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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璇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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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缅怀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 貌 学 家 和 教 育 家 曾 昭 璇 先 生 的 纪 念 论 文!阐 述 了 他

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曾昭 璇 教 授 学 识 渊 博!在 自 然 地 理’地 貌’历 史 地 理’人 类 地 理’方

志学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 卓 有 建 树&他 先 后 开 创 (岩 石 地 貌 学)’(历 史

地貌学)!(人类地理学)三个新领域!填补了学科的空白&曾昭璇先生始终坚持 (实践第一)

的思想!提倡 (地理科学乃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为国家经济建设服

务&曾昭璇先生除科研外!一生以教书 为 业!致 力 于 地 理 人 材 的 培 养&他 非 常 重 视 教 材 的 建

设!认为教材决定着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提出高等师范的地貌学教材要在 (浅’广’

新)三方面下功夫&这不仅是编写地貌学教材的要求!更是一种独特的高校地貌教学理念&

关 键 词"曾昭璇#地理学#经世致用#(浅’广’新)

文章编号"%###7#;<;$!##$%#"7%#"87#<

!!曾昭璇 $%8!%!!##$%先生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貌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地理科学

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第四纪研究功勋科学家!从事地理教学与科学研究整"#载&他一生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从来不屑角逐名利’攀比地位!兢兢业业’潜心于学术研究!数十

年如一日!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培养青年学子!桃李满园&

!!曾先生毕生倡导和崇尚 (南学)!重视田野工作’博览群书和努力创新&他学识渊博!
涉猎面甚广!在自然地理’地貌’历史地理’人类地理’方志学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等诸

多学科领域!都卓有建树&他在学术上开辟了一个个新领域!创立了众多新理论’新观点

和新术语&在!#世纪"#年代初!他出版了 *岩石地形学+ $地质出版社!%8"#%一书!
创建了地貌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岩石地貌学)&<#年代中期和8#年代末!又出版了 *历

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8<;%和 *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888%!创建

了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 (历史 地 貌 学)以 及 地 理 学 与 人 类 学 的 交 叉 学 科 (人 类 地 理

学)&他先后开创的这三个新领域!填补了学科的空白!是对我国地理科学理论研究的重

要贡献,%-&

%!曾昭璇的综合地理学思想

!"!!关于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的研究

!!曾昭璇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综合自然地理的学者之一!他在%8"#年编著的 *综合自

然地理学+ $上册%一书中!提出了该学科的研究内容是 (六目一纲)&六目是地形’气

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一 纲 为 自 然 区 划&指 出 地 理 环 境 的 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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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区性’地带性’节奏性’能量循环和景观发展是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主要规律&从系

统上!提出先从自然要素分析入手!进而论及要素间相互关系与地区组合!以确定自然区

划及其特征!并从历史自然地理角度讨论其区域特征的形成过程#还提出要把人文因素注

入其中!使地理学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所著 *海南岛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

社!%8<8%和 *台湾自然地理+ $广 东 省 地 图 出 版 社!%88:%就 是 表 达 其 (六 目 一 纲)’
(六条规律)和 (先分析’后综合’贯历史)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曾先生对综合自然地

理体系’规律性和研究方法都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无愧为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奠基

人之一&

!"#!关于热带界线问题的研究

!!曾先生在自然区划方面的研究成就也十分突出!他的重要学术思想和贡献是系统地提

出确定热带界线的理论原则"

!! $%%热带是一个自然综合体!热带是由 (具体的人工植被以及整个环境结构的特性

来决定)!并将我国热带地方划分为%%个景观类型&

!! $!%划带要应用 (综合原则)!先考虑全区域情况!然后确定地带性或地区性的划分

次序#后又提出 (生产实践原则)和景观原则 $景观理解为 (地方特性!而不是 区 划 单

位)%!这实际上是从下而上的 (合并法)与从上到下的 (顺序划分法)的结合&

!! $:%在热带划分依 据 问 题 上!提 出 广 西 左’右 江 流 域 划 分 热 带 的 标 准 是"年 均 温

!#=!!!=!积温$;##=以上!最冷月平均温%!=!%:=!在大寒潮时可以有#=左右

温度!但不能超过:天#上述指标是由对菠萝’木瓜’香蕉’橡胶’咖啡’芒果’扁桃’
木菠萝’荔枝等的危害性而决定的&

!! $9%在划分热带的植物标志问题上!认为不 应 把 橡 胶’可 可’胡 椒’椰 子’油 棕’
腰果等当作热带作物!应称之为 (赤道作物)!而将木瓜’香蕉’荔枝’龙眼等称为 (热

