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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的贡献

及其科学史意义

曹希平
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１０００３４

内容提要：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章鸿钊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地质学期间，萌生了创立中国地质事业和

地质调查机构的设想，并将世界发达国家地质科研机构的情况介绍到中国。回国后，章鸿钊先生着手中国地质事

业起步的规划和地质调查机构的设计，并在规划实施阶段做出卓越的贡献。按照章鸿钊的思路创建的中国地质调

查所是中国现代科学起步阶段的里程碑。章鸿钊先生自幼国学功底深厚，在身体状况限制了野外地质调查的中年

和晚年时期，他专注地质与矿产方面的古籍考证和整理，并将考证结果与地质科学知识相结合，撰写了《石雅》、《古

矿录》、《三灵解》等一批论著。章鸿钊先生晚年提出了与燕山运动有别的自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的震旦运动。

关键词：章鸿钊；中国地质事业；中国地质调查所；规划；科学机构史

　　中国现代科学起步阶段，地质学是走在前列的

学科，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科研机

构”（张藜等，２０１４）。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中

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章鸿钊先生就是中国地质事

业起步的规划者和地质调查所的设计者。

１　地质学家章鸿钊

章鸿钊（１８７７～１９５１年），字演群、爱存（图１），

１８７７年出生于浙江吴兴（湖州），自幼国学功底深

厚。他１９０５年２８岁赴日本，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

预备班补习算学、英语、日语；１９０６年转入第三高等

学校；１９０９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地质专业，当

时的教授有小藤文次郎，横山又次郎等，皆为日本地

质学界的著名学者。１９１１年夏，３４岁的章鸿钊毕业

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返回上海。同年秋，他赴北京参

加清政府学部的第七次游学毕业试。１０月４日公

布成绩，章鸿钊与丁文江、李四光等５９名名列最优

等，章鸿钊、丁文江等“均著赏给格致科进士”（格致

一词为清朝末年对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总称），李四

光等“均著赏给工科进士”。

回国后，章鸿钊先后在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工

商部矿务司地质科、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农商部地质

调查局、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１９１１年后，章鸿钊

受聘在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讲授地质学课程，被

黄汲清称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教师”（黄汲清，

１９８８）。１９１２年他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兼任博

物系地质学、矿物学讲师，１９１９年秋被聘兼任北京

农业大学矿物学讲师，１９２１年秋被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聘请兼任博物系地质学、矿物学讲师。

１９２２年，章鸿钊召集一批地质工作者讨论并促

成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Ｔｉｎｇ，１９２２），德高望重的

章鸿钊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章鸿钊于１９３６年任故

宫博物院专门审查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６年，他受聘南

京国立编译馆，并于同年获中国地质学会葛利普奖

章。１９４９年，章鸿钊出任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并于１９５０年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

顾问。他１９５１年因病去世，享年７４岁。

章鸿钊从早年就重视野外地质调查，１９１２年提

出：“地学研究，尤重调查”（章鸿钊，１９１２ａ），曾完成

《黄龙洞生成观》、《中国杭州府邻区地质》（原文为

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ｏｆＨａｎＣｈｅｏｕＦｕ，Ｃｈｉｎａ）

等野外地质考察报告。１９２６年以后，章鸿钊因身体

原因不得不放弃野外调查工作，并于１９２８年辞去公

职，“当时人们几乎忘记了先生”（孙云铸，１９５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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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章鸿钊（据佚名，１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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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１９１６?）

