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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文 江

潘云唐

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
,

字在君
, 1 8 8 7年

生于江苏泰兴
。

2 9 0 2年
,

他留学 日本
, 1 9 0 4

年转赴英国
, 1 9 1 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取得了

动物学与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
,

旋即经海防

回国
。

归国后
,

他先赴云南
、

贵州
、

湖南等

省进行地质考察
,

后到上海南洋 公 学 教 英

语
。

1 9 1 3年
,

他应邀赴北京接任北洋政府的

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同年
,

与章鸿钊

等一起筹办培训人才的
“
地质研究所

” 。

丁文

江在该所讲授
“

古生物学
” ,

并 带 领学生进

行野外实习
,

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了第

一批生力军
。

x g l s~ 1 9 1 4年
,

丁文江奉派赴山西
、

云

南进行地质调查
,

其中对滇东寒武系的研究

具开创性意义
。

1 9 1 6年
,

他任地质调查所所

长
, 1 9 2 0年又任龙烟煤矿公司董事

, 1 9 2 2年

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
,

任热河北票煤矿

公司总经理
。

丁早年考察山西 煤 矿 即有著

述
,

这次则专心从事煤矿地质 和 采 矿 的研

究
。

1 9 2 6年
,

他出任军阀孙传芳的
“

淞沪督

办公署
”
的总办

,

次年辞去该职
,

在家整理

《徐霞客游记 》 、

编篡 《徐 霞 客 年 谱》
。

1 9 2 8

年
,

丁文江又从事地质考察工作
,

在西南数

省获得了多方面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

尤其

是对贵州下石炭统的研究颇有建树
。

19 2 9年
,

他发表了 《中国造山运动 》一文
,

运用了丰富

的资料
,

论述了各家观点并加以分析论述
,

提出将中国造山运动分为加里东期
、

海西期

和燕山期
,

后者又分为三个亚期
。

19 3 1年
,

丁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
,

同年发表了

`丰宁系的分层 》一文
,

将贵州下石炭统 (即

“

丰宁系 ,’) 划分 了革老河组 (统 )
、

汤耙沟

组 (统 )
、

旧司组 (统 ) 和上司组 (统 )
,

一

直被地层学界沿用
。

19 3 3年
,

丁文江与葛利普
、

德 日进一同

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第 16 届
`

国 际地质学大

会
,

宣读了他们合写的两 篇 报告
: 《中国的

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 的 意义 》 、

《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 西 比与本薛文尼

二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 》 。

同年他与翁文颧
、

曾世英合编出版了 《中国分 省 新图》 及 《中华

民国新地图 》 (即
“

申报地图
”

)
,

长期以来

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
。

1 93 4年
,

丁文江任中

央研究院总干事
,

兼任中央大学地质系名誉

教授
。

丁文江逝世前 15 年内
,

一直任 《中 国 古

生物志 》 主编
,

领导编辑出版古 生 物学与古

人类学专著
,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生物学的

发展
,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

他还

在 《远东评论》第 6期上发表过 《云南东川府铜

矿 》一文
,

对东川一带地 形
、

地 质
、

矿 床 性

质
、

开采历史及如何改善行政管理
、

运用新

法采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
。

1 9 3 5年
,

丁文江去湖南考察煤田地质
。

1 9 3 6年 1月
,

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于长沙
,

终

年 4 9岁
。

他死后
,

黄汲清
、

尹赞勋等将他的

考察材料加以整理
,

编成们
.

文 江 先生地质

调查报告》 出版 ( 19 47 )
。

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

一
,

他在我国地质科学有关领域内的开创性

工作及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应该

予以肯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