带作物)#从而提出不能将 (赤道作物)作为鉴定热带的主要标志!须用 (热带作物)为

主要依据&

!!依据以上原则!他提出了热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即中国热带的北部界线应在北回归

线附近!具体方案是西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河谷盆地的潞西 $芒市%’临沧’个旧’文山!
至广西百色!循右江北岸至南宁以北!经梧州以南!沿西江至广州!向东经福建漳州’莆

田一带!至平潭岛北部越过台湾海峡!讫于台湾北部岛屿!并把热带地区分为过渡性热带

$准热带%’热带和赤道热道 $赤道带%三部分,9!;-&这一界线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美锷

所采纳!编入其所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8<;%和主编的 *中国自然

区域及开发整治+$科学出版社!%88!%两书中&这一新观点的提出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为我国发展橡胶等热作物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生产实践意义&

!!曾昭璇对地貌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曾昭璇先生不仅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与自然区划方面的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在地貌学方

面更是卓有建树&他有句名言"(综合自然地理学家必须同时是部门自然地理学家&),"-他

常告戒年轻人!(地理学家要多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区域的实地考察!才能搞好综合研究

的高层次理论问题探索&这也是许多有成就的老一辈地理学家的成材之路),"-&他自身笃

信不渝!身体力行&一生除重视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外!更专注于地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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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貌学研究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工作中!他十分重视岩石要素对地貌的作用!认为岩石是组成地表

的基本物质!不同的岩石会产生不同的地貌!提出 (地貌是岩性’动力相互作用的发育阶

段表现)#指出美国台维斯 $>4?4?@6AB%所提的 (地貌是构造’营力和时间的函数)!以

及一些苏联学者提出的 (地貌是构造’营力和时间的函数)!(地貌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函

数)!(地貌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等都忽略了岩性这个重要因素!不够全面&这一观

点反映在其所著的 *地形学原理+ $华南师范大学 出 版 社!%8<!年%’ *论 石 灰 岩 地 形+
$新知识出版社!%8;$%和 *岩石地形学+ $地质出版社!%8"#年%等著作中&在这些著

作中他不但详细地论述了花岗岩’玄武岩’石灰岩’黄土’红土’页岩’砂岩’石英岩和

片岩等不同岩性的岩石地貌特征!还创立了 (热带花岗岩 $石蛋地形%发育模式)’(丹霞

地貌发育模式)和 (峰林石山地形发育论)等理论!在我国地学史上第一次把石山分为峰

丛石山和峰林石山两大类&创造了 (石蛋)’(崩岗)’(峰丛)’(穿洞)’(脚洞)等新的学

术名词&

#"#!流水地貌的研究

!!在流水地貌的研究上!曾昭璇对!#世纪著名的传统学说!如台维斯的侵蚀循环学说!
小彭克的地形分析和坡面发育学说!马尔科夫的水准面学说!金氏和维尔斯基的地形发育

学说等作了比较之后!提出了他的 (流水地貌发育阶段论)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 (流水

地貌)是由散流’暴流和河流三种流水同时综合作用的结果!认为每种流水作用区的特点

是不同的!散流作用主要在分水岭区!暴流作用主要在坡面区!河流作用主要在谷底区&
流水地貌的发育就是这样分区而又全面协作地进行!一个区域的地形特点就是按这三个流

水区的发育先后和组合方式而不同&他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完满地解决以往地貌学上所争论

的一些问题&例如准平原地形就是这三种流水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像台维斯所说的单纯

是 (河蚀循环)所成&又如丘陵的破碎和掠水地形的发生都应当与暴流沟谷的发育有关&
这就补充了维尔斯基的分水岭稳定说和台维斯的掠水地形理论的不足&

!!曾氏理论对地文期的划分也相应作出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不同的地面 $和缓地面’坡

地’谷地%由于流水作用方式不同!其生成时代也各异!例如不能说和缓地面一定老于谷

底!亦即谷底也可能老于和缓地面&因此!也就不像台维斯所说的那样"即少年期地形是

高山深谷’壮年期地形是开朗的和老年期地形是低平的笼统提法&可见曾氏理论的出现无

疑将流水地貌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对散流及暴流地貌的发育及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

