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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录中第二章第三条子目录中第一个字打不出来
目录中第三章第四条子目录中同样的字打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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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石炭二迭纪地层科的产生华北第四纪冰川遗迹女师大风潮地壳运动之主因第三章 南下紫金山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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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建立桂林科学实验馆西南第四纪冰川广西台地构造考察南岭东段朱森之死初
创地质力学一江春水向东流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第五章 新中国岁月新的起点抗美援朝先行行业西北
旋卷构造神圣追求第六章 一面旗帜甩掉贫油帽子战略突破《地质力学概论》出版支援大三线在邢台地
震中最后时刻李四光年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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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四光绘声绘色地讲着，大礼堂里不时爆发出笑声。
“居维叶的灾变论认为，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灾难，每一次灾难的发生，世界的景象都发生
巨大的改变。
他还指出了洪水灾害导致了地球上的生物大批死亡。
这种说法得到了宗教的支持，但是它在与赖尔的均变论的论战中渐渐处于下风，最后被取代。
这一时期的地质科学研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的论点在交锋，各种思想的火花在碰撞
，汇成绚丽的科学奇观。
它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些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李四光说，“正是他们的独立见解和研究成果，才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今天的地质学。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依赖于前人，而不作自己的独立思考呢？
不是的。
就拿赖尔的均变论来说，地质学界无不认为这是研究地质发展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地球表面持
续不断发生缓慢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始至终一样的呢，还是到了一定时期就发生呢？
因为我们如果用这个理论推论，就会发现事实是不一样的。
任何地质时期的地质作有不总是相同的重复。
”　　会场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各机关团体和朱森生前好友及学生送来的挽词帐幔，一直延伸到大门
以外。
门上挂着横幅：朱子元（朱森先生的字）先生追悼会。
下面是重庆大学全体学生敬献的用松枝扎成的、有两人高的巨大的“奠”字。
礼堂内讲台上悬挂国民党党旗，下面是孙中山总理遗像，总理遗像下正中悬挂朱先生遗像，四周饰有
鲜花。
两侧是教育部长陈立夫、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以及中央大学校长顾盂余等人的挽联
。
在大门内的墙壁上，展出朱森生活、工作照片。
其中有朱森的家庭生活和在国内学校生活、以及在国外留学时到各国考察地质的照片。
这些照片，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朝气勃勃、永不疲倦的朱森。
　　“没有什么可争的，大庆油田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拿下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就够了。
”李四光说。
　　《地质力学概论》出版　　1959年1月。
青岛海滨。
李四光在沙滩上信步走着，秘书紧跟在身后，一步不离。
海滩上游人不多，还不到旅游季节，只有几个出海打鱼人在远处匆匆登上船，随着隆隆的马达声，不
一会儿就望不见踪影了。
远处的天际线已经分不清楚，海浪和白云从一处涌来，挟着风，带来一股清凉的咸味。
海鸥在头顶上盘旋着，嬉闹着，完全不理睬下面这两个人。
　　李四光和秘书无心欣赏早春大海的旖旎风光，他一边走，嘴里一边不停地说着什么，秘书手里拿
着一个小硬皮本子，紧张地记录着。
这是一种特殊的口述笔录的创作方式，李四光正在运用这种方式创作一部重要的地质理论著作——《
地质力学概论》。
　　这段时间，比在北京部里工作还紧张，尤其是秘书们，简直忙得团团转。
李四光不管在哪里，在公园，在海边，在大街上，甚至在乘车时，都要秘书紧紧跟着他，一字不落地
记录下他口述的文章。
他精神高度集中，常常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吃饭或是休息的时间，周围的事物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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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不了他的视野，影响不了他的思维。
他利用晚上或秘书吃饭休息的时间打好腹稿，构思好下次口述的提纲，等到秘书来到时，他马上就开
始讲。
　　秘书们很惊讶：“李部长，您记忆力怎么这样好，上次讲到哪里还记得那么清楚？
”　　“世界上的事就怕专心，只要把心思用在上面，就一定能做好。
”李四光笑笑，似回答，又似自言自语。
　　一个月后，第一稿八万多字整理出来了。
李四光将打印稿交地质力学研究所，请那里的同志们提提意见。
不久，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李四光集中到一起，再次修改补充。
　　这部书是李四光四十年来地质力学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和升华。
四十年来，地质力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研究中国北部石炭一二迭纪沉积物，
即蜒科开始，并由此发现了海进海退现象，进而对大陆运动的方向和动力来源建立了独创性的理论，
提出了著名的“大陆车阀说”。
第二阶段，李四光从宏观到微观，把主要精力用在区域性构造现象的研究上。
而这个转折点是从对“山字型构造”研究开始的。
除了山字型构造，还发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构造体系，东西褶皱带、多字型构造、交叉大断裂等，初
步发现了这些构造体系对矿产分布的控制作用。
到了三四十年代，地质力学在描述构造体系的特点上又前进了一步，进入弹性和弹性力学领域，对岩
石的力学性质和应力场进行分析，以解决构造体系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这　　以1945年他在重庆撰写
