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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湖南地质调查所

———献给《地质论评》创刊８０周年
童潜明

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０９／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９

　　１９５３年７月我小学毕业后为读初中，从湘乡偏远的农村
乘木帆船沿涟水而下，时经半月到达长沙市，投奔当时在解

放军第２２步兵学校理论大队当教官的大哥处，他当时住集
体宿舍无法安置我，就将我寄居在当时的上黎家坡３３号地
质调查所童文蔚先生家，复习功课准备小学升初中考试。文

蔚先生是我家的世交，原是一个贫苦农民，聪敏实诚，１９２６年
我祖父带他外出，介绍他到新成立的湖南地质调查所从

%

总

务工作。我住到文蔚先生家以后，结识了所里也在考初中的

子弟，如袁在枢先生的女儿、廖士范先生的妹妹、刘元镇先生

的儿子。我们除了一起复习功课外，还去陈列室，那些晶莹、

剔透、玲珑和璀璨的标本，使我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奥秘，同时

对地质有一种朦胧的向往。从此我与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结

下了不解之缘，当我１９５９年在紧邻地质调查所的长郡中学
高中毕业后，就以１、２、３、４志愿报考地质，结果以第一志愿
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１　湖南地质调查所变迁
１９２６年，北伐军攻克湖南后，建设新政。是年３月省政

府决议组建湖南地质调查所，员工１０人（湖南工业矿产志，
１９９４），所址设在长沙市南门口内西侧学院街上黎家坡 ３３
号。上黎家坡为一坡度约１０°左右的近东西向的宽不过４ｍ
的石板路街道，有两三家杂货踑和一家唐记旅馆。地质调查

所东边是一墙之隔的私立孔道中学（后归长郡中学），西边则

是比上黎家坡街道更窄宽不到２ｍ的南北向泉嘶井巷。地
质调查所正门面北，在上黎家坡街，内为两栋二层楼的红砖

木地板办公楼，其中有一栋有两间标本陈列室，办公楼之后

为平房，是职员、家属宿舍区。宿舍区由泉嘶井巷出进，门牌

号为泉嘶井１１号。泉嘶井巷原有古井，相传晚间井中发出
嘶鸣之声，故名泉嘶井。

现在，上黎家坡是一条长百余米，宽四、五米的东西向小

巷，从城南西路与黄兴南路步行街十字路口（原长沙城南门）

北行百余米找到学院巷，沿巷西行２００余米，右拐３０余米再
左拐即到。在上黎家坡巷的南侧有一大院就是原湖南地质

调查所的旧址（１９３８年门牌号是上黎家坡３３号），经几易其

主，现为长沙双剑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军进犯上海，危及南京，１１月中旬，民国
政府各机关奉命西迁。中央地质调查所２０余人在黄汲清先
生带领下，于１１月下旬经武汉至长沙，驻湖南地质调查内。
《地质论评》１９３７年第６期在此出刊。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杨钟健先生在此写下了《非常时期

之地质界》，１９３８年１月３１日，中国地质学会１９３８年年会在
些召开，其时，临时大学已西迁昆明，但有经济部地质调查

所、湖南、江西、河南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

同人与会，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杨钟健先生破例未作学

术报告，而是作了“我们应有的忏悔和努力”这一悲壮演讲，

他预言，“要征服一个已觉悟的国家，向上的民族，是不可能

的”！号召地质工作者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日救亡中（详见

《地质论评》网站的“推荐文献”专栏下）。

１９３８年春日军逼近武汉，湖南告急，７月中央地质调查
所迁往重庆；湖南地质调查所迁往湘西今洪江市黔城，物资、

设备及资料图书雇用船只由王晓青、童文蔚押解，从湘江入

洞庭湖，逆沅江而上，历时月余，安全到达黔城。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１１月至次年１月陆续返回长
沙，在“文夕大火”后的原址废墟上重建，即是我１９５３年所见
地质调查所面貌，员工２１人（湖南工业矿产志，１９９４）。
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地质调查所由人民

政府接管。

１９５０年６月改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
处第三地质调查所，员工２３人，设有色金属矿产、特种矿产、
煤铁矿产、岩石矿物、古生物等５个研究室，还有标本陈列
室、图书室、化验室、绘图室、切石磨片室（黎盛斯：“介绍湖南

