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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百年纪念】

20 世纪初，近代地质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初

期，在中国开展地质与矿产资源调查的几乎全是外

国专家，系统接受过近代地质学知识的也仅为少数

留洋学生。191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所属的地质研

究所成立，标志着地质科学开始在中国实现本土

化。地质研究所是中国第一所专业的地质人才培

养机构，它创办于1913年，1916年即停办，历时仅3

年，但却在中国地质教育史和地质科学史占据了重

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系统传授近代地质学知识的

开端，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的摇篮。

地质研究所于 1916 年 7 月 14 日举行结业典

礼，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由此诞

生，正如翁文灏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的绪言

中所说：“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

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从地质研究所毕

业的首批 22位学生中，有 18位留在地质调查所工

作，俗称中国地质的“十八罗汉”[1]。因为有这些优

秀毕业生的加入，地质调查所真正开始了有规模的

科学研究和地质调查工作，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

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日”[2]，中国地质

调查拉开百年大幕。

中国首批地质毕业生在地质研究所学习期间，

完成了多份实习报告，既有中文报告也有英文报

告。这些报告是中国培养地质人才第一次形成的

实习报告和最早的毕业论文，是现存仅有的珍贵史

料，现被良好完整地保存在全国地质资料馆内。报

告中的字迹工整清晰，图件绘制精美，详细记录学

生们野外实习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除此之外，报

告中还原貌呈现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先

生的大量批注与评价。透过这些珍贵的百年实习

报告，我们看到了地质先辈为开创中国地质事业奋

斗的足迹，更深刻的感受到地质先辈们科学严谨缜

密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 地质术语的科学命名

近代中国的地质科学是从外国输入的，因此对

于中文的地质科学名词选用在最初未达成共识并

且很容易被误用。但翁文灏认为，中文地质科学名

词可以采用日用汉名，因日本人也是尽心考证沿用

我国旧名而得，科学名词要保证其科学性和互通

性，以便不同语言也可“互相阅看，交换知识，促动

进步”[3]。因此三位宗师除采用已有的日用汉名外，

对日本还没有的中文译名也进行了科学地翻译。

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过程中，三位宗师特别注重对

地质术语的科学命名，对于学生实习报告中的不规

则命名及时指出，并详细科学地进行解释，使学生

能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地质研究所在结业时，章鸿钊和翁文灏两位先

生将师生们历年所作的地质调查报告等汇集成册，

印制了《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是中国最早

的地质刊物，对于书中所用的地质术语名词，两位

老师也是根据上述原则进行编写的[3]。

在叶良辅的毕业报告《门头沟附近地质报告》

正文等19、20页中（图1），叶良辅使用了“红砂岩”一

词，章鸿钊在旁批注到“红砂岩名称不妥，颇易误

会”，“ 以其最红，此色亦甚淡，大多数则黏结物亦无

红色也，作者心中或有开平之红砂岩及山东之新泰

地层在，然此两处之红砂岩其性质形状为与西山的

煤间之砂岩近略，未可以一概论”（图1）。

在朱庭祜实习报告《河北宛平怀来县间地质实

习报告》（图 2）正文第 4页（图 2）中，朱庭祜描述调

查区域的岩石并称为“水晶岩”，章鸿钊纠正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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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岩”：“ 水晶专指莹澈而结晶良者言，不然者称

