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布雷希特
·

彭克  !  一 ∀ # !∃

和瓦尔特
·

彭克    一 ∀ % &∃

两位德国地貌学家

汉那
·

布雷双 ∋ ( ) ) ( ∗ + , − , + ∃

在英语文献中
,

瓦尔特
·

彭克 . (/ 0, + 1 , ) 2 3∃ 常被人 引证的是他对于地貌学概念

方面的贡献
,

然在德国
,

讨论地理学家对旁人的影响中
,

虽然他时常为人所提及
,

但在

这些人之中
,

以他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
·

彭克 4 /5 + , 2
60 1 , ) 2

3∃ 更为显著
。

将阿尔布雷希特
·

彭克和他的儿子瓦尔特合在一篇文章之中来论述是合适的
。

照这种

方式
,

他们在地貌学领域 内的思想和影响能得到很好的阐明
。

7

阿尔布番希特
·

彭克 以下简称阿
·

彭克 ∃ 传略和地貌学工作

阿
·

彭克在  !  年出生于莱比锡
。

在该地他于  8 !年开始研究自然科学
。

赫尔曼
·

克

莱特纳 ∋ , + − ( ) ) 9 + , : ),
+ ∃教他地质学

。

在  8  年他 以一篇讨论 火山碎屑岩的论文获

得博士学位
。

在这以前
,

他 已研究过莱比锡地区的冰川沉积物中的波罗的玄武岩
。

经过广

泛的野外研究
,

他的 “
德国北部的冰债层

”
发表于  8 ∀年

。

为了从席泰尔 ;< 0 0, /∃
’

研
、

究古生物学
,

阿
·

彭克在   =年迁居到慕尼黑
。

在这里
,

他于   %年以一篇讨论 日耳曼阿

尔卑斯的冰川作用的论文取得他 的资格
。

在这两项 研究中
,

寒冷时期与 温暖时期的序

列
,

反复出现
,

表示清楚
。

三年以后
,

他获得授予他的在维也纳的地理学教授席位
。

在

这里
,

同他的学生爱德华
·

布克纳 > : ? ( + : ∗ + 位。3 ) , + ∃一起
,

完成了他的巨著 阿尔卑

斯的冰期》 ∀ = 一 ∀ = ∀ ∃
。

他的 《地球表面的形态》 两卷 是根据 弗里德里区
·

拉策尔

的建议而写的
,

已于  ∀ #年 出版
。

在 ∀ = ≅年阿
·

彭克接受了授予他的在拍林的教授职位
。

在 ∀ =  一∀年间
,

他是纽约市

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为期一学期的客座教授
,

当时
,

.
7

Α
7

台维斯 .
7

Α
7

Β (Χ <Δ ∃在拍林

讲学
。

尽管阿
·

彭克足迹遍全球
,

但这些游历产生的地貌学著作不多
。

虽然
,

他讨论了保

加利亚和美 国西部的地貌问题
,

在 ∀ = ∀年写了一篇沙漠地貌的报告
。

最重要的是他的关

于地貌类型的论文
,

并转移到气候带 = &∃ 的研究上
。

早在维也纳的时候
,

阿
·

彭克就已开始考虑区域地理学
,

地图学和政治地 理 学 的 司

题
,

到了柏林之后
,

他更加注意
。

他仍守地貌学和冰期研究的旧业
,

贡献 出许多深人研

究的成果
。

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结局对于民族倾向强烈的阿
·

彭克影响极深
。

他的儿子和

他志同道合
,
于 ∀ % &年去世

。

自达个时侯起
,

阿
·

彭克的地貌研究之所以限于阿尔卑斯和



冰期方面者旗故就在于此
。

自他于 Ε。% ≅年成退职教授的长。
、

Ε

期书
,

于这些领域的评述性

工作和新颖详尽的研究
,

他都兼顾
。

发表于 ∀ # =年的
“
米滕瓦尔德 在巴伐利亚 ∃ 的丘

状草甸
” ,

即为详细研究的一例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前
,

阿
·

彭克病逝于布拉

格
。

恩格尔曼 > )Φ
, /− ( )

