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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曾被称为是给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带来“转变”的重要著作。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先秦至明
末地理学史的发展脉络。采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著作表现出我国地理学上的新观点、新观察方法和
新整理方法的创立与因袭的过程，以及少数正误观念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并通过对于大量而丰富资
料的考察与分析，以探讨历代的各种地理作品所反映的地理观点与地理方法为主轴，对于地理学史做
了一个全面的概括，呈现了东方地理学发展的过程和特征。作者本人对于古代地理作品的内容不是盲
目的迷信旧说，而是通过自己的大量客观而科学的分析考察得出结论，拨开重重迷雾，让真实愈见清
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带领我们遨游在一个独特的史学世界。本书对于地理学研究者和历史
学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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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成组（1902-1987），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一生中主要的成就在于对地理教育的发展以
及相关的地理学研究，为我国科学地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仅亲自编写教材，还开设了多
门相关的课程，同时还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他为推进我国地
理科学学术组织的建立、发展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套科学的治学思想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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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替人校读过
2、嘿嘿嘿...你們就繼續研究圖象去吧，這股風氣是怎麼開始的呢...可能也跟媒體興旺發達人腦懶散有
關。藝術史在媒介上的吃香，帶動了文學圖像化的研究。感覺已經到盡頭了，只是多挖點新圖像，并
無新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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