曾经作过大量研究!并且在理论上提出暴流地貌发育模式的新见解!认为暴流各段水文状

况不同!就会相应产生三类地貌"即集水盆区的沟谷地形’排水区的沟谷地形和堆积区的

扇形地地形,$-&

#"$!三角洲的研究

!!曾先生在河流三角洲的研究方面!对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都有专论!尤其

对珠江三角洲的论述更加全面&早在%89$年!他就与吴尚时教授合著了 *珠 江 三 角 洲+
一文!肯定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而否定它是河流堆积平原!并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北界是在

三水.广州.石龙一线&%8;$年 以 后!更 全 面 地 将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地 貌 类 型’构 造 地 貌’
发育模式!历史时期河道的演变及三角洲的开发和整治意见等一一作了分析!还 出 版 了

*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专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8<$%&他把珠江三角洲平原

分为三角洲平原’准点平原和海岸平原三部分&其中!(准点平原)概念更是其创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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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 (准点平原)有四个特点"(一是海拔低!高度在海平面附近#二是有潮汐来往冲

刷水道#三是地形平坦!不如河岸平原有一纵斜度#四是平原水面不高#而中’上游河谷

平原与此不同!一是地势高!二是没有潮汐冲刷河道!三是地面斜倾!四是岸高水低!即

沿岸要建高码头上落)&由此明确了 (准点平原)与 (河谷平原)的不同,<-&曾先生认为

广州以下的珠江干流水道两岸的平原属此 (准点平原),8-&此外!还对珠江三角洲的形式

发育提出了 (冲缺三角洲发育模式)&他认为珠江三角洲原为浅水的溺谷湾!由于受构造

控制!溺谷湾内广布多列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地和岛屿!在珠江三角洲建造过程中!溺谷

湾内岛屿与波影区的沉积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是各河口向溺谷湾伸延的沉积过程中!由

于受阻于这一连串的山地和岛屿!成为其运行的 (门槛)&当河流切过这些山地与岛屿的

时候!成为口门或缺口!冲开缺口后各自以 (口门)堆积成一扇状小型三角洲!这就是所

谓 (冲缺三角洲)&由于河流从上游向下游冲开许多缺口!因而形成许多个冲缺 三 角 洲!
它们逐渐相互复合!使珠江三角洲不断向海推进&所以!冲缺三角洲的复合过程!就是珠

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复合冲缺三角洲是珠江三角洲的发育模式,%#!%%-&

#"%!海岸地貌的研究

!!曾昭璇先生对海岸地貌的研究内容较广!成果甚多&珊瑚礁海岸是他的主要研究与贡

献之一&从上世纪"#年代起至<#年代初!他先后到海南岛’广东沿海以至西沙群岛进行

了调查采样!最后写出了 *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一书 $与梁景芬’丘世钧合作!广东人

民出版社!%88$年%!该书详细论述了我国珊瑚礁的探测史’造礁珊瑚的种属’生态’分

区’各类珊瑚礁的地貌特征’分布及其发育&将我国珊瑚礁的分布划分为四大区"即太平

洋沿岸区’大陆沿岸区’南海诸岛区和海南岛区&将珊瑚礁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岸礁’离

岸礁’环礁’环礁链和隆起礁&其中对环礁的研究尤为深入!将它细分为残缺环礁’典型

环礁’沉没环礁’开放环礁’封闭环礁和环礁等六大亚类&并强调从生物路线出发进行珊

瑚礁的研究!从而补充了以往学者侧重地质路线 $地壳运动’沉积物特征’地层结构%研

究的不足&他由生物角度出发提出很多新的看法"如环礁生成的三个阶段 $生物礁形成阶

段’波浪动力作用阶段’生物作用阶段%与生物的关系!沙岛 $珊瑚岛%发育与生物的关

系!隆起礁与原生礁的关系!珊瑚礁沟谷系统与珊瑚生长未愈合的关系!礁平台的生成与

原生礁横向生长的关系 $生长环%!以及南海中珊瑚礁延伸方向与珊瑚生态的关系等!给

珊瑚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开创了生物路线研究珊瑚礁地貌的先河&

!!他是我国研究红树林海岸地貌的先驱!最先提出红树林海岸的发育模式"即白坦.塱

坦.塱林 $红树林%平原.埋藏红树林平原. (反酸田)$经过开发%,%!-!为后人所采用&

!!曾先生对我国华南海岸 (海滩岩)和 (老红砂)作了开创性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先