)∃ ∀ ≅=∃ 所仔细鬼集的详尽的著作目录证实了这位地理学

家的创造力的涯埃无边
。 ‘

己的篇目有≅ &≅ 篇
,

其中讨论地貌学问题
、

冰期和气候变迁的就

占了一半以上
。

约近四分之一的篇目致力于会议报告和传记文章
。

%
7

阿
·

彭克的科学思想和地貌学设想

阿
·

彭克是研究冰期的最重要的德国学者
,

并为二十
·

世纪初期杰出的地貌学家之一
。

在学生时期
,

他接受了比较札实的 自然科学训练 , 作为一个年青的科学家来说
,

他的才

智集中于地质学上 Ε 他是经过自己的工作而发现通往地理学的道路的
。

他在萨克逊的科

尔迪茨 Γ 9/ :< 0 Η ∃ 和格里马 Ι /<巾 − (∃ 二地的地质制图工作表现了他观察的天赋和综

合地质现象之间的泪互关系的才能
。

关于冰川沉积的研究合乎逻辑地引导他进人起源的

领域
,

有了这一概念
,

就考虑到冰川作用的动力学以及沉积地形和侵蚀地形的起源
。

回

顾他六十多年来的冰期研究
,

阿
·

彭克写道
Η
他 指他的老师席泰尔 ∃ 虽然认识到了我将

地质沉积物和地理学家所描述
7

均地球表面的地貌联系起来的创造性
。

他对我说
Η “

看来

你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比一个古生物学家来得更好
。

你的学位论文可写地理学方面的
。 ”

