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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始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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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创办是中国系统开展近代地质学教育之始，被

外国学者誉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该所培养了中国地质学界许多杰出人

才，为中国地质学发展奠定了第一基石。根据史料考证，该所是#%#$年-月在

北京、上海两地招生，共录取学生正选!-名、备选%名，于#"月#日开学。作者

还对#%#,年该所结业时，!!名学生每人的具体结果，以及翁文灏到所任教时间

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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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研究所是北洋政府时期农商部所属的地质学教育机构，虽其仅存在$年，只毕业

了一届学生，但却是中国自办近代地质学教育，系统传授近代地质学知识之始，是中国近

代地质学发展的摇篮，其对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

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关于地质研究所创办及其始末过程，乃

至毕业学生的数量等，现有的地质学史著述中，或失之粗略，或讹误相传。本文欲于此略

作考证，以补于万一。

! 创办

在#%#$年秋地质研究所正式开班授课前，中国系统接受近代地质学知识的只有少数

留洋学生。#%"%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曾在格致科中设地质学门，聘德国人梭

尔格（3()456）任教。留日回国的章鸿钊，也曾于#%##年在很短的时间内担任过该校地质

学讲师。当时地质学门仅有学生三人：邬有能、裘杰和王烈。王烈中途赴德留学。邬有

能、裘杰#%#$年毕业后［#］，北大地质学门也随之停办。但从邬、裘二人以后并未从事与地

质学相关的工作［!］，以及北京大学未再续办地质学门的情况来看，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

的举办，未能起到在中国系统传播近代地质学知识，培育地质学人才的作用。此外，清末

国内各地举办的一些新式学堂，特别是路矿类学堂中，也开设过一些地质学课程，然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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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学为主，且不足以称全面系统。故尔，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实为中国自办近代地质学教

育，系统传授近代地质学知识之始。

由政府创办一个专门的地质学教育机构，培养中国地质学专业人才，最早起议于留日

归国的章鸿钊。!"!#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一职，积极

倡导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并建议首先从“设立地质讲习所，以期造就调查人员”［$］着手。

他还起草了具体的章程及课程表。由于政治局势的转变，对开办地质讲习所一事，“当局

举棋不定，异论蜂起”［%］。章鸿钊借故他去，举办地质教育一事搁浅。

地质研究所的实际开办，是由丁文江一手完成的。!"!$年初，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地质学和动物学双科毕业的丁文江，接替章鸿钊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长。同章鸿

钊一样，他认为，欲发达国家实业，必先从事于地质调查。面对中国地质人才缺乏的现状，

丁文江认为：须先设立一个培养地质调查人才的教育机构，“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

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若干人”［&］，然后从第四年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国土地质

调查。与从事实际地质调查的地质调查所相对应，他为之定名为地质研究所。丁文江还

就开办地质研究所必需的经费、校舍、图书、仪器等，多方筹措，并完成了必要的政府公文

程序。地质研究所“一切图书仪器悉因北京大学地质科之旧，校舍即设于大学校预科旧

址”［$］。时任北大校长的，是工商部前任矿政司长、日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专业毕业的何

燏时，他对此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地质研究所章程》规定，“本所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

宗旨”，“招收中学校或相当之学校毕业且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研究所的学生不收

学费，但膳食费自理。需出外修学旅行时，旅行费由研究所负担。学生三年毕业后，“卒业

者得为技士，充地质调查员”。此外，还具体规定了课程的设置和考试办法等。［$］经过严

格的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于!"!$年秋，在设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内的地质研究所

事务所，“填具愿书”，开始了为期$年的学习。正如翁文灏所言，“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

校，从中国之师范，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

然而，有关地质研究所开办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地质研究所招生地点，录取学生数

量，以及具体开学日期等，一直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未解之谜。笔者爬梳史料，略加清理：

第一，地质研究所的学生，是工商部于!"!$年“’月!日在京、在沪分别招考”［(］的。

因招生工作仅在上述两地举行，故而学生的来源也主要集中在河北和江苏（包括上海）两

地，其中有些还是丁文江在南洋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有文章认为，地质研究所是“在上海、

