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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珍贵的地质大师合影
郑剑东

中国地震局地质硏究所

　 　 这是一张 １９４８ 年北京清华大学领导叶企荪教授和清华

大学地质系教师与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高平先生合影的照

片，十分珍贵，它见证了中国地质科学发展的艰辛的历程，如
今照片上所有的前辈都己故去，兹将他们作一介绍。

［照片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提供］ （下转第 １０２０ 页）

叶企荪（ １８９８～１９７７），上海市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

士，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
央硏究院院士（１９４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５），时任清

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高平（１９０９～ １９８５），浙江杭州市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

业，江西地质调查所所长（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４），贵州工学院副院长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时任北平地质调查所

所长。
袁复礼（１８９３ ～ １９８７），河北徐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地质硕士，著名地质、地貌和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

人之一，时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

孙云铸（１８９５ ～ １９７９），江苏高邮人，德国哈勒大学哲学

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５），著名古生物学家，中国古

生物学会理亊长，国际古生物学会副理亊长，时任北京大学

地质系主任。
冯景兰（１８９５ ～ １９７６），河南唐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地质学硕士，著名地质、矿床和地貌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１９５７），其兄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张席禔（１８９８～１９６６）， 河北定县人， 奧地利维也纳大学

哲学博士， 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 化石功能形态专家， 北京

地质学院副院长。
王炳章（１８９９ ～ １９７０），河北梁泽人，北京大学地质系毕

业，著名地质、矿物学家，北京地质学院博物馆长，图书馆长。
孟宪民（１９００～１９６９）， 江苏武进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地质气象系硕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５）， 著名地质和

矿床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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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遵仪（１９０８～２００９）， 广东揭阳人，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８０）， 著名古生物、地质教育

家， 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委员会

（ＩＧＣＰ） 中方负责人。
徐仁（１９１０～ １９９２）， 安徽芜湖人， 清华大学地学系毕

业，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８０）， 著名古生物、孢粉学家，
中国孢粉学会理亊长， 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苏良赫（１９１４～２００７）， 天津市人， 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

士， 著名地质、岩石和工艺岩石学家， 中国硅酸塩专业委员

会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博物馆馆长。
清华大学地质系前身是 １９２６ 年成立的地理系，主任是

翁文灏（兼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１９３３ 年该系袁复礼教

授参加和组织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 《 Ｓｉｎｏ—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胜利

归来，成绩卓著，由翁文灏推荐被任命清华大学教授兼地学

系主任一直到 １９５２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其间抗战时

期在西南联大任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 袁老师上任后和翁

先生一起于 １９３３ 年将原地理系改为地学系，聘求著名学者

来系任教，先后在地质系任教的有冯景兰教授、杨遵仪教授、
池际尚教授等（郑剑东，２０１２）。 笔者于 １９５１ 年考入清华大

学地质学系，当时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叶企荪，副主

任是周培源，地质系主任是袁复礼。 开学的第一节课是《普
通地质学》，授课老师是池际尚教授。 池先生当时怀有身孕

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池先生抗战

时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由物理学系转入地质学系，毕业后

去美国留学，１９５０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 其后池先生分

娩，由杨遵仪教授继续为我们讲授《普通地质学》。 池先生

１９８０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学部委员。 当时《普通地质学》
教学的助教是杜精南、杨义和曹添先生，他们都是学识广博

而留校的老师。 特别是杜精南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

质学系，当时在昆明找不到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山东老家种

地去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地质学系把他请回来任教，杜先生

其后一直在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地质职工大学教授普通地

质学，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于 ２００６ 年逝世，享年 ９２ 岁。
客观地说当时清华大学地质系的教学条件是十分简陋

的，地质系设在图书馆 ３、４ 楼，没有系馆，学生上课要去化学

馆、生物馆。 但是地质系拥有多位大师級的教师如冯景兰、
孟宪民、杨遵仪等，他们言传身教，培养了许多著名地质学

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师院士 ４０ 多人，如程裕琪

（１９３３ 届）、武衡（１９３７ 届）、池际尚（１９３９ 届）、涂光炽（１９４２
届）、常印佛（１９５２ 届）。 真所谓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

师之谓也。 １９５２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和唐山工学院的地质系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后
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四光提出北京大学要有地

质系（尹赞勋，１９８７）， １９５６ 年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
高平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１９３２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地质系，考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他和高振西、熊永先在河北薊

县合作完成了著名的我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剖面 （高平，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１９４４ 年任江西地质调查所所长，在江西、浙江、
安徽和广东进行多项地质调查，１９４３ 年主编 １：１００ 万江西省

质图，１９４５ 年去美国考察，１９４６ 年回国后任北平地质调查所

所长，李春昱任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是翁文灏手上的两员

地质大将。 １９４８ 年高平受翁文灏之托去清华大学考察，看望

地质系老师们，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孙云铸陪同考察，拍了

这张珍贵的照片。 解放后高平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发表

北京西山的深大断裂论文（高平，１９５７），我是 １９５６ 年当他授

课《普通地质学》的助教， 高先生组建北京西山工作室， 我

们多次去西山考察硏究地质构造。 １９５８ 年高平先生被划为

右派分子去贵州工学院工作，为贵州的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

教育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７９ 年落实政策后任贵州工学院副院长

和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贵州工学院地质系等，１９８６）。
特别值得一提，电影《无问西东》最后一个镜头是描写袁

复礼教授，影片介绍袁老师是清华大学名教授，我国著名地

质学家，在新疆发现多种龙骨化石，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今

年是叶企荪院士诞辰 １２０ 周年，叶先生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桃李滿天下，谨以此文以表对先生的思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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