在阿
·

彭克的冰月/地貌研究中
,

以观察详尽著称
。

现实主义这一原理
,

在德国是知道

的 , 阿
。

彭克从詹姆士
·

盖启 ϑ ( − , Δ Ι ,< 3 <,∃ 的著作中
,

特别是冰川学方面
,

早已学

到了这点
,

他承认受盖启的影响
。

阿
·

彭克研究地貌的为法的新颖特点则为他的有目的的

观察
。

经过初始阶段的踏勘
,

地貌过程的一种模式便被勾画出来
,

然后通过更进一步的

系统观察来加以订正和扩充
,

终于使之完成
。

模式与野外观察是相互交织的
,

其间有一

反馈过程
。

通过这种方式
,

使观察基础达到其完善性
,

即在今日而论
,

也是不寻常的
。

他在   8一 ∀ = 8年的二十多年间完成了他的巨著
“
阿尔卑斯的冰期

” 。

早在   %年完成

他 的 学 位论文
“

德国阿尔卑斯的冰川作用
” 以前

,

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

除此以外
,

“
阿尔卑斯的冰期

” 的四分之一篇章出诸于爱德华
·

布吕克纳之手
。

为了核实并扩展他的

观察起见
,

阿
·

彭克本人反复考察研究阿尔卑斯的许多区域
。

子防氏于将分散的观察和个别的结论汇集为一完整休系
,

这大体上可认为他工作的特
·

性
。

他以建立规律性引为苦事
,

而于区域考察则仔细寻求
,

从中引导出规律性来
。 “

专门的

研究必须以一标准的发展了的现象为起点
” ∀ = ∀ ∃

。

阿
·

彭克的去世结束了发见 时 代
,

区

域的描述性考察和解释方面的推测性探索也都成了绝响
。

见克雷勃斯Κ + , 5 Δ ∀ # ≅一#∀
,
∃

他善于抓住相互关联和规律性的东西
,

这样就使他能从本质上来评价个别的过程
。

他的
“
地球表面的形态

”  ∀ # ∃ 是德国第一部完整而又系统的著作
,

此书容纳了很多例

子
,
它们有部分是取诸于阿

·

彭克多次旅行之中根据自己的经验搜集来的
。

长长 的 剖 面

一一合在一起接近全书的三分之一—
致力于地势的数值评价

。

这部参考著作没有再版
Η

显然是阿
·

彭克本人否定了这种思想
。

十二年之后他声称在修订这一著作中他将更加强烈

地着重发生以反对地貌量测 斯普莱采尔 Λ Μ + , <0 Ν , + ∀ ! ∃
。

在发生上他认 识 到 要 分 析

过程
,

而过程则形成了地貌
,

即动力地貌学
。

他试图将地貌量测和发生结合在 一 起
,

但

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少成功
,
像最近的人所做过的一样

。

然而阿
·

彭克适当考虑到有关高度



和剖面的精确数据在冰川地貌的研究中是必要的
。

当他发现地形图不合适时
,

他用气压

计来量测高度
。

为了说明阿
·

彭克对于冰川地貌学和冰期研究的某些贡献的细 节
,

用他在德国北部的

研究
,

他就能断然地驳倒漂移理论
,

并证明三个冰期的存在也就够了
。

他将阿尔卑斯前

沿地的沉积物和地貌联系起来并加以发展是巧妙的
,

并以冰啧层的概念来表达出来
。

为

国际间所接受的较新的把第四纪分为贡兹 Ι 位) Ν ∃
、

明代尔 Α <) : , /∃
、

里斯 Ο <Δ Δ ∃ 和武

姆 . 住
+ − ∃ 四期就出之于阿

·

彭克
。

他还创立汇流点 ∃ , 9 ) Π/? , ) , , ∃ 分流
、

: <ΠΠ/? , ) , , ∃

和过量下切
。

介
+ : , , Μ , ) <) Φ∃ 等名词

。

冰债岩这个名词来源 于他 到 南 非 的 一 次 考

察
。

他对阿尔卑斯雪线的研究是彻底的
。

他论证了雪线不仅在山脉的东部升高
,

且于中

部亦然
。

他将冰川作用的起因间题引进到气候学中去
Η
干旱

、

湿润和雪以及它们的次一

级分类的概念都 由他下了定义
。

他提出了 当第四纪时期气候带位移的学说
。

在他的教本

 ∀ # ∃ 中
,

他用了环礁来决定海平面曾下降 == 米
,

他把这现象归诸于因冰川消长而引

起的海面升降
。

他估计 ∀ % %∃ 地壳均衡振荡在斯堪的纳维亚于公元前∀
,

== =年时达到其

最大值
。

在阿尔卑斯
,

他通过野外观察
,

提供 了这个区域的大地构造的详尽报告
。

他没有追

随.
7

Α台维斯的学说
。

在讨论台维斯和勃劳恩 ∗ +
(? )∃ 著作的一文 ∀ ∃ 之中

,

在

预告
“地貌分析

”
一书的启事之中

,

他于基本的概念注意不多
,

而着重于提供不同景观

之下的许多例子
。

阿
·

彭克从未写过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详细文章 , 但他推重具有精确材料

的著作
,

而这些不会引起方法论上的异议
。

见路易斯Θ 9 ? <Δ /Φ !  ∃
。

在阿
·