北京、广州招生”［’］的。其依据大概是《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所附地质研究所

的招生广告。但这仅是丁文江最初的计划，据后来工商部所发录取通告，广州招生计划并

未执行，招生工作只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

第二，录取学生数量及开学时间。以往的地质学史著述，根据《地质研究所章程》的规

定，认为地质研究所共录取了$)名学生。实际并非如此。不错，丁文江所草拟《地质研究

所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初期招生$)名的计划。但是，经过文化知识考试及面试，实际共

有$(名学生榜上有名，最后确定正选#’名，备取"名。其中#’名正选为：徐乃鬯、叶良

辅、吴承洛、潘衡芬、吴肇桢、陈平云、周赞衡、耿调元、金铸、乐文照、刘季辰、谢家荣、李学

清、徐渊摩、徐韦曼、高孑黎、唐在勤、赵志新、王竹泉、赵汝钧、马秉铎、徐振楷、刘世才、仝

步瀛、王景祯、李捷、谭锡畴。"名备取是：祁锡祉、张蕙、陈树屏、张昱昌、佟敦朴、陈庶惠、

邢进元。［(］然而，这$(人中却仅有!"人出现在结业者名单中。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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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被录取而未报到，如现已知的有吴承洛入了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潘衡芬、吴肇

桢、耿调元则入了交通部的交通传习所高等电气工程班学习，［!］于是也就有人由备取转

为正选，如祁锡祉、张蕙、陈树屏，即是如此；二是可能有些人入学后因各种原因又中途退

出；第三种情况是，有些并未出现在录取名单中的人，却出现在结业名单中，卢祖荫、朱庭

祜和杨培纶三人即属此种情况。据朱庭祜回忆，他就是虽然最初报了名，但届时因病未能

应考，后又赴北京补考方得入所学习的。［"］

地质研究所于#"#$年!月%日在《政府公报》公布了录取名单，并分别函告考取诸

生，开学时间是"月#&日。［#&］但是，由于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力量，’月爆发了孙中山领

导的“二次革命”，南北交火，道路阻隔。惟恐前次函告或有遗失，地质研究所又特意在报

纸上公布了录取名单，并将报到日期推迟至"月()日，开学日期改为#&月#日。［##］

! 教学

工商部在#"#$年"月*日正式委任丁文江以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的

同时，决定“酌聘中外地质专家分任职务，各以半年外出调查，半年担任教务，以期教学相

长，切实进行”［#(］。并且言明，丁文江需外出调查地质时再派其他人接任。该年##月，丁

文江同梭尔格赴太行山进行地质调查，遂由时任农林部技正的章鸿钊出任工商部地质研

究所代理所长!。

地质研究所之设，由地质调查工作急需专业人才而起。而当时中国专业地质人才之

缺，甚至连办这样一个$&名学生的地质研究所，也难凑足合适的教师。地质研究所的教

师，基本都是兼职的。除所长章鸿钊兼任一些课程外，其他课程多半以具有一些专业知识

的农商部官员兼任。该所额定专任教授只有一名。农商部原定聘请前京师大学堂地质学

门教授德国人梭尔格到部工作，第一年担任实际地质调查工作，第二年任地质研究所专职

教授。但#"#*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梭尔格应征参加驻华德军守卫青岛的战斗，并为

日军所俘"。地质研究所惟一的教授，便由不久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博士翁文

灏担任了。

翁文灏被誉为是地质研究所“最有功之教员”［$］。他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是中国

的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年初回国之际#，正值地质研究所开办不久，翁文灏受邀，“回

甬省亲后即转往北京，任地质研究所之讲师”［#$］。与丁文江回国后蛩伏南洋中学不同，翁

文灏回国之初即有人上门高薪聘其出任一家合资企业的总工程师。但翁文灏表示“不愿

意帮助外国人”，而且自己“学的是地质，去做总工程师，学非所用”。尽管“到地质研究所

教书薪水是)&元一月。因为这种工作很合我的素志，我就一口应承。”［#*］翁文灏初为讲

师，大约是有实习之意，#"#%年被正式聘为专职教授。章鸿钊形容翁文灏的加入，使地质

研究所“如鼎之有足，不虞覆 ”，“于是各种重要教学得以循序渐进”［$］。

#*#

!

