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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陆卓明先生好像在经济地理学界不怎么有名，但他写的这本书观点很独特，可能需要有地理基础
的人才能看得懂。我自己本身经济地理学得不大好，看得也有点吃力。不过这本书不错，看到了经济
地理方面一些很新的观点。如果对经济地理感兴趣的可以试着看一下
2、（转载） 吴志攀：斯人已逝，遂成绝响 二十五年前，在北大法律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在
校园里看到一位老师：他总是背着一个很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各种地图。这位老师有时在大
饭厅吃午饭，他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或者蹲着，或者站着，在拥挤的环境里怡然自得，总会有学生凑
过去与他说话。有时，他站在三角地书店前的宣传栏，一边看着那些墨迹淋漓的海报，一边抽烟，若
有所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模样：戴着白色塑料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穿白衬衣，个子不高，比较
瘦弱，还有些驼背。我怀疑，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位
其貌不扬的老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已成了教授，可只要我一
站上讲台，就会想起他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这位老师，就是陆卓明先生。念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了一
门课，“世界经济地理”。选这门课完全是出于对内容的兴趣。当我走进课堂，发现上课的老师竟然
就是我经常在大饭厅、三角地看到的那位先生。此时，我才知道他叫陆卓明，经济学院教授。那一大
塑料袋里装的地图，都是他自己绘制的。除了开课之外，学生会还多次邀请陆老师举办全校讲座。讲
座时教室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学生，还有很多学生在讲台周围席地而坐，在窗台上也坐满了学生。我还
清楚地记得，陆老师的课安排在“老二教”的103阶梯教室，大约可以坐二百多人。那时，“老二教”
配备的麦克风时好时坏。讲这样的大课，老师是很花气力的。但课堂的纪律太好了，教室里总是鸦雀
无声，就算坐在最后一排，也可以听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有一次陆老师晚上做讲座，两个多小时站
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喝水——因为周围都坐满了同学，他只剩下“立足之地”了。好在地图事
先挂好了，陆老师不用动腿，只需动嘴。他也想走到黑板边，用手指一下地图，可没有办法做到，就
只好用语言来指引。同学们的目光，随着陆老师的话音，一点点地，找到他所指的区位。我一直在思
考：为什么陆老师这样地受欢迎？而且是在名师如云的北大？答案只有一个：听他的课，真的是最高
水准的艺术享受！陆老师的名气，其实并不大，他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可是，我，还有数以千计
听过他讲课的北大学生，当年都相信他是罕见的天才。现在回想起来，我更加佩服他的博学，他的语
言那么生动那么幽默，他对各个学科的认识都很独到，他对未来有惊人的预见力，他还是个了不起的
战略家⋯⋯陆老师的课“信息量”很大。他的眼界之开阔，令人叹服。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陆老师
在解释“战略极”的概念时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五极：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他列举了大
量的理由，从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这五家可以称为“极”。他特别强
调，由于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理的旧观念。他还强调：虽然
日本地理位置与中国很近，而且整体上看，还是美国战略极在亚洲的代表，但是，日本的实力最不容
小觑。我记得有同学提问，日本没有核武器，为什么能作为世界意义的战略极呢？陆老师解释，在日
本的横须贺港，有美军的基地，随时可以部署核武器，而且凭日本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也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我们看这个问题，不能静态地看，未来一旦有事，是否会发生突变？要处理
国际问题，必须看得长远，要有战略眼光。还有一次，陆老师讲到西非的自然灾害与人口数量的关系
。他说，西非连续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畜的大旱灾，灾荒频率在逐渐提高，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值得
注意的是，每当一次旱灾过后，雨水较丰的年月总是使更多的人畜拥入这个地带，人们都认为灾荒仅
仅是暂时的天降不幸。可是，这样的人口流动，后果是灾荒频率更高、灾情更严重、灾区的面积更大
。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观点：（1）人口的增加超过土地负载能力是导致灾荒的根本原因。因为整个地
带都已出现人口过多，尽管受灾各民族的生产方法与生活风习各不相同。（2）灾情不仅取决于降水
量，而且也取决于人口数量。（3）越是采用‘乐观派’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论，就越是会加重
灾情。陆老师的视野很宏大，他说，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干旱区的一个个灌溉区都在经历着同一个过
程，即由于人口增长而增加耕地，但新耕地不久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淹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
