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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地质研
究、矿产调查、创立地质学会、兴办地质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卓

越贡献。值此丁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缅怀地质先辈，是很有
意义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１　丁先生主要生平履历
丁文江，于１８８７年４月１３日生于江苏泰兴县黄桥镇，字

在君。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念，于 １９０２年留学日本，
１９０４年转赴英国留学，１９１１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取
得地质学和动物学双科毕业证书后回国。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南
洋中学教化学和西洋史，兼授地质学入门，编写《动物学》教

科书。１９１３年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佥事，职务是矿政司
地质科科长，倡导并实施建立地质调查所，为培养地质调查

人才而设立地质研究所，任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去正太铁路沿线调查地质，１９１４年只身前往昆
明，在滇东、黔西和川西南一带进行地质调查。１９１５年在地
质研究所讲授古生物学和地文学两门课程，是年春季和秋季

先后率学生赴山东和皖南、浙西作地质考察实习。这批学生

于１９１６年７月毕业后，１８人入地质调查局。１９１８年底与梁
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共７人赴欧考察，兼任中国出席巴黎
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１９１９年他推荐李四光到北大任教，同
年８～９月间去美国访问，聘请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去北大任教，并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工作。

１９２１年，丁文江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辞去地调所所
长改任地质调查所名誉所长，所务由翁文灏代理。１９２２年，
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２３人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丁
被选为首届评议会（理事会）评议员。丁文江在１９２５年冬辞
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１９２６年 ５月任淞沪商埠总办。
１９２９年春季，负责对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１９３１年，任北
大地质系研究教授，讲授《地质学通论》和《野外地质》等课

程。１９３３年，经过丁文江的策划、翁文灏设计、曾世英实施，
编制的《中国分省新图》出版，这是一本根据实测资料，采用

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的中国地图，是现今

中国地图的蓝本。１９３４年４月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过程中不幸煤气
中毒，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病逝。

丁文江除从事地质工作外，在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

人种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以及经济、军事、外交等方

面，都有相当的研究和独特贡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能阅读英、法、德、日、俄等文字的书籍，能说英、法、德三国

语言，英语尤为流利。黄汲清先生认为，“丁先生是我国第一

位地质科学教学机构首脑、第一位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一篇

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第一次填绘区域地质图的中国

人、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地质学家”（任纪舜，２０１４）等称谓，说
明了丁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但从地质调查领域

来看，笔者认为丁先生是我国区域地质调查的先驱。

２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始于何时
什么是区域地质调查，按现在的叫法，是对选定地区的

地质矿产情况进行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工作。所采用的工作

方法主要是野外实地勘查和观测研究，并将所获得的地质信

息填绘在地理底图上，按一定的格式记录下来。通常是按统

一的地形图国际分幅来进行填图。其比例尺大小反映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的精度。地质图、地质报告、图幅说明书和数

据库是区调成果的主要内容。当然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评

判中国地质事业起步阶段的区调工作。

那中国的区域地质调查究竟起步何时呢？近代科学起

源于西方，中国的区域地质调查晚于欧洲，最先在中国土地

上进行区域地质调查的是 Ｆ．Ｖ．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ｏｗ，Ｌ．Ｌｏｃｚｙ，Ｊ．
Ｄｅｐｒａｔ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进行区域地质制图是清朝直
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邝荣光１９０９年编制的《直隶地
质图》（图１）和《直隶矿产图》（１∶２５０万）。１９１０年夏，留学
日本的章鸿钊回国省亲，对其故乡作了地质调查，返校后书

写成《浙江杭属一带地质》的毕业论文（未发表），这是中国

人实地调查并撰写区域地质的第一篇论文。１９１１年丁先生
回国后，开启了中国人区域地质调查的新征程。

３　丁先生的区域地质调查阶段及特点
３．１　起步阶段（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

１９１１年丁先生毕业回国，没有赶回家乡，而是入滇作地
质考察。途中，丁文江参考武昌舆地学会出版的略图，“用指

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发现了“武昌舆

地学会的图，所有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新’中国地图，和

英、德、法、日文的百万分之一的图”（丁文江，２００８）都是错误
的，实际是依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图做蓝本的，贯通

云贵两省的一条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

现。而丁文江给纠正了。这充分体现了丁文江实事求是的

精神，表现了他的毅力、勇气和观察力。但“此次旅行期间所

作的地质记录是中国地质学家所作的这类工作之首创”（黄

汲清等，１９９３），为后来的正式地质调查做了准备。
１９１３年，丁文江与Ｆ．Ｓｏｌｇａｒ（梭尔格）、王锡宾调查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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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井陉煤田地质图（引自黄汲清等编《丁文江选集》）

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务，同年１２月底结束，这次调查采集了
大量矿石标本，测绘了一批地质图，初步搞清了石炭系煤田