地质调查所”．《科学通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３１日第二期）。
１９５２年９月地质调查所撤销，并入中南重工业部地质

局，所内设备包括陈列的标本都搬往汉口中南地质局，只留

有童文蔚和一个工友负责中南地质局在湖南进行地质勘察

的人员和设备的中转工作，以及管理几家野外地质人员的家

属。



１９５５年地质调查所全部搬出，成为地质部中南地质局长
沙子弟学校校舍。

１９５６年地质部中南地质局长沙子弟学校搬至南门外麻
元湾新址，原址房屋、地产划拨长沙市床单厂，现在是床单厂

家属宿舍区。

时至今日，当年地质调查所原址仍夹在泉嘶井巷和一座

学校（长郡集团的培粹中学）之间，原来的两层红砖楼房和宿

舍平房已经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三栋六层宿舍楼取

代。我几次入内寻找地质调查所的痕迹一无所有，好在泉嘶

井巷和上黎家坡街道除了路面的麻石（花岗岩）由水泥代替

外，尚无太多变化，但１９５３年我挑过水的泉嘶井巷的古井没
有了，墙仍在。当年这堵墙将地质调查所与泉嘶井巷隔开，

现在则是床单厂宿舍与泉嘶井巷隔开，原来只开了一个门，

现在有了三个门。

我不知道低矮陈旧的上黎家坡一带的房屋是否列为长

沙市棚户区改造计划，如一旦改造，这个在中国地质科学历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是培育中南地区地质英才的摇篮

就会荡然无存，再也找不到引起回忆的任何东西了。长沙市

是一座历史名城，地质调查所算不上古迹，自然不会保存，而

长沙市历史上某个时期建过功勋，尽管曾是反动派军阀的公

馆却被社会呼吁保存下来了，科学意义要大得多地质调查所

不能保存，作为湖南的老地质人只能无奈和深感遗憾而已。

第一排自左起：１—陆定晖，２—那先生，４—王晓青，５—田奇王隽，６—田夫人，７—刘基磐，９—刘祖彝，１０—刘国昌；第二?左起：３—刘

本瑞，８—赵纯英（文蔚先生夫人）；第三排左起：６—童六中（家叔父）；第４排左起：６—黎盛斯，７—童文蔚

２　湖南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专家概况
文蔚先生去世后，先生的遗物“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

第三地质调查所全体同仁１９５１年春节合影”照片，他的儿子
给了我。照片中的人除小孩外，成年人中只有９４岁家叔母
刘本瑞（广东地质局测绘大队绘图工程师）还活着，其余都去

世了，我经过访问和查阅资料，能辨认的有１３人。
照片中的员工我通过访问和查阅资料核对，技术专家有

田奇王隽、刘基磐、王晓青、刘祖彝、刘国昌、许道源、刘元镇、黎

盛斯、廖士范、周圣生、刘万熹、袁在枢，那 ××（满族）、童六
中，绘图员陆定晖。他们之中那先生是北京人，刘国昌是河

北人，其余都是湖南人，即使是河北人的刘国昌，其夫人也是

长沙市春华人。

以田奇王隽为首的地质专家大多数是国内外知名的地质

学家，是解放后中南地区地矿工作的开创者。

田奇王隽，张家界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１９２７年
翁文灏推荐到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历任调查主任、技正、主

任技正、代所长、所长等职。１９４８年冬，他与中共地下党联
系，表示要保护全所财产，迎接解放。１９４９年８月人民政府
委派继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应邀参加了１０月１日开国
大典的观礼。１９５２年任地质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
师。１９５５年调北京，历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
师，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全国地

层委员会委员，是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１９５９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４年当选为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田奇王隽是中国泥盆纪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著有《中

国石炭纪海百合化石》、《中国之泥盆纪》、《湖南泥盆纪腕足

类》等专著。

田奇王隽有子女７人，三子田开铭１９５０年长沙雅礼中学
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１９５３年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
留水文地质系，１９６２年是我的水文地质课老师。１９９７年他
应湖南煤炭局邀请，担任处理辰溪煤矿水文地质问题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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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王隽在地质调查所期间的全家福（紧靠其母站立者是田开铭）