的灌溉区，这个过程的推进尤其快速。陆老师的这些精辟的见解，真让我们大开眼界。在“文革”刚
刚过去不久的时候，要讲这样的观点，可能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更重要的是，陆老师启发了我们，
要学会对各种现象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发现规律。我后来教学生，也一定要求学生，不论研究什么问
题，都先把世界各国类似的、相关的问题罗列出来，如此才能得出可靠一些的结论。又如，陆老师在
课堂上还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经济地理学上有一个问题争论已久，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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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近代外向性经济的发展，“沿海布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分布的一种模式。各大陆经济分
布的中心大都在沿海地带是这个看法的一个证据。二是，沿海应该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内地
与沿海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平衡。这是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互相
冲突的，因为，如果沿海布局已成为一种模式，内地的发展又怎么能够赶上沿海？陆老师很深刻地指
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沿海布局本身不是一种模式，而平衡布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那么我们的思路
就可以从这两个枷锁中解脱出来。陆老师还帮助我们建立起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他用挂在黑板上
的世界农业带示意图，给我们讲解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的生产情况。这些农作物作为
饲料，又与养殖业联系起来，养殖业又与工业化大生产联系起来，工业化大生产与大都市圈联系起来
。陆老师讲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我在陆老师的课堂上，第一次听说了“波士华”（BOSWA）和
“纽伦族”（NEWLUND）这两个概念。陆老师解释，“波士华”是美国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形成的
工业带，这两个大城市之间，有“空中巴士”，每十分钟就有一班飞机对飞，随到随飞，好像公共汽
车一样方便。“纽伦族”是居住在美国纽约却在英国伦敦上班的人，或者相反。在廉价航油的时代，
伦敦到纽约之间有超音速民航客机对飞，只要三、四个小时，就可以从伦敦的希斯罗机场飞到纽约肯
尼迪机场了。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听到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是那样震惊，我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有
如此伟大的力量。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概念，但是我却从陆老师平淡的
讲述中，感觉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今天，北京和上海之间的航班密集程度，也达到了每15分钟一班
，现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高速铁路，使两个直辖市之间的距离缩短到30分钟。我很自信，因为在二十
多年前，我已经能够想象到这样的场面，这没有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当然，这都拜陆卓明老师所赐
。陆老师不是专门的绘图员，但他自己绘制的各种世界经济地图，书店里绝对买不到。陆老师的每一
堂课，都好像在举办“地图展”。各种地图挂满黑板，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写板书的地方。陆老师画这
些地图，很不容易，他画每张图都有自己的目的，要强调的部分特别醒目，其他部分就淡化过去。陆
老师是专门从事世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教授，但是，他把很多很多知识，都整合到世界地理系统中，
娓娓道来。陆老师的学术贡献应该由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同行来做评价，我其实没有资格多说。但是我
相信，他的许多观点会有长远的影响。比如，2002年的《南风窗》杂志曾经有如下的报道：“ 按中国
已故战略地理专家陆卓明教授的观点，城市带分三级：一级特大城市带有三个，即美国东北沿海波士
华、日本三湾一海、西欧西北英法德西城市带；二级大城市带有三至四个，如加利福尼亚城市带，其
经济总量比中法英任何一国的GDP都大；三级大城市带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根据陆老
师二十多年前的主张，“中国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应把重点发展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辽中南、济青烟、厦漳泉等小城市带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陆老师在课堂
上告诉我们，“大城市带”理论创始于美国。戈特曼教授1942年到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考察，注意到
阿拉巴契山以东，一个个大城市迅速发展，并和周围一些中小城镇组成城市集团，如波士顿、纽约、
费城、华盛顿等城市集团。15年后的1957年，他再次到原地考察，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新情况：从新罕
布尔州到弗吉尼亚州，沿主要交通干线大中小城市连绵不断，城市与城市已经没有界限，仿佛己连成