管如此，章鸿钊坚持埋头地质学方面的文案工作，考

证古籍、整理资料，撰写了专业论著近百种，多数在

其生前发表、出版。

为普及地质知识，唤起大众对地质工作的重视，

章鸿钊通过考证古籍、翻译国外文献，撰写了一批地

质矿产类的论著和杂文，如《石雅》《石炭纪略》《中国

石油考略》《火山》《三灵解》《宝石说》（遗著）等。其

中，《三灵解》是中国最早以科学思维考证龙、凤、麒

麟原型起源的专著。章鸿钊编写多年并在１９２１年

由丁文江作序出版和１９２８年由翁文灏作序再版的

《石雅》是“读者对象较为广泛”（丁文江先生《序》中

原话）的知识普及类著作，这部４００多页的图书介绍

内容广泛，包括岩石、矿物、古生物、金属矿产、燃料

矿产、陨石、石器、青铜器、古钱币以及宝玉石。

章鸿钊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史研究者之一，著

有《中国古代之地质思想及近十年来地质调查事业

之经过》?《十五年来中国之地质研究》《中国地质学

发展小史》，这些论著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记录。

章鸿钊晚年在构造地质方面，提出有别于燕山

运动的自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的震旦运动。相关

论文有“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

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章鸿钊，１９３６ａ）、

“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

（章鸿钊，１９３６ｂ）、“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与其特

殊构造之成因解”（章鸿钊，１９４７ａ）、“就所谓震旦运

动及对于此之批评重加一省”（章鸿钊，１９４７ｂ）、“造

山运动于地史上象征同时之规范并其施于对比之效

率”（章鸿钊，１９５１）。另有讨论构造运动能量来源的

论文“从原子能推寻地史晚期地理与地质同时变迁

之源”（章鸿钊，１９４７ｃ）。

《古矿录》也是章鸿钊晚年的重要专业成果之

一。他收集我国古代自两汉以来各史书中有关矿产

地的材料，按照地区与矿种加以汇编，编撰了２６万

字的专著，初稿完成于１９３７年，经修订曾计划在

１９４８年以《中国分省历代矿产图录》的书名出版（据

谢家荣在１９４８年《地质论评》第１３卷第３～４期的

《书报述评》栏里介绍，章鸿钊在抗战期间撰写的十

卷本２０余万字的《中国分省历代矿产图录》“行将问

世”。），实际上直到１９５４年方作为遗著出版。章鸿

钊在矿床学方面还发表了“川盐之分布与震旦运动

之关系并关于滇盐与石油之一瞥”一文（半粟，

１９４０）。

２　地质事业与地质机构启动的规划设

计者

　　章鸿钊是筹划中国地质调查和现代地质学起步

的探路者。日本留学期间，章鸿钊读到日本地质调

查所所长井上禧之助在地质学杂志上介绍欧美各国

地质调查事业的文章，颇受启发。１９０９年，章鸿钊

将该文翻译成中文，并补述日本地质调查事业的发

展历程，完成“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一文。文

章介绍了有关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沿革及组织、成

立时间、经费状况、专业人员设置、职员薪金、野外工

作和室内工作的内容与安排、研究合作机构、图书馆

和陈列馆的设置以及地质图等出版物的编制情况，

“原期推动我国地质调查事业，俾为参考之助”（章鸿

钊，１９５０）。

１９０９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拟于１９１０

年创办专业期刊《地学杂志》，向远在日本的章鸿钊

约稿。“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连续在１９１０年、

１９１１年的４期《地学杂志》发表。遗憾的是，《地学

杂志》并未将其刊载完，遗失了包括章鸿钊增写的日

本地质调查事业等部分章节（章鸿钊，１９１０ａ，１９１０ｂ，

１９１１ａ，１９１１ｂ）。

４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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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年，章鸿钊加入中国地学会，后任干事部

长。中国地学会会刊《地学杂志》以报道中国的地理

与地质成果为宗旨，是我国最早的地学期刊。章鸿

钊是地学会的活跃人物，其早期论文多刊登于此。

为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事业，他１９１１年

以中国地学会会员的名义在《地学杂志》上发表“敬

告同志九则”一文，呼吁业内人士重视收集与地质工

作有关的基础资料和实物标本，包括地图和地理书

籍、矿山标本、古矿遗迹报道、山脉水道实勘描述、矿

物岩石标本、古生物标本、陨石标本、未经雕刻的宝

石、古人类石器和青铜器等（章鸿钊，１９１１ｃ）。

１９１２年初，章鸿钊应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农务

司司长陶昌善邀请，赴南京实业部任矿务司地质科

科长。任职地质科长后，他起草《南京实业部为筹办

地质调查征调各项咨文》，提出：“本部为筹办地质调

查事业”，商请“各省有专门研究地质学、矿物学、古

生物学及地形学，确已在专门学校毕业并于实地调

查积有经验者，应请取具履历送到部，以便甄别利

用”。同时要求各省报送新老地图和矿山图以及“各

省有关地质参考之品”及其产地，这些物品包括矿

石、煤炭、宝石、石材、岩盐、石油、古生物化石和陨铁

等（章鸿钊，１９１２ｂ）。

章鸿钊在南京担任地质科长期间，计划将地质

科改设地质调查所，并成立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地质

培训学校。但都未成功。他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３日中

国地质学会第一次常会演说时回忆了这段历史：“地

质是重调查的，所以鸿钊便主张改设地质调查所，却

没有许多可任调查的人员，所以又主张先办地质研

究所。计划还没实行，临时政府便于四月内撤销了”

