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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湘雅医院因煤气中毒引起脑部血管出血等病症，医治无效而去世。
自从上年12月8日晚上他在衡阳煤气中毒，被送进医院以后，他的病情很快就惊动了北平、南京、长沙
等地的朋友们，成为人们心悬的一块阴影。
各地的亲朋好友密切关注他的病情的发展。
12月11日翁文灏赶赴衡阳，决定让丁文江转往长沙湘雅医院治疗；12月21日傅斯年赶到长沙湘雅医院
看望住院的丁文江，亲自与医生商量治疗方案；胡适则在北平通过电报持续了解病情发展，并与协和
医院联系协助治疗事宜。
关于丁文江的死因，除了煤气中毒这一诱因，医治不得力似也是一大原因。
此前，丁文江对生命的脆弱、环境的险恶和因为自己拼命工作、语锋太露可能遭到不测，似乎早有某
种预感，故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已立下遗嘱，安排了后事。
这样的做法，当时的确有点令人感到突兀。
但联系丁文江所处的环境，似乎又并不为奇，这是一个知识界频发事故的年代，不测的消息一个一个
传来，年青地质学者赵亚曾在四川考察时被土匪杀害(1929年)，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陨命(1931年)
，前任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办公室前(1933年)，刘半农在蒙古考察时染回归热病
身亡(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狙杀(1934年)，这些熟悉面孔的消失，似乎都在一
次又一次地提醒丁文江：生命是脆弱的。
丁文江已明显意识到这一点。
联想到自己家族成员的生命史过短，亲属中几乎没有活过五十岁的人，丁文江对生命的有限性不得不
有所准备。
然当事情真正发生时，人们的心灵不免产生一种震撼，毕竟他只有四十九岁，这样的年岁，正是一个
人的事业如日中天，大展宏图的好时机。
丁文江是偏信西医的，胡适说：“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
。
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
，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
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
”梁启超患病时，丁文江亦是力主送北京最有名的协和医院治疗，但与梁启超死在协和医院的结果一
样，西医亦未能挽救他本人的生命，他在中国南方最有名的西医医院：湘雅医院溘然离世。
他俩的死多少都有误诊的成分。
丁文江去世后，1月18日在中央研究院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会，政界显要和学界名流
，如蒋中正、蔡元培、王世杰、翁文灏、胡适等悉数参加，蔡元培主祭并亲致悼词。
丁文江生前工作过的机构和学会组织，如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地质学会等，
也举行了追悼活动。
按照丁文江本人的遗嘱，“死在那里，即葬在那里”，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他的好友翁文
灏、蒋梦麟、梅贻琦专程赶到长沙出席。
《独立评论》、《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等刊开辟纪念专号、专栏，纷纷发表悼念丁文
江的文章。
在国际上，《字林西报》发表(《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社论，《泰晤士报》发表史密斯先生(Grafton
E11iot Smith)的《丁文江博士：一个评价》)悼文，国联卫生组长拉西曼特自日内瓦电唁慰问丁夫人，
日本、美国、欧洲等地报刊亦迅即报道了丁文江去世的消息，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对一位中国科学家逝
世做出如此众多的报道。
国内外对丁文江去世所作的这种强烈反应说明，一方面大家对丁文江因追求科学事业而以身殉职深表
哀悼，一方面亦是承认丁文江为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文江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已赫然载人中国近代科技史。
丁文江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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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短暂的四十九年生涯中，他最大、最成功的事业是在地质学方面，“他的功绩特别是在实行野外
调查，在这一方面讲，他是中国地质学界惟一的人物”，对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尤详。
他创设地质调查所，经过严格、科学的管理，成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卓有成就的主要机构，并在极
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首创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地质研究所，不遗余力地训练、提携富有才华的青年地质学者。
国际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称誉丁文江的学术成就时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划其发展之途
径，丁文江博士实最大之功绩。
博士之姓名，在地质学上所占之位置，恐较其他任何学术方面更为重要。
”此外，他以现代科学眼光发掘十七世纪明代两大科学文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的科学价
值，表彰徐霞客、宋应星在人类科技史上的地位，使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在20世纪重新大放光彩。
他积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献(主要是壮族、彝族)，编辑《爨文丛刻》，是最早重视少数民族语
言文献研究的高级学者。
他对全国人种曾搜集最完备的材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拓者。
他撰写的《民国军事近纪》保存了民国前期军事编制的诸多史料，成为人们研究北洋政府时期军事历
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他主持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保存了大量梁启超的书札，是研究梁启超的主要参考文
献，也是近代人物年谱的经典之作。
他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独裁与民主论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要思想
家之一。
在近代中国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均极其恶劣的情形下，一个人物做出一项开拓性的成就已不容易，丁