组长，我是该组成员，有幸和老师去矿山考察，期间我还陪同

他去黔城瞻仰湖南地质调查所驻地原址，他对当年情景记忆

犹新，对他父亲一辈的老地质人在国难时期坚持湘西大山的

地质调查尤为敬佩，我想这大概是他子承父业的原动力。

笔者（左一）和田开铭（左三）等１９９７年考察辰溪煤矿

刘基磐，湖南桂阳人，１９１５年
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攻读地

质专业，１９１９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６年回湘筹
建湖南地质调查所，任所长，艰苦

创业，率全所人员测绘和编写《湖

南经济地质志》等书。解放后，任

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教授，著

有《湖南地质工作早期开展史略》

等专著。

王晓青，湘乡县人，１９２５年毕
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１９２８年春进
入湖南省地质调查所。１９３８年夏，
承担护送所里物资、工作用品等的

重任，安全到达黔城。１９４０年陪同
李四光一行在湘西南等地的地质

考察。１９５０年春在《新湖南日报》
上连续三天发表《湖南的地质》长

文，使刚刚建立的湖南

省人民政府了解全省矿

产资源情况；同年他作

为湖南省科技界 １２位
代表之一，到首都北京

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召

开的全国首届自然科学

工作省代表大会。１９５３
年被任命为常宁县水口

山铅锌矿勘探队队长。

１９５４年任中南地质局副
总工程师。１９５５年调北
京，任地质部矿产普查

委员会二级工程师。

１９５６年参与领导了全国
的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及

地质图件编制事业。

１９６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晓 青 于 １９２８年 至
１９５４年的２６年间，一直
从事湖南及邻区的地

质、矿产调查研究工作，

踏遍了几十个县的山山

水水，在桑植地区的调

查中发现了由泥盆系砂

岩构成的风景奇美的石

林，他是开辟张家界旅游区的先驱者之一。他调查了湖南及

其邻区２０多个矿种的上百个矿产地，编写了几十份地质、矿
产调查研究报告，编写了总结性的巨著 －《湖南铁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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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湖南锰矿志》（１９３５）、《湖南钨矿志》（１９３７）及《湖
南锑矿志》（１９３８），在地质界老一辈中被誉为“湖南通”。

刘祖彝，宁乡县人，１９２７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之后在
中央地质研究所工作，１９３３年到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１９４７
年后先后担任重庆大学地质系和成都地质学院教授，他除了

著有多种地质矿产研究报告外，还编写了《普通地质学》、

《岩石学》、《煤田地质学》、《金矿地质学》等教材。

除了上述几位年长的算我国第二代地质人以外，晚一代

的湖南地质调查所地质人，在新中
&

建立后都担任了地质部

门的要职。如刘国昌历任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系主任，西安地质学院副院长；刘元镇、黎盛斯、廖士

范分别是广西省、湖南省、贵州省的地质局总工程师；周圣生

是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童六中是广东地质局测

绘大队总工程师。

湖南地质调查所老一辈的地质专家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但也不能忘记那些普通员工，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文蔚先生，

他是１９２６年建立的湖南地质调查所１０个员工之一，一直工
作到１９５５年所址另作它用为止。他在所里搞总务，服务于
地质人员，对他们的需求事无巨细，都能力所能及地有求必

应。他出身贫农，历史清白，在这个或多或少有家庭、个人历

史问题的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质调查所，解放后他自然是人

民政府依靠的积极分子，但在包括文革时期内查外调在内的

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实是求事，从无诬陷不实之词，终生无

一官半职，但深受地质专家的敬重，无不称他是个好人。在

他退休以后居住在南门外回龙山两间干打垒的陋屋里，文革

期间将造反派要武斗的黎盛斯隐藏了三天直到风声过去；被

解放尚未安排工作的黄汲清、刘国昌、廖士范、刘元镇等都到

他的陋屋居住过，刘国昌就在他那里住了十来天，我从永州

４０９地质队回长沙去他家时还碰到了刘先生。

３　重走前辈地质调查之路
湖南地质调查所对湖南地质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５０年，成果报告图集正式出版约有６０种、油
印出版约有５０种、未出版稿本４０种（黎盛斯：“介绍湖南地
质调查所”．《科学通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３１日第二期）。这些成
果奠定了湖南以后地质矿产的勘查和研究之基础。到目前