（章鸿钊，１９２２ａ）。

１９１２年４月，民国政府迁北京。北京政府将实

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部。章鸿钊续任工商部矿务

司地质科科长。这一年，章鸿钊在《地学杂志》上连

载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章鸿钊，１９１２ｃ，１９１２ｄ）。

该文被瑞典来华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称为中国的

“国家系统地质调查规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２１）。章

鸿钊在文中首先分析了地质调查的特点，提出地质

调查工作是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科研工作，即“调

查地质有学理与实用两途”。文章还阐述了中国开

展地质调查的必要性和条件，并简要介绍欧美及日

本八个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编制、经

费等情况，供“参观而比拟之”。章鸿钊在文中疾呼：

世界上除少数孱弱不振的国家外，“无国无地质调查

局，无国无地质图，亦无国无地质报告书”（章鸿钊，

１９１２ｃ）。

章鸿钊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中设想并规

划了创立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几项主要内容，提出：

第一，“亟设局所”，即马上成立地质调查机构；第二，

“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第三，完善科研基础设

施，“于庶务课置图书馆与陈列馆各设专掌”（章鸿

钊，１９１２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论述了建立地质

调查组织机构的详细设想，细述了地质调查机构下

设各部门的名称和职能，并附“地质调查储才学校”

简章，讨论了学校的宗旨及教学、实习、考试、课程设

置等安排。章鸿钊的规划设想被后人称作“一个远

大的计划”（杨钟健，１９４７）。

章鸿钊任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期间，倡导

开办地质，但举步维艰，于是辞职，去农林部担任技

正。虽然离开了工商部，章鸿钊依旧牵挂着地质调

查事业的起步，与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就此一直

保持着联系。张轶欧于１９１９年记：“章君始与余同

官南京实业部，即以调查地质相期许，嗣虽分隶农、

工两部，而每事必咨，神未尝离”（张轶欧，１９１９）。

３　计划实施阶段的章鸿钊

章鸿钊１９１２年设想而未成的创立中国地质调

查事业的计划于次年在丁文江续任地质科长后主持

实施。章鸿钊是计划实施的主要参与者。

１９１２年冬，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邀请丁文

江前去地质科任职。１９１３年２月，丁文江始任该司

地质科长。张轶欧向丁文江介绍了章鸿钊通过成立

地质学校和地质调查机构来启动中国地质调查事业

的设想。丁文江１９１９年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文

江至，张君指其侧之一席曰：此君治公处也，君其安

之。余默然就席座。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

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

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

散值后余于张君有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

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已有成议

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

议设研究所，为育才计”（丁文江，１９１９）。随后，“丁

氏依照南京实业部的旧案，于民国二年借北京大学

地质学门旧址，设立一个地质研究所”（章鸿钊，

１９４０）。

１９１３年，丁文江根据章鸿钊的设想，首先在工

商部下设立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学校，并发布

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招生广告，在北京、上海、广东三

地招生。同时，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１９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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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调查所沿革事略》记述道：“调查地质虽归行

政系统，实属技术专门。无调查人员，则亦骈枝机关

耳，势必无一事可为。其时从海外专攻地质毕业归

国者，祗丁君文江、章君鸿钊二人。兹事体大，非一

二人之力所克举，固无疑者。先是章君鸿钊在南京

实业部时，即有筹设地质讲习所之议，以时绌，不果

行。民国二年，丁君文江商之矿务司司长张君轶欧，

呈准于工商部附设地质研究所，并改地质科为地质

调查所，一主培养人才，一主规划久远。以丁君文江

主调查所，章君鸿钊主研究所。盖二者实相辅而行

也”（佚名，１９２２ａ）。

从《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的“地质研

究所章程”可以看出，这所地质学校的入学资格、学

制、课程设置等，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前任科长章鸿钊

的储才学校简章，但提升了培养标准，学生卒业者为

技士，进地质调查所担任地质调查员（丁文江，

１９１３）。

地质研究所开班不久，丁文江于１９１３年１１月

同德国学者梭尔格（Ｄｒ．Ｆ．Ｓｏｌｇａｒ）赴太行山一带调

查，地质研究所遂由章鸿钊任所长。１９１４年，工商

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部长张謇认为地质研究

所是教育机构，应属教育部，准备予以解散。章鸿钊

上书强调，地质研究所不是为教学而教学，而是为今

后中国地质调查事业起步培养人才。经过力争，张

謇最后同意保留地质研究所“至该班学生毕业为止”

