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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中国篇

张　骞 １………………………………………………………

裴　秀 ２………………………………………………………

法　显 ３………………………………………………………

郦道元 ５………………………………………………………

玄　奘 ７………………………………………………………

杜　环 ９………………………………………………………

贾　耽 １０………………………………………………………

窦叔蒙 １１………………………………………………………

李吉甫 １２………………………………………………………

沈　括 １３………………………………………………………

范成大 １５………………………………………………………

黄　裳 １６………………………………………………………

—１—

地理学家辞典



赵汝适 １７………………………………………………………

耶律楚材 １８…………………………………………………

都　实 １９………………………………………………………

朱思本 ２０………………………………………………………

汪大渊 ２１………………………………………………………

郑　和 ２２………………………………………………………

罗洪先 ２４………………………………………………………

徐霞客 ２５………………………………………………………

顾炎武 ２８………………………………………………………

孙　兰 ３０………………………………………………………

顾祖禹 ３１………………………………………………………

刘献廷 ３２………………………………………………………

图理琛 ３３………………………………………………………

郁永河 ３４………………………………………………………

齐召南 ３５………………………………………………………

李兆洛 ３６………………………………………………………

徐　松 ３７………………………………………………………

魏　源 ３８………………………………………………………

何秋涛 ３９………………………………………………………

杨守敬 ４０………………………………………………………

邹代钧 ４１………………………………………………………

张相文 ４２………………………………………………………

—２—

学生实用工具书



翁文灏 ４３………………………………………………………

竺可桢 ４５………………………………………………………

王　庸 ４７………………………………………………………

张其昀 ４８………………………………………………………

胡焕庸 ４９………………………………………………………

周廷儒 ５０………………………………………………………

林　超 ５１………………………………………………………

周立三 ５２………………………………………………………

谭其骧 ５３………………………………………………………

李旭旦 ５４………………………………………………………

侯仁之 ５５………………………………………………………

李春芬 ５６………………………………………………………

黄秉维 ５７………………………………………………………

任美锷 ５８………………………………………………………

吴传钧 ５９………………………………………………………

施雅风 ６０………………………………………………………

陈述彭 ６１………………………………………………………

章鸿钊 ６２………………………………………………………

丁文江 ６３………………………………………………………

翁文灏 ６５………………………………………………………

李四光 ６６………………………………………………………

谭锡畴 ６８………………………………………………………

—３—

地理学家辞典



袁复礼 ６９………………………………………………………

李　捷 ７０………………………………………………………

杨钟健 ７１………………………………………………………

俞建章 ７２………………………………………………………

冯景兰 ７３………………………………………………………

谢家荣 ７４………………………………………………………

赵亚曾 ７５………………………………………………………

田奇儁 ７６………………………………………………………

孟宪民 ７７………………………………………………………

何作霖 ７８………………………………………………………

侯德封 ７９………………………………………………………

朱　森 ８０………………………………………………………

尹赞勋 ８１………………………………………………………

王曰伦 ８２………………………………………………………

李春昱 ８３………………………………………………………

潘钟祥 ８４………………………………………………………

袁见齐 ８５………………………………………………………

张文佑 ８６………………………………………………………

李　璞 ８７………………………………………………………

朱　夏 ８８………………………………………………………

彭志忠 ８９………………………………………………………

张伯声 ９０………………………………………………………

—４—

学生实用工具书



黄汲清 ９１………………………………………………………

陈国达 ９３………………………………………………………

程裕淇 ９４………………………………………………………

叶连俊 ９５………………………………………………………

郭文魁 ９６………………………………………………………

宋叔和 ９８………………………………………………………

王鸿祯 ９９………………………………………………………

池际尚 １００……………………………………………………

董申保 １０１……………………………………………………

马杏垣 １０２……………………………………………………

张炳熹 １０３……………………………………………………

郝诒纯 １０４……………………………………………………

外国篇

希罗多德 １０５…………………………………………………

埃拉托色尼 １０６………………………………………………

斯特拉波 １０８…………………………………………………

托勒密 １１０……………………………………………………

马苏第 １１２……………………………………………………

伊德里西 １１３…………………………………………………

马可·波罗 １１４………………………………………………

哥伦布 １１５……………………………………………………

—５—

地理学家辞典



达·伽马 １１６…………………………………………………

麦哲伦 １１７……………………………………………………

明斯特尔 １１８…………………………………………………

墨卡托 １１９……………………………………………………

利玛窦 １２０……………………………………………………

瓦伦纽斯 １２１…………………………………………………

库　克 １２３……………………………………………………

洪　堡 １２４……………………………………………………

李特尔 １２７……………………………………………………

马　什 １２９……………………………………………………

阿加西 １３０……………………………………………………

佩舍尔 １３１……………………………………………………

雷克吕 １３２……………………………………………………

李希霍芬 １３３…………………………………………………

阿努钦 １３５……………………………………………………

拉采尔 １３６……………………………………………………

维达尔－白兰士 １３８………………………………………

柯　本 １３９……………………………………………………

道库恰耶夫 １４０………………………………………………

戴维斯 １４１……………………………………………………

彼　利 １４２……………………………………………………

彭　克 １４３……………………………………………………

—６—

学生实用工具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赫特纳 １４４……………………………………………………