为止，后人６０多年蓬勃发展的地矿工作证明他们所作的论
述是实在的。

３．１　以田奇王隽为首的地质调查所创名的
区域性地层单位名称都沿用至今

　　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８年，对湘中地区的第四系、第三系（现古
近系－新近系）、石炭系、泥盆系地层，在测制剖面时创名了
一系列区域性地层单位名称，有白沙井组、下湾踑组、壶天

群、梓门桥组、测水组、石磴子组、锡矿山组、岳麓山组、余田

桥组、云麓宫组、棋梓桥组、易家湾组、跳马涧组。这些地层

的命名地点多在长沙市到湘乡县（包括现在的湘乡市、双峰

县、和涟源市）官道旁侧，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１日到１３日我邀请
了《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栏目记者，重走前辈们地质调查时的

地层命名地方。从长沙市石燕湖１９３３年创名的泥盆系中统

“跳马涧组”开始，经湘乡市下湾踑１９３２年创名的第三系“下
湾踑组”、湘乡市棋梓桥镇１９３８年创名的泥盆系中统“棋梓
桥组”、湘乡市石磴子 １９３２年创名的石碳系下统“石磴子
组”，到湘乡市壶天镇１９３２年创名的石炭系中 －上统“壶天
群”。重走的这些地方的地层，对照后来完成的１：２０万区调
报告完全吻合，在１：５０万的湖南省地质图及《湖南省区域地
质志》（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８），上述地层单位名称都被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棋梓桥一带的石灰岩和壶天石灰

岩作为建材原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壶天灰岩含硅质太多，不

能用，棋梓桥灰岩好”。解放后１９５８年建了棋梓桥水泥厂，
后更名南方水泥厂，１９９５年有职工近万人。该厂退休人员张
爱兰老人说，厂里一直流传着在解放前有几个专家到这里调

查过。这几个专家是否是田奇王隽先生等人不好说，但当年

他们在这里工作过并判断石灰岩质量好有史可证，为以后建

立大型水泥企业奠定了基础，做了开创性的地勘工作。

３．２　第四纪冰川研究被发杨光大
１９４０年王晓青先生陪同李四光教授一行在湘西南等地

进行地质考察，后来李四光教授发表了《鄂西、川东、湘西、桂

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首次提出了湖南有第四纪冰川地

貌。受其影响我２００３年退休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利
用被聘为《潇湘晨报》湖湘地理顾问之机，到李四光教授及其

以后被认定为第四纪冰川地貌的地方考察，看到了“Ｕ”形
谷、漂砾、冰溜面刻痕、羊背石、冰臼等。２００４年我建议浏阳
大围山建立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公园，得到长沙市政府和省

国土资源厅重视，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运作，到２０１２年被批准为
国家级地质公园，被评为４Ａ级旅游区。

３．３　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的新突破
１９３８年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院士在衡东岭茶新

近系发现我国最早的始马类牙齿化石，命名为衡阳原古马，

从此成为哺乳动物化石重要研究地。１９７４年起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近 ２０次到此发掘研究，
１９７６年在该处发现了一左下颌骨前段，并保留有一齿槽的化
石，更名为衡阳原厚脊齿马。１９９４年发现了灵长类一个较完
整的头骨化石。２００２年初命名为“亚洲德氏猴”，以《中国始
新世早期真灵长类头骨化石》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２００４
年第一期。根据岭茶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在《中国区域年代

地层（地质年代）表》中建立了中国的下始新统“岭茶阶”和

“岭茶哺乳动物群”。

２０１３年我和 《潇湘晨报》湖湘地理记者、湖南地质博物
馆古生物研究人员先后两次到岭茶一带考察，落实国家需要

保护的重要化石产地。只是他们测制剖面发现化石的地方

或被修筑公路，或被建设房屋破坏掉了。

湖南地质调查所已是历史上一个名称，曾经的工作人员

只有个别人还活着，但是他们所做的事业是开创性的，经住

了历史的考验，奠定了湖南的地质基础，他们的爱国和敬业

精神，过硬的地质工作本领，永远值得后辈地质人记念、学习

和继承，唯如此我们的地质事业才能发展。

（章雨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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