（章鸿钊，１９８７）。

１９１６年２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改称地质调查

局，章鸿钊在局内任地质股长兼编译股长。７月，地

质研究所学生毕业，入地质调查局工作。１０月，“地

质调查所章程”由大总统黎元洪批准，修订地质调查

局章程，恢复地质调查所的名称。１１月１日农商总

长签署部令，章鸿钊任地质调查所编译股长。同年，

以学员野外实习采集的地质标本为基础兴建了地质

调查所的地质矿产陈列馆（翁文灏，１９２５ａ），地质调

查所的三间图书室也具备了图书馆的雏形（翁文灏，

１９２５ｂ）。充实了地质人员又初步完善了科研基础

设施建设的地质调查所开始成规模地开展系统化、

有组织的地质调查工作，中国地质事业由奠基阶段

进入初期发展阶段。

对丁文江主持实现了自己关于开创中国地质调

查事业的设想，章鸿钊心存感激，于１９２２年讲到：

“我是偏于理想的，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

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地做起

了。这不但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

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章鸿钊，

１９２２ｂ）。又说：“要不是丁先生那样努力，后来那个

地质调查所，还不知道要迟到民国何年才成立

得起！”。

４　计划实施成果的早期辉煌及其科学

史意义

　　中国地质事业的起步与地质调查所的创立是中

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４１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起步于民国初期

世界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从

１５４３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１６８７年牛顿《自

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面世的一百年间，世界走过现代

科学的创始阶段。从那时起，中国开始断断续续引

进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和古希腊科学知识包括现代地

质学理论，走过三百多年的漫长历程（潘玉田等，

１９９９）。

随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兴起，中国

现代科学事业在民国初期诞生。蔡元培先生在

１９３６年英文发表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的科学研

究”（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一文中谈到这段历史：“严格地说，中国真正

进入现代科学研究阶段不过二十来年”（ＴｓａｉＹｕａｎ

ｐｅｉ，１９３６）。

４２　中国现代科学起步阶段，地质学是带头学科

地质调查工作在民国初期启动后很快就走在各

科学学科的前列。胡适１９２２年评价说：“中国学科

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

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又说，在科学研究方面，“地

质调查所里的地质学者，近年很出了些有价值的科

学著作……我们现在虽不能说这一班中国地质学者

在世界的地质研究上有什么创作的贡献，我们至少

可以说，他们整理中国的地质学知识，已经能使‘中

国地质学’成一门科学：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

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胡适，１９２２）。

地质学也是中国科学界最早赢得国际声誉的学

科。１９２２年，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翁文灏代表中国出

席有全球约５００位地质学家参加的第１３届国际地

质大会（ＨＭＡ，１９２２）（根据《外交公报》１９２３年第

２１期刊登的“附翁代表文灏参与万国地质学会第十

三届大会经过情形报告书”，参加大会的有政府代表

３１人、机构代表１４８人，到会会员３６１人，注册会员

总数为５００人），翁文灏作为第一著者与葛利普合写

的论文“中国石炭系”（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ａ）被评

６０５１



第５期 曹希平：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的贡献及其科学史意义

价为大会７篇重要论文之一（ＦｏｘＣｙｒｉｌ，１９３８），翁

文灏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自国际地质大会载誉归

来，中国科学社为翁文灏召开欢迎宴会，赞扬“中国

科学家受国际殊荣者，当以翁君为第一人”，随后的

报告会上，竺可桢也称：“翁君为中国学者得世界荣

誉之第一人”（佚名，１９２２ｂ）。

４３　引领带头学科并创造了中国现代科学早期辉

煌的科研机构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

构———地质调查所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地质调查所在区域地质

调查、矿产勘查及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矿

物岩石学、土壤学、地震学等方面成绩显赫。燕山运

动的发现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构造地质

学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名词为国际地质学界认可

和接受，沿用至今。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古人类

学研究成果和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更是赢得国

际学术界的赞誉并产生深远影响（图２）。科技界知

名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也曾在“科学大事”一栏对地质

调查所进行报道（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１９３８）。

图２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专柜展出的地质调查

所周口店古人类发掘成果（摄于２０１９年）

Ｆｉｇ．２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Ｍａ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ｏｔｏｔａｋｅｎｉｎ２０１９）