驱者#还提出了 (华南型海岸)新概念!将华南海岸划分为山地港湾海岸’热带低谷地海

岸和珊瑚礁海岸三种类型&认为华南型山地港湾海岸是受 (多)字型构造支配的沉降山地

海岸!故海湾’岛屿众多&但 与 里 阿 斯 式 $)A@BCDEF%不 同 和 达 尔 马 提 亚 式 $?@3G@CA@
CDEF%海岸不同!即同时具有纵海岸与横海岸的特点&一方面有深入内陆的港湾’溺谷!
另一方面又有伸入海洋的岛屿!这是达尔马提亚式海岸所没有的!是里阿斯式海 岸 的 特

点#但是达尔马提亚式的平行海岸线港水道’半岛和岛屿!这是阿里斯海岸所没有的!而

华南或山地海岸却同时具有&即华南式山地海岸既有阿里斯式特点!也有达尔马提亚式的

特点!对我国沿海航行’渔业都有非常有利的地形条件基础&他认为这种海岸分类方法具

有科学性较强!能作数据处理和应用价值较大等优点&现被我国交通部港口研究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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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丹霞地貌研究!%8:8年陈国达先生首先提出了 (丹霞地形)这一学术名词!

%89;年曾先生和他的导师吴尚时先生在 *地理集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从地貌学角

度研究红层地貌 $即现在的丹霞地貌%的论文,%:!%9-#解放后!%8;9年我国地理学界学习

苏联!把 (地 形 学)改 称 为 (地 貌 学)后!%8$<年 曾 先 生 首 先 使 用 (丹 霞 地 貌)一

词,%;-#并对以丹霞山为代表的主要丹霞地貌发育和地貌特征作了系统总结!使丹霞地貌

这一学术名词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接受,%"-&

#"&!历史地貌学的研究

!!曾先生认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其理论上的价值是能解决

许多地貌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并能加深地貌学研究的深度&他在 *历史地貌浅论+一书

中指出历史地貌学有两个具体任务"一是古代地貌复原!二是地貌年代的确定,%$-&同时!
他还给出研究历史地貌的多种技术方法"文献考据法’文物考古法’古地图对比法’野外

考察法’地理环境分析法’地层学方法以及遥感和测年技术的应用等,%$-&曾先生应用历

史地貌学在广州城区发展’珠江口门整治’中国热带区范围’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上都有

出色研究!创获累累,%9-!开辟了地貌学和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一个新方向&

!!上述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地貌学研究内容!推动了我国地貌学科的发展&

:!曾昭璇对人类地理学的贡献

!!人类地理学在%8世纪由德国人)@CHF3提出!后被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在中国销

声匿迹&文革后!曾先生在中 国 地 理 学 会 第 一 次 人 文 地 理 专 业 会 上!指 出 过 去 对)FCHF3
的批评是片面的!在恢复人文地理学的今天!应该恢复人类地理学这门 学 科&曾 先 生 在

(浅论人类地理学的范围和内容)一文中认为人类地理学要研究的问题有;个方面!首先

是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次是人种在地理环境中的分化!第三是世界上各种族’民族

的迁移与分布!第四是各种生活型受地理影响的程度!第五是人类的活动中心...聚落和

都市,%<-&曾先生在人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甚广!涉及岭南文化起源和发展’中国海洋文

化特色’广州西关大屋演变’都市外来工’黎族铜鼓起源’瑶族立体农业思想’台湾省高

山族同胞问题’海南省人种及民族问题等多个方面,%9-&他的研究及成果填补了人文地理

学以往不谈人类体质与民族学等方面的缺陷!开拓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新领域&

9!坚持 (实践第一)思想!提倡 (经世致用)

!!曾先生不仅善于理论探索!勇于创新!而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为生产建设服务&他

始终坚持 (实践第一)思想!主张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为国家建设服务!提倡 (地理

科学乃经世致用之学)&正如他本人所说"(余之科研工作!首为任务而作)!(写作目的即

求对国家建设有用而已),%8-&例如!%8<!年在 *人民珠江+上发表 *从 磨 刀 门 历 史 地 貌

学研究看口门整治问题+一文,!#!!%-!通过 野 外 实 地 考 察!根 据 珠 江 三 角 洲 历 史 上 长 期 被

围垦!沉积加快!河床日高!地貌形态多样!变化迅速和水文状况复杂等特点!在掌握河

道变迁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珠江三角洲口门 (宜通不宜塞)的整治意见&又如!从文献