文江能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这与他勤奋的工作精神和卓越的科研能力分不开。
丁文江遽然离世时，大家异口同声地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表示深深的惋惜。
胡适沉痛地说：“在君之死，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章鸿钊哀叹：“我真不解世界上有这样无穷的缺憾！
”“我听到了丁在君的死，我只有叹一声，人生只是一个缺憾而已！
”翁文灏感慨道：“在君先生的死是中国的大损失，‘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人才如此难得，像在君先生的人中国能有几个？
”陶孟和痛苦地表示：“在君的死，不待言，是我们国家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济悲泣地说：“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
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
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
”葛利普在悼文中称：“丁博士之遽尔长逝，科学界哀悼损失一个领袖，一个工作人员，一个主动之
力量。
博士之学生，博士之同事，与博士之朋友，又哀悼损失丁文江这个‘人’！
”杨钟健评价道：“他的死，不但是地质界的损失，学术界的损失，实是中国各方面的一个大损失。
”学术界这些重量级人物对丁文江的高度评价，突显出丁文江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地质界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
他的逝世使大家产生了一种失重感。
为纪念丁文江，中央研究院设立“丁文江奖金”，表彰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
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励那些在地质领域富有成就的地质工作者。
这些纪念奖的设立，实在是对一种丁文江式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的鼓励。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又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这是丁文江喜欢吟诵的诗句，胡适以为也是丁文江最适当的墓志铭，其实也是对“丁文江精神”最
好的诠释。
本书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所收纪念、追思文章大略分为六辑：第一辑为《独立评论》(第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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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l号)刊登的纪念文章。
第二辑为《地质论评》、《国闻周报》等刊登载的纪念文章。
另有两篇系在丁文江生前发表的介绍性文字，出自温源宁、林语堂之手，因有助人们了解时人的丁文
江印象，故予以收录。
第三辑为1950年代以后发表在台港地区报刊上纪念丁文江的文章。
第四辑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人发表的纪念丁文江的文章。
第五辑为丁文江逝世后出版的各种著作序言及其相关书评。
第六辑为评论丁文江的各种英文报道和文章，在处理这一辑时，我没有像许多编者那样将它们译成中
文，而是直接采用原文，一方面是为免读者搜索原作之苦，一方面也是希望引起学术界直接阅读外文
文献的兴趣。
书后附录《丁文江纪念、研究资料索引》，以为进一步了解、研究丁文江的读者提供文献资料索引。
本书所收文章绝大多数出自与丁文江有关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亲属之手，他们亲身感受丁文江的教
诲，对先生的为人处世、治学精神有着直接的了解；少数几篇文章的作者与丁文江虽无一面之缘，但
其文引用的档案材料，亦可谓直接史料，对理解、研究丁文江极有价值。
追忆、纪念丁文江的文字并不限现在所收文章，有些文字因时间已长，记忆与事实明显差误，故未予
收录。
将有关纪念、研究丁文江的文字编辑成集，现已有数种：《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年版)、朱传誉编《T3C江传记资料》(3册，影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泰兴
文史资料: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第4辑，1987年4月版)、王鸿桢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
期史:纪念丁文江100周年章鸿钊110周年诞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雷启立编《丁文江印象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今年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缅怀先生的学术业绩和科学精神，我们再一次编辑了这本《丁文江
先生学行录》，收文数量有较大篇幅增加，其意在于传承“丁文江精神”：一种为中国科学事业而献
身的奋斗精神！
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助于人们对丁文江先生学行和交谊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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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中国地质学开山鼻祖。
是近代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科学家。
在他短暂的四十九年生涯中，他最大、最成功的事业是在地质学方面，在实行野外调查，他是中国早
期地质学界惟一的人物。
他创设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培养、提携了许多地质学者，并成为中
国近代地质事业卓有成就的研究机构，获得世界声誉。

今年适值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写的这本学行录，将他人回忆丁
文江先生的文章汇总在一起，不仅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丁文江一生的学习、工作以及在地质学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而且还可以知道早期地质学研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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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哲生，男，1962年5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教授。