的构造。另外丁文江还纠正了“太行山”这个名词，给它重新

下了定义，确定了它的范围，从河南的济源、沁阳，到河北的

阜平，山脉是南北向的，这是真正的太行山。他执笔的这次

工作成果报告书虽然篇幅不

很长，但具有开创性。这是中

国地质工作者第一份野外调

查报告，其中丁文江与梭尔格

填制的《井陉煤田地质图》是

中国现代公开发表的第一份

区域地质图（图２），加上后来
丁先生赴云南调查填制的《滇

东路线地质图》，开创了中国

人自己野外地质填绘中国地

质图的先河。这次调查标志

着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的开

启。

１９１４年２月，丁文江独身
一人从上海出发，去云南、四

川，对我国西南部做了一次大

规模的地质调查。在近一年

的实地勘查中，丁文江研究了

东川会理的铜矿、个旧的锡

矿、宜威一带的煤矿矿藏，进

行了大规模的路线地质填图，

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取得了

重要成果，一方面改正了法国

学者德普拉错误的地层划分，

另一方面建立了滇东地层的

基础，成为后来调查的根据。

这一时期的野外工作，丁

先生一人单干或者和两、三个

人一起工作，成果比较简单、

粗略。地质图上没有地形，只

见路线经过的河流、城镇、地

名、山名等。

３．２　组织开展阶段（１９１６
～１９２１年）
１９１６年，中国首批地质毕

业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拉

开了地质调查的序幕。丁文

江领导所里的成员开展的野

外调查工作数不胜数，足迹踏

遍中国大江南北。

丁文江和他的同仁调查

中国的矿产，重点是煤、铁。

１９１６年到 １９２１年五年间，地
质调查所新发现的铁矿就有１
亿多吨。他们对当时北方所

有重要煤矿都进行了调查，对

中国的煤铁储量有了比较科学的估计。如，１９１９年丁文江和
张景澄采用在正太铁路沿线调查的工作方法，对蔚县、广灵、

阳原三县的煤田进行了地质调查，测绘了地形地质图，表示

了石炭系煤层的分布。

１９１７年丁先生和他的得意门生叶良辅，在芜湖一带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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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北京西山地质图（引自叶良辅等《北京西山地质志》；正图外的内容位置本文有移动）

江流域开展野外工作，其地质报告是区域地质最重要报告之

一，记录较丰富，附有一幅全区地质图和若干小区的大比例

尺地质图。

１９２０年叶良辅等著的《北京西山地质志》出版，这是我
国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是地质研究所将要毕业的学生们所

获得的野外工作实际成果的总结报告，是在章鸿钊、丁文江、

翁文灏三位老师指导下完成。附图《北京西山地质图》是中

国人自测的第一幅１：１０万的地质图（图３）。
这一时期的实地地质调查填图，其比例尺虽不统一，但

比例尺已经很大。图中地形、地层绘制的很详细。另外地调

填图和前述一样，重点都是与国民经济生产相关的矿产结合

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但这时期更突出。

３．３　系统规模阶段（１９２２～１９３５年）
１９２１年辞去所长一职后，这一时期丁先生担任其他职

务，很少做野外调查方面工作。但依然关心并从事地质调查

和研究工作，在接任热河北票煤矿公司后，特意由地质调查

所对矿区进行了勘探，肯定了这个矿区很值得大力发展，他

和同乡刘厚生制订了重建矿山的计划，挽救了北票煤矿。

１９２８年到广西调查。１９２９年，他代拟调查计划，组织规
模庞大的地质调查队，有赵亚曾、黄汲清、曾世英、李春昱、谭

锡畴等成员，对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

这是他一生中最全面的一次地质考察，也是他最后一次大规

模的地质调查。他们从重庆出发经贵州到广西边境，而后回

到重庆，丁文江用极其严格的科学方法，对矿产资源进行了

大量调查，他率领地质队所填绘的２０万分之一的详细地质
图，对地层进行一丝不苟的研究。这些成果以及大量的地质

剖面图，都在１９４７年的《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中出版。
后来黄汲清先生主持编制１４幅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时，
都曾充分利用了丁氏各种图件。

这次西南地质大调查，地质图成果精确程度大大提高，

图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调查队所用仪器配备更强。“每一

位地质成员，连丁在内，都携带有：地质罗盘１个，干气压计１
个，沸点温度仪１套（全队），双筒望远镜１个，手携扩大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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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槌１个（全队），钢钎若干个（全队），皮尺数个（全队），
小钢卷尺１个，绘图板及附件１套（全队）。……用计步法测
距离，用罗盘定方位……”（黄汲清等，１９９３），当时地质工作
装备相当齐全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质工作三大件。还创造

了“丁文江测绘法”测算经纬度。

上述内容主要是丁先生的一些区调方面的经历和贡献，

所做的地质填图为非标准分幅，以年代地层为主，重点是以

重要矿产为目标的专题性地质矿产图。这些工作并不能反

映丁先生全面的地质调查历程，但丁先生的调查在中国地质

事业的起步阶段已具备现代意义区域调查的情形，从区调的

工作方法及地质图、报告等成果要素看，丁先生是在我国本

土野外开展区域地质调查的第一位中国人。

４　结语
地质工作最重实践调查，丁先生在工作中坚持“登山必

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精神，使地调所里形成吃苦耐

劳、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为后人所传承，并且他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反驳了德人李希霍芬对中国人的断言“中国学者只知

安坐室内不能吃苦登山，所以他种科学或能发达，惟有地质

学中国人决不能做”。正如黄汲清先生所说，丁先生“素来主

张实地调查，故曾经他考查过的区域甚广。……但是他对于

出版报告，十二分慎重。所以他已曾发表的地质论文，比较

不多，恐怕还不及实地工作之十分之一”。也反映了丁先生

实事求是的精神。

以丁先生为代表的先驱在过去的地调百年中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财富，纪念地质先驱丁文江先生就是要传承他的

科学爱国、开拓创新、实践拼搏精神，激励我们后辈弘扬地质

优良传统，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履行好我们

的担当责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新的地调百年征程中，

积极响应党中央“向地球深部进军”号令，切实贯彻国土资源

部“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重大决

策部署，为谱写中国地质调查事业新篇章，实现“两个百年”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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