考证’地层剖面’遥感判读等研究了黄河下游主河道在各时代变迁规律!复原了古河道分

布!提出 (分导黄河)的治理意见,%$-&这些意见!得到有关生产部门的重视!实践证明!
这些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曾先生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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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高校地貌教学理念

!!曾昭璇先生除科研外!一生以教书为业!以教师乐业自勉!致力于地 理 学 人 才 的 培

养&在教学上!他诲人不倦!对学生谆谆善诱!时常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平易近人!深受

学生尊敬和爱戴&他非常重视教材的建设!认为教材决定着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
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水平’培养高质量学生的重要一环&提出高师的地貌学教材

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上应有所创新!除应具备科学性和系统性外!更突出的是要体现师范特

色的 (浅’广’新)&(浅)是要易懂’易教’易学!要突出基础知识的基本技能!把最基

本的内容写得深入浅出&(广)是教材内容要广泛一些!地貌学的各学科分支的基本知识

都应该阐述#同时!内容要立足国内广及世界!并以阐述基本理论为主!旁及生产实践方

面的应用&(新)是因为教育要面向 (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果不以新知识’新

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去充实教材!就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适应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
所以!要求教材内容新颖!把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编进去&教材只有在 (浅’广’新)
三方面下功夫!才能使学生打好基础!开阔视野!扩展思路!赶上时代!有利于促进教学

水平和培养的人材素质的提高&(浅’广’新)不仅是编写地貌教材的要求!也是课堂讲

授要做到的!所 以!它 更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高 校 地 貌 教 学 理 念,!!-&数 十 年 来!他 身 体 力 行!
实践着自己的教学理念!编写了大量教材及参考书!如 *地貌学基础+’*地貌学+’*海岸

地貌学+’*岩石地形学+等!这些教材和参考书!有的获奖!有的被兄弟院校广泛采用&

!!曾昭璇先生在地理科学研究和教学园地默默耕耘了"#个春秋!教研并进!相得益彰&
他一生对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初步统计!他所出版或发表的著述有"##多篇 $部%&
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他从地文到人文!从岭南到全国!融会贯通!独树一帜&他

以其独辟蹊径和开创性见解而蜚声海内外!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有重大学术

成就的中国当代杰出地理学家&

!!这里要特别提出!曾照璇教授对华南地学研究的贡献!更是其功至伟&他不仅身体力

行!开创性地对我国华南热带珊瑚礁’红树林海岸!以及海滩岩和老红砂等热带’亚热带

地貌与第四纪问题’热带界线等自然地理学与自然区划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先后还受原

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重托!与中山大学地理系曹廷藩先生一起!筹建了广州地理研

究所!物色和推荐不少有才华的地理学家 $如罗开富’楼桐茂等%来所工作!并培养了一

批骨干科研人员!使该所成为华南地理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受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

任刘东生院士的重托!组建了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珊瑚礁分委会和热带’亚热带专 业 委 员

会!并任首届主任委员&团结华南广大地学工作者!深入开展热带’亚热带环境变迁的研

究!推动 了 热 带’亚 热 带 地 貌 与 第 四 纪 学 科 的 发 展&他 不 愧 是 华 南 地 理 学 界 的 一 代

宗师,%9-&

!!我们将继承曾昭璇先生先进的学术思想!发扬其艰苦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严

谨治学’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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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康教授逝世十周年祭奠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为缅怀和发扬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旅游学家’地学哲学家陈传康先生的

贡献和学术思想!促进中国地理学和旅游研究的传承和创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

国地理学会’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联合举行了(陈传康教授逝世十周年

祭奠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于!##$年%#月%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陈传康先生的生前

好友’同事’同学’学生以及家人共$#多人出席!许多本拟出席但临时另有要事的同人专门

书面致意&会议由蔡运龙教授主持!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中山大学地理与规

划学院保继刚教授’中国地质大学王恒礼教授’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杨开忠教授分别代表北

大地理学团体’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并以弟子或朋

友的身份先后致词&吴传钧院士发表了演讲!他在追忆和归纳了陈传康教授的学术生涯和

学术贡献后指出!地理学界现在有必要提倡(陈传康精神)!包括勇于开辟新领域的精神!满

怀激情献身科学的精神!重视实践学以致用的精神&郑度院士专门提交了论文*陈传康先生

对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贡献+!郭来喜’陈安泽’王铮’郭康’王恩涌’徐道一等先后发言!刘学谦

等致书面发言!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从不同侧面追思了陈传康教授的感人事迹’学术成就和杰

出贡献& !赵志强"李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