学位或学历：博士。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民国学术史，近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担任本科教学：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文化学概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史料及文献
选读。
主要著作：《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书信集》（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主编《傅斯年全集》（七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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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辑丁在君这个人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悼丁在君先生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丁在
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追忆在君怀丁在君丁在君先生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亡弟在君童年轶
事追忆录我的二哥文江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编辑后记丁在君一个人物的几片
光影丁在君先生治疗经过报告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谭家山潭昭煤矿公司情形记丁在君先生讲演留
声片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谁送给丁文江先生五千元?留学时代的丁在君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
忆丁在君先生之遗嘱第二辑丁文江追悼会致词追悼丁在君先生丁文江与中国地理学丁文江博士丁文江
在上海记丁文江《嘲竹》诗追念丁在君先生（诗）哭丁师（诗）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追念丁师在
君先生《丁文江先生纪念号》编后悼丁在君先生悼在君二哥丁氏纪念基金消息本会北平分会与北京大
学地质系及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联合举行丁文江先生周年公祭纪事丁文江先生传丁在君先生逝世五周
年纪念会追忆丁在君先生（诗）第三辑《丁文江传记》初稿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哭丁在君丁文江与
中央研究院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之贡献我和在君我所记得的丁在君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
甲编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忆丁文江先生丁文江先生最后
遗墨之一纪念丁在君先生丁文江、黄郛与大上海在君先生行谊丁文江与史语所第四辑关于丁文江我所
知道的丁文江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丁文江——二十世纪的徐霞客追忆丁文江先生两三事怀念
丁文江先生我所敬佩的老师丁文江先生忆丁文江先生二三事忆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与北大地质系丁文江
与湖南回忆丁文江先生怀念丁文江伯父纪念伯父丁文江纪念丁文江先生百年诞辰贵在奉献缅怀忠于发
展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丁文江先生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追忆川广铁道考察和《申报地
图》编绘丁文江的贵州地质调查和对地层研究的贡献丁文江与中国煤田地质学丁文江和商务印书馆第
五辑《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序《梁启
超年谱长编》前言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见丁文江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丁文江编本
读后感《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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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丁在君这个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伟大的文章，只有在君
当得起这样一篇好文章。
孟真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
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
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
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误会。
在君是主观很强的人，不过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说他“抹杀私意”，“抹杀个人的利害”。
意志坚强的人都不能没有主观，但主观是和私意私利绝不相同的。
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个绰号，叫做theconclusionist，可译做“一个结论家”。
这就是说，在君遇事总有他的“结论”，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结论”。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结论”多少总带点主观的成分，意志力强的人带的主观成分也往往比较一般人
要多些。
这全靠理智的训练深浅来调剂。
在君的主观见解是很强的，不过他受的科学训练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关节目上终不愧是一个
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而他的意志的坚强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决心去行，所以
成为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
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
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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