麦金德 １４５……………………………………………………

南森 １４６………………………………………………………

森普尔 １４７……………………………………………………

赫伯森 １４８……………………………………………………

斯文·海定 １４９………………………………………………

帕萨尔格 １５０…………………………………………………

豪斯霍弗 １５１…………………………………………………

白吕纳 １５２……………………………………………………

阿蒙森 １５３……………………………………………………

德芒戎 １５４……………………………………………………

施吕特尔 １５５…………………………………………………

马　东 １５６……………………………………………………

贝尔格 １５７……………………………………………………

亨廷顿 １５８……………………………………………………

布朗夏尔 １５９…………………………………………………

鲍　曼 １６０……………………………………………………

泰　勒 １６１……………………………………………………

巴兰斯基 １６２…………………………………………………

彭　克 １６３……………………………………………………

—７—

地理学家辞典



书书书

中国篇

张　骞

张骞（？—公元前１１４年），中国西汉通西域使者，汉中郡成
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１３９年）他应募出
使大月氏国（今阿姆河中偏上游一带），拟约其夹击匈奴。他率甘
父等百余人西行，至今之河西走廊东端，被匈奴截捕，送至单于驻
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被软禁十余年，得匈奴妻，

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后得机脱走，经大宛、康居（今巴尔喀什
湖和咸海之间），抵大月氏。因大月氏不肯应约，留年余东还。越
葱岭（今帕米尔）循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东归，在今若羌一带再
次被匈奴所捕，年余脱走。元朔三年（公元前１２６年），骞与其匈
奴妻及甘父三人回到长安。张骞这次出使历时十三年，身经匈
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

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还间接了解若干国的情况。其主要
见闻均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中，元狩四年
（公元前１１９年）他再次受命，取道河西走廊出使乌孙（今伊犁河
流域），并从乌孙分遣副使通西域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
年）回长安，年余病逝。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
路，促进了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他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西域的使者，曾被封为博望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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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秀

裴秀（２２４年—２７１年），中国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
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２２４年），卒于
晋武帝泰始七年（２７１年）。从小好学，年长从政，官至司空，
职在“地官”，掌握全国的土地、人口和地图等情况。在实践
中，裴秀感到古代山川地名因时间久远，变化很大后来人们
所论的又不尽正确。于是收集史料，进行研究，约在泰始四
年至七年（２６８—２７１年）完成了由他主编的《禹贡地域图》十
八篇，它是中国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历史地图集。还曾把
一幅用绢八十匹绘成的“旧天下大图”，缩制为比例尺“以一
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按１里＝３６０步、１步＝５尺计算，比
例尺为１∶１８０００００）的《地形方丈图》。可惜图均已失传。

他总结前人的制图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绘
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平面测
量绘制的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制图六体”是：一曰分率
（比例尺），用于测定地区的大小；二曰准望（方向），用于确定
各地物的方位；三曰道里（道路的里程），用于确定人行道路
的里程数；四曰高下（高取下，取下为水平直线距离；五曰方
邪（方取斜，取斜为直线距离）；六曰迂直（迂取直，取直为直
线距离）。这六项原则，主要说明绘制地图必须制定比例尺
和测出地物之间的方向，并求得地物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这
些原则归纳起来就是现代地图学所论述的比例尺、方向和距
离３个要素。这是中国早期的制图理论，在中国和世界地图
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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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显

法显（？—４１８至４２３年），中国东晋旅行家和高僧。俗
姓龚。平阳郡（故治在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卒于东晋义熙十
四年 （４１８年）至南北朝宋景平元年（４２３年）之间，终年８２
岁，一说８６岁。当时正值十六国之乱，南北分崩，佛教在乱世
中迅速发展。法显３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从长
安（今西安市）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
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
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
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
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
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三年，学梵书佛律。与他
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
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
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两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
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
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
（４１３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４１４年），他写出历
时１５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
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
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

３０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

—３—

地理学家辞典



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
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
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
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
《大般泥洹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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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

郦道元（？—５２７年），中国北魏地理学家。字善长，范阳
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生年有皇兴三年（４６９年）、延兴二年
（４７２年）之说，但都缺乏可靠依据；卒于孝昌三年（５２７年）。

他生于仕宦家庭，北魏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出任尚书郎，

以后历任颍川太守、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孝昌三年任
关右大使时，在阴盘驿（今陕西临潼附近）为雍州刺史萧宝寅
杀害。郦道元一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八十九说：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

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除《水经注》外，其余著作
都已亡佚。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文。《水经》全书１
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
经》作者不详，其撰述年代历来说法不尽相同。《四库全书提
要》推论：“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巳为广魏，则决非汉时；
《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文寻句，大概
三国时。”以后多数学者同意这种说法。

《水经注》四十卷，全文超过《水经》二十余倍。《唐六典》

说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涉及的河流近于《水经》的十
倍。《水经注》以河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
地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
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
地理等。此外，也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的资料。《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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