一体，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带。我不知道陆老师是不是最早引进这一理论的中国学者，但他肯定是比较
早也比较系统地利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当年在课堂上有许多宏大的构想
，我们曾觉得那不过是非常遥远的梦，可今天都成了现实。中国城市带的崛起，只用了短短二十年。
我相信，未来的发展，还会像陆老师所设想的那样，“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此外，陆老师的核战略思想也异常深刻。他是这样解释核竞赛的根源的：“当最早投掷的原子弹
显示了它们的战略威力以后，世界上极为众多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永久和平已经到来，因为
不论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单方具有原子弹的一国似乎总是可以凭借这种武器的威胁
来达到‘不战而胜’，尽管这种永久和平只是一国霸权控制下的不公正的和平。“这种幻觉不久就破
灭了，因为：“第一，不仅美国的敌国，而且美国的盟国也大都不能长久容忍美国的霸权。所以，美
国的敌国就在‘原子弹不可怕’的口号下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美国的盟国则在‘补充核武器’的
口号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第二，当时的核武器的威力，不论是美国的或他国赶制的，还不足以摧
毁敌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与全部经济。敌国的常规兵力与核武器仍在本国土地或海洋上有相当大的回旋
余地，可用以进行核反击。不论哪一方先动手，战争的结果都将是双方都只能实现接近于幸存的中下
之策或下策。所以，双方都不敢先动手，并互相利用对方的战略弱点而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抢
先达到能够一举摧毁敌国全部，迫使对方不战而降。这就是核武器的竞赛时期。”我记得，当年陆老
师在课堂上反复对同学们说，不要太幼稚，不要太听信“国际主流媒体的说法”，要保持清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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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了核武器，才不会挨打。我自己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法，但我从来不认为，国际金融的这一套制
度和秩序代表了“普适价值”。我始终要求我的学生，注意研究这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这是
我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一，也是陆卓明老师教给我的。陆老师的课，上了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后来渐渐
地，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而我自己，念完硕士，又念了博士，最后留校当了老师。留校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陆老师。直到有一天，学校教务部要我填表，其中有一栏要我写对如何当好大学教师
的建议。我想起了陆老师，于是我就写：当老师，就要像陆卓明老师那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课，知
识渊博，见解独到，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表交上去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样写不行，谁是陆卓明
呀？是先进模范？是著名学者？为什么要像他那样呢？我感到有些沮丧，我自己也不知道“理由”。
后来我才知道，当我填那张表时，陆老师已经走了。他走得无声无息，学校里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走
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北大的同学，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试图在网
络上搜索关于陆老师的信息。尽管今天的互联网搜索功能十分发达，但是，却很难找到多少关于陆老
师的信息。我只好托北大人事部和档案馆的同事，帮忙找到陆老师的一点资料：“ 陆卓明，男，1924
年9月出生在江苏南京，原籍浙江吴兴。1994年去世。陆志韦的第二子。1948年受业燕京大学
，1948-1952燕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52-1954北京经济系任教，1954-1978北大地理系任教，1978-1992回
到北大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著有《世界经济地理结构》。1992年7月退休，1992年10月获得政府特殊
津贴，1994年4月因肺癌病故，时任海淀区政协副主席。”这一段冷冰冰的文字，让我忍不住想要流泪
。此前，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陆老师就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的儿子。作为燕大校长，陆
志韦以治校勤勉、尊师爱生而闻名，在抗战中，他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但他坚贞不屈，表现出了民族
的气节。也许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名气掩过了这位校长，但是，对于无数燕大校友来说，陆校长的形象
，也是非常崇高的。可是，陆老师自己从来没有对同学提起过一句，我们都不知道，陆老师上课的校
园，也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只是讲课，只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们，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一
