），在我们
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国外起哄而唱这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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