石英，古时只为此分别，水晶岩当称为石英岩”；在

第12、13页（图2）中，朱庭祜将调查区域的地层称为

“大秦纪”，章鸿钊批注到“职方外纪以如德亚为大

秦，唐书称拂菻即大秦，实即今之小亚细亚土耳其

地域，海国图志以意大利亚为大秦，则失之稍远要

之，均不能用之于我国者也”，“佛书称东方为震旦，

即指我国而言，其名甚古，其字义甚佳，故宜以震旦

层名之，大秦两字断不能用，此纪为生物萌动之始，犹

之日之方始，谓之旦也，故字为震旦层，名与义合，地

亦与名合也”；在第32页（图2）中，称为“黑花岗岩”，

章鸿钊再次指出“花岗岩之分不过在石英多少之间，

故定名时须留意，勿以花岗岩偶有一石英少之标本即

名之为黑花岗岩”，错误的岩石类型也及时指出“片麻

岩不能称为侵入岩”（图2）。从批注中我们也可以清

楚地了解到“震旦层”的来源，同时也深深地敬佩于三

位老师博学多才与通古晓今。“震旦”一词虽来源于传

统佛书，但具有科学性，经此解释后，深觉贴切。

2 报告内容的简洁表述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三位老师一方面接受

过传统儒家学说的熏陶，恪守优秀的思想传统，另

一方面出国留学又受到过西方新知识的系统训练，

形成了现代科学的思维理念。他们注重培养学生

科学的思维与研究方法，反对科学研究舍本逐末、

故弄玄虚，这首先体现在三位老师对良好文风的重

视。丁文江在制定地质研究所的相关章程时，主题

明确，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翁文灏坚持

地质调查工作要“不务高深耸听，但求切实可行”，

他曾以地理学为例，抨击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地理

学就是“从天、地、人三元过去、现在、将来的现象

中，求他们的相互关系。但是要探求相互的关系仍

必须先知道各个的真相，而且我最不赞成把明白的

事情反弄成玄妙的名辞，还说是高深的学理”[4]。

在实习报告中，对于学生们的空言赘语，老师

们也是直接指出，并且用词严厉。在卢祖荫的实习

报告《碧云寺及潭柘寺地质报告》正文第14、15页（图

3）中，卢祖荫以设问句式描述了调查地煤层、辉绿岩

的高差变化，章鸿钊直截了当地指出“何必浪费许多

笔墨”，“又浪费”（图3）。

在马秉铎的实习报告《西山碧云寺一带地质实

习报告》的正文第16、17页（图4）中，马秉铎将第三

章列为“结论”，丁文江在旁批注道“地质报告并无

另立结论一章之必要，所有关于地层及构造之结论

均已详见前章，读者自能记忆区区数张之小报告，

更无必要另作节略，若无特别比较推论，而惟多言，

图1 叶良辅《门头沟附近地质报告》（1915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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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知之。海相陆相等等以填满，此（结论）殊觉

无谓，实习报告尚可，如此，将来独立研究自作报告

时，此等闲文省去为妙”（图4）。

3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位老师努力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于

地质科学——这门以野外实地调查与实践为基础

的学科，要从事实出发，到野外去，用自己的眼睛和

双手去获得自然中实物与现象，善于发现世间万物

的各种联系，经过科学地比较分析后，总结归纳，得

出规律。翁文灏认为“要知自然界事物之真相，我

们只能从实际上观察得来，决不能从吾们脑子里冥

想胡造。关在门里的哲学家，对于自然界的智识，

决不能会有进步的”[5]。三位老师也是身体力行，在

带领学生出野外实习前，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对

计划实习的地方自己都已十分熟悉，如果不了解情

图2 朱庭祜《河北宛平怀来县间地质实习报告》（1915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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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三位老师会亲自先去一趟了解情况后再带学生

去实习，丁文江认为“在我国地质工作开始实行的

时候，一切基础知识，尚未取得，我们负初期开创的

责任，必须高瞻远瞩，认清全盘形势，等到基础打定

之后，才可就关键地方，做小范围的精细工作”[3]。

在赵汝钧的实习报告《泰安地质实习报告》正

文第 12页（图 5）中，赵汝钧描述研究区域的石灰岩

与威利司（Baily Willis，美国地质学者）所述一样，章

鸿钊批注道“引用一书当先取大意读之，任凭臆想终

有错误”；文末第28页（图5），章鸿钊再次批语“凡遇解

决问题，或详证博引后抒学说，或意存疑不说以待研

究，若如此轻轻说过，毫无理由加此臆断杜撰之，结论

殊非科学著述之本色”（图5）。

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一

百年前，地质先辈们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顽

强毅力，肩负起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重任，成为中

国地质事业的中流砥柱，开启中国人自己有计

划、系统全面的地质调查与研究新时代，取得了

图4 马秉铎《西山碧云寺一带地质实习报告》（1915年）节选

图3 卢祖荫《碧云寺及潭柘寺地质报告》（1915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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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开创性奠基性的成果，为中国早期的地调事业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又一个地调百年的新

起点上，百年实习报告，传递给青年地质工作者的严

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

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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