彭克著作中的珍奇之点是他卓越的观察
,

而这是和推导始终相联系着的
。

在他
·

阐明各种地貌时
,

他尽可能地强调其他各种自然因素到如此程度
,

以致提出了一门生态

地貌学
。

阿
·

彭克强烈地着重地貌的发展过程
,

因此涉及生态的形态发生
。

解释与观察二

者处于相互验证的关系
。

由于这点
,

自然科学的一般原理以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结合到地

貌学中去
。

他虽然没有采用其他自然科学的定理或公式
,

但他也多少试图建立为地貌学

所特有的规律
。

以阿
·

彭克杰出的风格为楷模
,

很难有一个地理学家足以和他相比
。

他独立发展
,

以

他所受的自然科学学校教育为基础
,

加以壮大提高
。

通过制作两幅地质图
,

他已掌握准

确而透彻的观察锁匙
。

比这更为重要的
,

是他超群的观察天赋
,

在作出区别上的关键性

敏锐和如何使分散的材料由表及里
、

由此及彼使之概念化的证实能力
。

&
7

瓦尔特
·

彭克 以下简称瓦
7

彭克∃ 的教育
·

生活和工作

瓦
·

彭克出生于    年  月 &= 日
,

为地理学教授 阿
·

彭克及其妻伊 达
·

南
·

阁 冈 霍 斐

Ρ: ( ) 亡, Ι ( ) Φ 6 9 Π, ) ∃ 的儿子
,

她是同名诗人的一个姊妹
。

在 ∀ = 8年
,

他从大学预科

毕业
,

然后和他的双亲到拍林去
,

在那里
,

他的父亲于 ∀ = ≅年已被授予教授的职位
。

他

在那里开始学习化学
,

物理学
,

数学和矿物学
。

当 ∀ =  一 ∀ = ∀年的冬季学期间
,
他的父

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
,

他在耶鲁大学学习
。

在学期终了时
,

父子二 人 遍 游 美

国
。

他的父亲写道
Η “在基拉韦厄 Κ </( 9 ,(∃ 火山口

,

他决定将来学地质学
” ∀ % #∃

。

他在拍林学习了两个多学期以 后
,

他开始准备关于普雷达 佐 1 Ε , : (Ν
Ν
9∃ 山岳 的 论

文
。

他于矿物学有良好的习练
,

有助于他侧绘地质图
。

他特别留意于大地构造和侵人作



用
。

他在 ∀ 。年于海得尔堡在维尔海尔姆
·

萨洛蒙 . </6 , /− Λ (/ 9 − 9) ∃指导之下获得

他的博士学位
。

他受他时父亲和大学预科的自然历史的影响更来得深
,

他的著作
“
形态分析

妙
是献

给他们的
。

他在早年的时候
,

就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周密观察的艺术
,

这就引导他在年轻

的时候就能独立思考
。

他在大学里学习了六个学期
,

其中一学期是在美国就读的
,

在 %%

岁时便获得博士学位
,

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不寻常的
。

瓦
·

彭克在维也纳继续进行他的地质

学研究
,

在那里他听了Σ
7

>
·

修士 >
·

修士的儿子
,

《地球的面貌》 一书的著者 ∃ 的讲

课
。

7

早在 ∀ % 年时
,

他就在阿根廷的地质部门服务
。

他以两年的时间
,

测制了从 图 库 曼

Τ ? 2 ? − ( ) ∃ 附近的东缘起到太平洋止的科迪勒拉 Γ 9+ :< //, Ε ( Δ ∃ 地 质 图
。

在 他 身

后
, ∀ & &年印行的 日记证实了他所经历的巨大努力

。

同时
,

予人以他热爱 自然的印象
。

他能描写山地的风光
,

像他进行科学研究一样
,

后者是受着委托的工作
。

他的双眼不仅

观察地质
,

并且于达个地区的地貌学有几乎相同的兴趣
,

此外
,

便是一般的地理现象
。

他不仅攀登了最高的山峰 常常是无人作伴
,

且没有人能跟上他 ∃
,

并且在那里进行测

最
。

只因在青年时期他追随过他的父亲在阿尔卑斯工作
,

所以他能克服巨大的障碍
。

在

白云岩山 Β 9/ 9 − <0, Δ ∃ 他就成为一个登山家
。

他第一篇印出来的作品是关于攀登拉特

玛尔 Θ (0 , − (Δ ∃ 突岩的札记
,

是在 8 岁时写的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星期
,

瓦
·

彭克回到了德国
。

在 ∀ # 年 = 月应征人伍之

前
,

他在莱比锡获得他的学位
。

以他第一次在普那 1? ) (∃ 的工作作为他的论文
。

∀ !年 = 月
,

他被授予一个在君士坦丁的教授职位
。

德国和土耳其的结盟也包括协

助那个国家的大学改造
。

瓦
·

彭克建立了一个系
,

讲授地质学
、

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等课
’