点优越感。也许只有这样的风度，才真正配得上他的家世和教养？陆老师一定不认识我。当时很多学
生崇拜他，就好像今天的学生崇拜明星一样。他的课堂，永远要提前占座位，或要有如同今天上班高
峰时挤地铁的勇气才能挤得进去。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让他留有印象的问题，也从未敢在大饭厅里凑
过去跟他说话，更不敢在上课时坐在讲台上，找机会请他在教科书上签字留念。我实在是太普通、太
平庸、太害羞了。可是，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填写学校下发的教学建议表时，写下了他的名字。二十多
过去了，我已经该进入“老教授”的行列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希望，北大的年轻老师，要向
陆卓明老师学习。他的身上，有我们北大的精魂。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了解到，北大经济学院的王曙
光教授当年采访过陆老师，还写了采访文章。王教授当年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也像我一样听过
陆老师的课，也像我一样，是陆老师忠实的崇拜者。我找到了王教授的邮箱地址，我写email给他，说
希望拜读他在十四年前写的关于陆老师的文章。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王教授在计算机上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可是，刚从农村调研金融问题回来的王教授，凭着记忆，连夜重写了当年那篇采访陆
老师的文章，并且发给我。我深深感动了，我对他说：写介绍陆老师的文章，是当年所有听过他的课
的学生的使命。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逝去的绝响》。为什么起这个悲伤的题目？王教授解释说：今天
，学院里已没有老师再教“世界经济地理”这门课了，经济学院的学生，课表上已没有这门课了。就
好像“广陵散”，斯人已逝，遂成绝响。我又到图书馆借来了陆老师的著作《世界经济地理结构》。
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是由他的研究生周文最后帮助完成的。这本大16开本的书，中国物
价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只印了1000册，也许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吧。可这确确实实是天
才之作！陈岱孙先生作了序，他说：“ 陆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地理学教
研工作垂40年。从50年代初教授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时起，他就感觉到，从西方引进的关于经
济地理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许多缺陷，开始了有关的探索。积40年不断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理论。但由于教学任务重，而他又认为所形成的理论还需要一些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充分证明才能成
为定论。因而虽然他有些主要观点曾散见于若干篇已发表的论文中，他却坚持要对他的理论作全面系
统的文字著述。这一部著作，是在 1991年后，才开始撰写的。在陆教授得病时，本书的前三部分已完
全完稿，其第四部分亦已基本上经过修改，在陆老师去世后，由其弟子作些必要的文字修整。 ”这本
大书中的许多珍贵地图，都是陆老师当年课堂上使用过的，都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书的封面装帧再
简单不过，如同陆老师当年穿的衣服一样俭朴。书中的文字，好像陆老师讲课的语言一样，准确、生
动、幽默。我在灯下展开陆老师的大书，好像又回到了陆老师当年的课堂上，已年过半百的我，再也
笑不出来了。我的眼里含着泪，我最忧郁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着。在字里行间，我静静地凝望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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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细细地听他讲课。我想找寻二十五年前的那一段岁月，还有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在郑佳
的space上看到这篇文章，一口气读完，北大在胸中荡气回肠。与各位同学分享之。另附已见到的评论
：郑佳：偶然看到，摘录于此，纪念这位我竟然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经济学院前辈大师。。。透过吴
志攀20多年的回忆，字里行间浮现出一个《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形象来。。。陆老师的学生王曙光
教授是后来给我上金融学的经院老师，所以如果当年还算从北大学了点东西，也算承了陆老师的遗泽
了。范颖：唉，为什么这样的老师越来越少了呢。。。严慧：崇拜陆老师，想念亲爱的校园~张丹：
我相当后悔当年自己在北大没有好好读书，光在宿舍看碟了⋯⋯李寺玥：尤其遗憾的是，当年身处燕
园，其实不知身边那些大师们的可贵可敬之处，很多时光都白白耗去。还记得经院大一时给我们上高
数的刘老师吗？那个可亲可敬的老头儿，我现在时常会想起刘老师，有时候会梦见他，当然还有未名
湖。。。我:读这篇文章时，才在离校这么多年后，又一次愧疚当年也许太年少轻狂，虚度了光阴。可
添加评论时，看到些熟悉的名字，又觉得北大似乎就在如此这般、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之间，离我那
样近。牵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也对刘老师印象深刻，毕业后也总和人讲这位微积分老师。他在那
么大的教室讲课，不用麦克风，没有人听不清楚⋯⋯（李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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