的《地质力学之基础和方法》为代表。
地质力学这个概念也在此时正式提出来了，以后，地质力学研究以构造体系概念为指导，经过修改、
补充和丰富，开始形成体系。
解放后，地质力学的发展呈现新的特点，即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生产服务，解决了国家建设中的许
多问题。
　　这个理论体系是宏大的，李四光总命题为“地质力学的方法和实践”，共分四篇，这部《地质力
学概论》作为第一篇概论，第二篇分析构造体系，第三篇介绍岩石力学性质和构造应力场，第四篇讲
地壳运动。
他打算先写第一篇，其余几篇等以后再写。
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行政领导工作的繁重，李四光没能写出后面的几篇。
在1965年他疾病缠身的时候，他还将这份提纲重新修改了一遍，可见他对这件事是多么牵挂。
　　《地质力学概论》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有关地质构造的若干概念述要；第二章，地质力学的
方法；第三章，当前地质力学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地质构造运动起源问题。
　　从四章的安排布局和篇幅看，李四光显然把第二章，即地质力学的方法作为全书的重点来论述。
这套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的方法，具体可分为七个步骤：一、鉴定每一种构造形迹或构造单元（结构
要素）的力学性质；二、辨别构造形迹的序次，按照序次查明同一断面力学性质可能转变的过程；三
、构造体系的存在和它们的范围；四、巨型构造带，鉴定构造型式；五、分析联合和复合的构造体系
；六、探讨岩石力学性质和各种类型的构造体系中应力活动方式；七、模型实验。
李四光强调了构造形迹的序次和级别，将以前多次阐述的构造体系，分为三大类型，即巨型纬向构造
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并给予详细分析。
　　李四光在第一章概括了传统地质构造学的主要概念，指出它们的缺点，在第三章提出了地质力学
有待解决的八个问题。
直到最后一章，他才开始讲地质构造运动的起源，其实这是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基础，属于一座大
厦的地基，应当放在第一章作为重点来讲，但是李四光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找原因呢？
当时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行各业对地质部门的需求很大，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要求地质学理
论紧密结合实际，并给予指导，所以李四光把地质力学理论的实践性放在了首位。
他多次指出地质力学理论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特别是煤田和油田地质方面应发挥的作用，以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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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强调实践指导性而损害了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尽管如此，《地质力学概论》仍使李四光几十年来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系统化完整化了。
　　3月中旬，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影响最大的科学杂志——《自然》的主编谢尔巴柯夫给李四光
写信，请他写一篇关于中国建国十年来地质工作发展情况的文稿。
　　李四光接到信后很高兴。
早在1925年9月，李四光就与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国发生联系了。
那时，他乘火车长途跋涉，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
那一次，他见到了许多苏联科学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并被选为全苏古生物学会的荣誉会员
。
也就是在那一次难忘的旅行中，他发现了乌拉尔山脉那个巨大的、横跨欧亚的山字型，为以后在地质
力学领域的开拓迈出了第一步。
30多年后回忆起这些往事，总是有股甜蜜的感觉。
　　两年前，苏联的一位科学工作者克列茨基撰写一篇学位论文，在查找文献时，发现有位中国学者
曾参加过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但是只知道这位中国学者姓李，不知道全名。
当时李四光在苏联科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了，他的《中国地质学》《旋卷构造》两部书被译成俄文在苏
联发行，他的名字被许多苏联人所知。
克列茨基想，要不就给李四光教授写封信询问一下，说不准他能知道这个人是谁。
于是，他就写信给李四光打听这件事。
也是无巧不成书，李四光接到信后笑了。
他给克列茨基前后写了两封信，详细介绍了参加那次大会的经过，畅谈了中苏两国科学家友好交往的
情况，如1927年中国大革命以前，中苏两国地质工作者互相交换学术著作，苏联的地质学家克里斯托
福维奇、巴尔活依等人还到中国来过，和中国地质工作　　者共同探讨地质学问题；30年代，在中央
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上，还介绍过苏联地质学家舍尼合道夫关于石炭纪地层的著作等等。
　　1958年6月20日，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选举李四光和郭沫若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所以在中国建国十周年前夕，谢尔巴柯夫要发一篇介绍中国地质学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李四光
。
　　李四光很重视这件事，他和地质部有关领导商量，然后安排和听取了有关业务单位的汇报，并搜
集了大量有关资料。
文章写完后，前后修改多次才定稿，题目定为《建国十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
　　文章在介绍了中国建国十年来地质工作基本情况后，提出了构造带控矿理论。
这是李四光在总结多年地质工作经验后，在寻找矿产资源方面的独创性理论。
李四光认为，在我国，重要矿区的分布，与第一级重要构造带基本上一致，并受其控制，其中有些矿
体和矿脉，是受第一级构造运动派生的次级和再次一级构造体系的控制。
而在两个或多个构造带交叉地区，往往有矿区密集的现象。
　　受到第一级构造体系控制的大区，可以分为五个地带：　　一是围绕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隆
起、凹陷的褶皱地带。
在这个构造带中可以寻找各种金属矿床、石油和有用盐类。
　　二是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的新华夏系构造带。
这个构造带的东北部已发现的石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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