并进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等海峡起源的研究
。

他以在阿根廷的那种观察精神又工作

了
。

一次在往陶鲁斯 Τ (
盯?Δ ∃山旅行途中

,

他染上了疟疾
,

在 ∀’/  年的夏季
,

他在德 国

的山地休养复原
。

大战结束
,

瓦
·

彭克失掉了他的职务
。

学院失火毁掉了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

只在 ∀%

年时
,

他重新获得几篇幸存的论文
。

当 ∀  一∀ 年的冬季期间
,

他同他的妻子和孩子 与

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

在 ∀ ∀年的夏季学期
,

他在莱比锡是教授衔的助理教授
,

但薪水

极为菲薄
,

靠着在南美时的积蓄
,
才得维持他一家很俭朴的生活

。

为了早在普那时期就

构思的
“
形态分析

” ,

他在德国的密太尔山进行补充研究
。

在 ∀ % 年冬在莱比锡的地质

研究所获得一个职位
。

不久他即患肉瘤
,

经过反复的手术 之 后
,

于 ∀ % &年 ∀ 月 % ∀ 日 去

世
。

他的家庭
,

当时已有第二个儿子 ∀% %年 % 月 ∃
,

几乎难以维持生活
。

在他生命的

最后一年
,

他已写出了
“
形态分析

” 的全稿
,

这书是在他身后 由他父亲出版的
。

在前言

中
,

阿
·

彭克叙述了他儿子的传略和科学研究的经历
,

并搜辑了一篇包括 %& 篇论文题 目的

完整书目
。

#
7

瓦
7

彭克的科学思想

如要充分地了解瓦
·

彭克思想的发展可以瓦
7

彭克与他父亲亲密而又是朋友之交的

关系来观察
。

在这种关系之内
‘

他是完全独立的
。

上述的基拉韦厄之行可能是第一次触发

他的科学研究兴趣
,

主要是在火山作用与大地构造方面
。

然在本文作者看来
,

时代的风



口里乍
, /,

气似乎更为重要
。

汉斯
·

斯蒂 雷 ∋ (
)Δ Λ0 </ /,  8 ≅一 ∀ ≅ ≅ ∃

、

阿尔夫 雷 特
·

威 格 纳

4 /Π+ “: .
, Φ ) , +   =一 ! & ∃ 和汉斯

·

克卢斯 一  !一 ∀ ! % ∃ 三人是比瓦
·

彭克年

岁较大一点的同时代人
。

在 ∀ % 年
,

瓦
7

彭克深人地讨论并反对大陆漂移的理论
。

和三位地质学家不同
,

因和他父亲接触的关系
,

使他受地理学曰影响深一点
。

他的

基本技能是通过他在阿根廷测制一张地形图的真功夫而掌握的
。

这项工作需要在山地区

域仔细地观察各种地貌类型
。

为这点所启发
,

他试图走一条从研究地貌类型来分析大地

构造的地质学新路子
。

这条路
,

他称之为
“
形态分析

” 。

在.
·

Α
·

台维斯看来
,

侵蚀循环以初发的抬升为开始
。

瓦
·

彭克则相反
,

归诸于一

连串的而且是无穷尽的抬升与侵蚀的可能关系
。

侵蚀与地貌发育的全部历史相终始
,

而

研究地貌发育只有尽可能地从辨别每一连续时刻的详尽的侵蚀过程着手
。

因 为辨 析 精

微
,

所以于各种变量可用一常数来表示
,

这是他从其他的自然科学 微 分 学 ∃ 借 用 来

的
。

他试图通过个别为小型台阶来了解地壳运动的不规则过程和地貌类型
7

钩发育
。

最重要的原理如下
Η “

坡均平缓作用常从底部向上开始
” “

形态分析
” % 页

,
∃
。

“因而
,

在一个倾斜平原上进行各种形式的侵蚀
,

结果
,

这个平原只会更平缓些
,

而不

是更陡些
” ∀  页 ∃

。 “
侵蚀过程都为重力河流

,

它遵循重力原理而进行
”