民国初年，雨后春笋般诞生了一批国家级科研

机构。１９１１年以前，全国几乎没有一个致力于推进

科学的机构，而到１９３５年１月，科研机构的数量飞

速增加到７３个。其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

３４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３９个。根据１９３６年教育

部统计室编印的《全国各学术机关团体一览表》和

１９３５年丁文江“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一文，成立最

早的科研机构是地质调查所（表１）（丁文江，１９３５；

教育部统计室，１９３６?）。

表１　１９３７年前成立的政府所属科研机关和主要私立科研机构

犜犪犫犾犲１　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狆狉犻狏犪狋犲犪犮犪犱犲犿犻犮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狊犫犲犳狅狉犲１９３７

机构名称 成立年份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政府） １９１２年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私立） １９２２年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私立） １９２２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政府） １９２８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私立） １９２８年

国立北平研究院（政府） １９２９年

中国西部科学院（私立） １９３０年

中央工业试验所（政府） １９３０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私立） １９３１年

中央农业实验所（政府） １９３２年

法医研究所（政府） １９３２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政府） １９３４年

中央棉产改进所（政府） １９３４年

注：地质调查所是由１９１２年成立的实业部及随后的工商部矿务司

地质科在１９１３年改制而成，１９１６年前因专业人员匮乏而未启动规

模化科研工作，所以丁文江、翁文灏等求真务实的地质前辈把工作

正式启动的１９１６年作为地质调查所成立年进行纪念。

　　１９３６年３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

生评价中国地质调查所“名副其实地享有中国第一

个科研机构的声誉”（ＴｓａｉＹｕａｎｐｅｉ，１９３６）。

４４　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调查所的开创具有重要

的科学史意义

　　科学史分期应依据科学事件，如世界科学史上

１５４３年的“哥白尼革命”。中国科学史的近现代部

分长期因缺乏标志性科学事件而一直沿用社会史分

期（张祖林，２００１）。

中国作为现代科学后发国家，判定其现代科学

起步时间的依据不是原创性科学成果和知识革命，

而是国人有组织、规模化、系统化科研工作在本土的

开展，即科研的本土化和体制化。

地质调查所作为第一个有组织开展规模化科研

活动的现代科研机构，其成立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也是重要的科学史分期标志。

从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１年，地质调查所因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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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变更曾在名称上先后冠以工商部、农商部、农矿

部、实业部、经济部（佚名，１９４１），但对外一直有一个

统一的完整名称———中国地质调查所（佚名，１９２７，

１９３１），英文名称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２１）。１９４１年，地质调查所定

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陈梦熊等，１９９６），英文名称

未变。

地质调查所原来下设的古人类学、土壤学等研

究部门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开创的

地震学、考古学等科研事业和图书馆、陈列馆这些科

研基础设施也一直发展壮大直到今天。

５　结语

章鸿钊为中国地质事业起步选择了一条与欧美

国家不同的科学体制化（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又译科学建制化，指从事科研的个体形成有组织、规

模化科研活动的过程）道路。他写道：“在欧洲各国，

最初往往由学会调查入手，及著有成效，政府乃专设

机关详订计划，以利进行。这种办法在中国缓不济

急，势难采用”（章鸿钊，１９４０）。经过对比斟酌，章鸿

钊选择了适合现代科学后发国家国情的日本模式，

即先成立政府机构、后成立专业学会的体制化模式

（李磊，２００６）。

中国现代科学起步之所以由地质学带头，前辈

开创的地质调查机构如此有生命力，会有很多值得

挖掘的原因。注重了解、学习科技先进国家的科学

体制并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体制化道路是因素

之一。

注　释

? 佚名．１９１６．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北京：京华印书局．

?１９２２年３月２日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常会上章鸿钊演说、袁复礼

英语译述的记录稿，发表在《地学杂志》１９２２年第２期上。该文

同时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题目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

史》．

? 教育部统计室．１９３６．全国各学术机关团体一览表．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ＪＧ．１９２１．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１（１）：４～１２．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１９２２ａ．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Ｊｕｌｙ

１９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１９２２ｂ．Ｔｈｅｗｅｌｃｏｍ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ｔｏＷｏｎｇＷｅｎｈａｏｂｙ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１０）：１１０５～１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１９２７．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ｕｎｅ１９２７：１～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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