第 # 页 ∃
。

“
放诸各个区域而皆准灼普遍特征是各种外力作用的结果要以各种内力作 用 为依 归

”

第= 页 ∃
。 “
在各种气候带之下存在着因岩性不同而发生的种种差别

,

这是属于第二性

的
”
第 !口页∃

。

这些原理是通过推导的方法得来的
,

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关联

的
。

然瓦
·

彭克已表白过演绎法的作用
。 “如同处理 自然界问题 自科学的每一分支学科那

样
,

在形态学上
,

演绎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讲
,

不用说
,

不仅是可允许的
,

而且也是

必要的 “
·
”

· ”
第  页 ∃

。

瓦
·

彭克制 定了下列特定的推导
Η

一个凸形坡来源于一个向上的运动 即
,

抬升可

以不同的速度来进行 ∃
。

凹形坡相应地为向下的运动所形成
。

他将剥蚀基坡 ∋ (/ : , Υ

) 6 ( )
Φ∃ 规定为足坡 Σ?Δ

Δ6 ( ) Φ ∃
,

它位于后退崖壁之下
。

如抬升来得很缓慢
,

则侵蚀

作用能够与之亦步亦趋
。

结果形成的地形为一逐渐降低的平原
,
彭克称之 为剥蚀上升均

衡平原 1+ <− 往+ + ? − Μ Π∃
。

他以此来解释德国米泰尔山山地中的夷平面
。

为此他推导 出

一个具有
‘
增强相

,, 的拱形 4 ? Πς ≅ //? ) Φ − <0 .
( , 6 Δ , ) : , + 1 /< ( Δ , ∃ 一当抬升时

Υ

它所掩有的地区的直径则扩大
。

山麓阶梯 Τ + , Μ Μ ,
)∃ 现在大多数为残余阶梯 Ο ? −

Υ

Μ Π0+ “Μ Μ 9 ) ∃ 可以由具有不同速率的持续抬升所形成
。

他特别留意于阿根廷安第斯和阿

尔卑斯的褶曲体系
,

因此对它们的问题特感兴趣
。

!
7

思想的影晌和传播

阿
7

彭克强烈地影响德国的地理学
,

尤以德国的地貌学为甚
,

然于这二者
,

他都不

占支配地位
。

相反
,

在讲英语的世界中
,

他不太著名
。

瓦
·

彭克则适与之背道而驰
,

直

至现在
,

他在英语文献中
,

一再被引证
,

然 在德国
,

则仅附带提到 而 已
。

自 ∀ ! =年 以

来
,

他已很少被引证
。

所以
,

德国的地貌工作小组在 ∀ 8 8年举行以坡度讨论会的论文之

中
,

提到他的仅有一次
。

在培训地貌学家方面
,

很少利用他的著作
,

一如对待.
·

Α
·

台

维斯那样
。

因这缘故
,
本文作者在研究这两位学者的著作时仅从获得资格以后才开始

。

为此‘内部与外部的原由可以视为是同一的
。



阿
·

彭克既是柏林地理学讲座的占有者
,

长期以来是柏林地理学会执行委员会的成

员
,
又拥有其他许多职位

,

他发生影响是天经地义的
。

他管理着一大群在地理学领域内

工作的学生
。

至于地貌学家们
,

有的直接在他领导之下工作
,

有的可认为是他的圈子的

组成部分
,
佼佼有名的学者有下列诸人

Η
爱德华

·

布吕克纳
,

诺贝尔特
·

克雷布斯
,

阿

尔夫雷德
·

格伦特
,

约哈恩
·

瑟尔希
,

弗里茨
·

马查乞克
,
奥图

·

雷曼 , 在柏林的
Η
古

斯塔夫
·

布劳恩
,

瓦尔特
·

贝尔曼
,

卡尔
·

特罗尔
,

赫伯特
·

路易斯
,

华尔夫甘
·

潘策

尔
,

赫伯特
·

莱姆布凯
,

赫伯特
·

雷曼
,

居里乌斯
·

布台尔
,

科尔特
·

凯瑟和汉斯
·

斯

普雷瑟
。

此外
,

阿
·

彭克直至高年还能进行科学研究
。

Ω

与此对照的是
,

瓦
·

彭克从未获得地理学教授的席位为他的后盾
。

他没有学生
。

他

以毕生的学识来写作和修订他的重要著作
,

虽然它已达到完整之作的程度
,

他已不能再

进而发展他的观点了
。

这些观点虽与德国文献一致的地方少
,

然在那里讨论受到抑制
,

可熊是因他父亲的缘故而未加考虑
。

关于他儿子的著作
,

阿
·

彭克 / ∀ % # ( ,
∀ % # 5∃ 是

骑堆两跨的
,

一方面他试图强调事实
,

在更早的时候
,

他本人 已经作出了相同的观点 ,

然在另一方面
,

他又推重他儿子的独立自主
。

他详尽地指出后者所踩过的新路的确实所

在
。

虽然为着他本人和他学生的观点
,

阿
·

彭克长于声辩说
,

关于他儿子的思想
,

他从

未参
一

与写作和讨论过
。

至于彭克父子思想的来源不同的内部原由在于这些思想的本身以及时代 精 神 的 发

展
。

阿
·

彭克的地貌学由一块一块石块所组成
,

即由通过严格的观察而得来的事实所组

成
, Ε 然后他以其才智把它们结合成一模式

。

从中引伸出有系统地提出问题的新路子
,

它

反过来又触发新的观察
。

本质上
,

他的思想结构发展得象一座金字塔
,

在它的基础上充

满着林隙
。

为阿
·

彭克用之于基础上的石块往往转化成常识
,

如此迅速
,

以致不再归功

于他
。

例如
,

他所确定的冰期
,

干燥与湿润的定义
,

确实是这样
,

即连冰川地貌学的组

成部分研究冰啧层的方法亦复如此
。

另方面讲
,

这种工作方法的一个属性是有了错误易

于得到纠正
。

更重要者
,

是可以将其成果扩展 出去的可能性
。

在他十分宽广的野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阿
·

彭克的学识势必是渊博 而 开 放
。

此

外
,

他于新发展
,

一直具有敏锐的感觉
,

这于开拓未来是重要的
。

即使他的精力不足以研究

所存这些新发展
,

但他深知它们
,

这种精神直到他晚年而不衰
,

并竭其所能来启发旁人
。

阿
7

彭克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他的逻辑一致性
,

无与伦比
,

因此
,

使观察成为地理学

特别是地貌学的基础
。

他的学生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点
,

他们指出了特别是他的旅行所发

生的影响
。

贝尔曼% ∀ % !
,

∀ # !
,

克雷布斯 ∀ % !一% ∀和 ∀ # ≅一 # ∀
,

路易斯 ∀ !  ( ,
/Φ !  5 Ε

斯普雷瑟 = ! 一∃
。

如果时至今日
,

德国的地貌学界仍重视观察
,

而于理论概念则反应不大
,

这主要归

因于阿
·

彭克
,

虽然帕萨格也有较小的影响
。

这确是德国的时代精神
,

即如像赫特纳那

样的方法论者亦未能免
。

这种工作方法终于导致了气候的和气候发生的地貌学的产生
。

这由居里乌斯
7

布台尔来完成
,

他是布吕克纳和彭克二人的学生
,

为此他 已建立了一个

系统 布台尔 ∀ 8 8 ,

概论∃
。

在明了这一过程之后
,

就可理解在德国并没有很好接受瓦
·

彭克 的
“

形 态 分 析
” 。

残余台阶 Ο ? − Μ Π Δ 0, Μ Δ ∃ 是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题 目
。

这点已为气候地貌学所吸收
,

它作出了下列各点
Η
夷平面 Ο ? − 1“ 缸6 “)∃ 产生于热带湿润气候之下

。

在中欧
,

它



解尸兮犷 竺赞

们是一残遗形态
。

照这一方式
,

它们就成为各别几代的地形起伏的衍生物的重要证搪
。

如果山顶平面按一级高于一级
,

状似梯级形态来排列
,

这就表示间歇性的抬升
。

有了这

种观点
,

瓦
·

彭克的推导便被放弃了
。

这就不可能把阶梯和急流的起源理解为连续过程

的一部分
,

山顶平面究竟发生于海平面的地方还是它们能够发育于较高高程处的问题
,

这就不可能得到一致
。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
,

很少考虑到彭克的思想
。

瓦
·

彭克关于坡度发育的概念更少为气候地貌学派所接受
。

这些思想的进 一 步 发

展
,

例如巴克 ∗ ( 3 3 , + ∃ 和勒
·

厄 Θ , ∋ , ?
Ξ∃ 二人的思想亦被完全忽视

。

摩尔顿逊

Α 9 + 0, ) Δ , )∃ ∀ ≅= ∃ 将剥蚀基坡的起源限制于高山地区
。

研究的一般过程是 发 生于

坡面上的
。

坡度的形态除细分为阶地以外很少为人注意
。

必须指 出
,

瓦
·

彭克的思想是

有启发性的
。

在德国的地貌学之中
,

它们虽被讨论
, 但影响几乎并不长存

。

为何瓦
·

彭克的著作至 ∀ ! &年仍在译为英语
,

并在 ∀ 8 %年再版
,

这对德国人说来是

难以理解的
。

在英语的地貌学参考书以及坡度研究的著作中
,

他被广泛地引证
。

在 ,’ϑΗ 也

貌类型发育的理论
”
编者梅尔霍恩和佛里马尔

, ∀ 8 !∃ 一书之中
,

在 ! 篇文章中有 # 篇

广泛地讨论彭克的思想
。

这件事可以他被视为
“
.

·

Α
·

台维斯的挑战者
” Ψ

·

恩格仑

∀ ! ≅ ∃ 来解释
。

∀ & ∀年
,

当台维斯去世之后不多年
,

曾举行过一次讨论瓦
·

彭克的座谈会

Ψ
·

恩格仑 ∀# = ∃
。

在打破过于刻板的侵蚀循环的模式上
,

瓦
·

彭克的概 念 确 出了一臂

之力
。

然他被广泛引用
,

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

有时还被误解
。

例如 Θ
·

Γ
·

金 Κ <) Φ ∃

的平行坡度后退说常被归诸于瓦
·

彭克
。

现在愈来愈清楚的是瓦
·

彭克系统的基本特征

并非完全不同于台维斯的
。

他的系统深深扎根于大地构造
,

正如地貌类型形成的区分因

素一样
。

他的概念确乎十分纯粹 见哈尔斯特德 ∋ ( /Δ 0, ( : ∀ ! # , 摩里 萨 瓦 Α 。 + <Δ ( ς (

∀ 8 !∃
。

瓦
·

彭克于英国地貌学的影响 日见衰落者明显地是由于愈来愈强调 过 程 的 原

故
。

将来
,

构造运动于地貌的作用能否在气候地貌学的基础上或是着重过程的地貌学再

度得到研究 Ζ 是否可能再回到瓦
·

彭克的概念上来Ζ

高泳源译自 《; , <0Δ , 6 + <Π0 Π位+ Ι , 9 − 9 + Μ 6 9 /2 Φ <,》

% 8卷第 % 期
,

∀  %年 ≅ 月

控制河道移动的水力要素

>
7

ϑ
7

希 金

希金 ∀ 8 # ∃
,

希金和南森 ∀ 8 ! ∃

曾经研究过自由曲流的形成
,

而且确认了

泥布里蒂斯
,

哥伦比亚的比顿河河道移动

具有明显的不连续过程的特定情况
。

比顿

河上曲流绳套包含的河漫摊的各个部分
,

由许多相带移动明显的泥沙沉积所组成
。

每个相带依次由初始阶段
,

增长阶段和突

然终止 阶段所组成
。

比顿河河漫滩上蜗壳状沙滩排列形势

真实地记录了河道移动不连续的类型 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