"

# 关于翁文灏回国及加入地质研究所的时间，已往的著述，包括他本人的记述都认为是#"#$年。笔者根据史

料考证，认为应该是#"#*年。

梭尔格是因在青岛战败而被日军囚于战俘营的，并非如《中国地质学简史》所言“身在德国”。

此时工商、农林两部已有合并之议。两部后于#"#*年初正式合并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亦改名为农商部地

质研究所，所长章鸿钊。丁文江仍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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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研究所的学生最初分为甲、乙两科。甲科侧重矿物，乙科侧重古生物。两科均三

年毕业。每年分三学期，!月到"#月底为第一学期，"月至$月底为第二学期，%月至&
月为第三学期。’、(月为暑假，另外还有")天年假。

在课程设置上，地质研究所既注意培养学生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更要求学生有较

扎实的基础知识。所开的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图画等；专业基础课有动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和照相术等；专

业课则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

床学等。其中章鸿钊讲授的有普通矿物学、地史学等，丁文江讲授的有古生物学、地文学

等，翁文灏讲授的有：光性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等。

"!"*年%月，第*个学期结束以后，面临学生明年即将毕业和中国地质事业急需拓

荒者这一实际情况，章鸿钊与翁文灏及刚从云南调查矿产回京的丁文江!共同议定，对地

质研究所课程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废除矿物学与古生物学分科之议，而加以采矿、冶

金等应用科学”。即将原设甲乙分科废除，减少了某些纯理论性课程，增加采矿、冶金等实

用性学科课程。二是“增加校外实习时期，由所长及各教员分途督率指导，与正课并重。

又订立实习报告章程。”［$］在地质研究所设立之初，丁文江即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野外实

地工作能力，因此他在研究所章程中特别提到要招收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但因各种

原因，至"!"*年%月研究所学时过半之时，学生们仅有"!"%年’月#日至&日五天和")
月$日一天，这两次集体野外实习。经过此次调整后，学生野外实习次数和时间都有极大

增加。从"!"*年(月至"!"&年%月，地质研究所学生共有八次分组及一次集体外出实

习，遍及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等省。北京附近一般时间在$至%天，

稍远处则在")天以上，最长的一次为$%天。［$］

经过$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和野外实际锻炼，地质研究所取得了非凡的教育成果。

! 结业

地质研究所于"!"&年’月"%日举行了毕业典礼。农商部次长以下官员全部到场祝

贺。该部顾问、前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及法国技师常新富，对地质研究所三年来取

得的教学结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此次卒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

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

典礼结束之后，地质研究所还举行了毕业生成绩汇报展览。陈列展品为该所师生数

年来所采集的岩石、矿产标本及照片、地质图表等。这次展览在中国博物馆史上也占有重

要地位，被以后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视为创馆之举。章鸿钊、翁文灏还一起将地质研究所师

生历年所作地质调查报告等成果汇集成册，编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这本

成果汇编，成为“我国最早的地质刊物”"。

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共有学生##名，他们是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赵志新、

#%"

!

" 翁文灏，《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未刊稿。

丁文江于地质研究所开学后不久，即与梭尔格赴太行山作地质调查，年末回京后又奉命立即赴云南调查矿

产，直到"!"*年初才回到北京。翁文灏也就是在这时才与丁文江首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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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

陈树屏、赵汝钧、杨培纶、祁锡祉、张蕙、唐在勤。经章鸿钊等人认真考评，其中!"人获毕

业证书，#人获修业证书，!人未获证书。

这$$人中，具体谁获得什么证书，以往著述或语焉不详，或揣测讹传。如《中国地质

学简史》根椐朱庭祜的回忆，认为：“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个人是：刘世才、马秉铎、赵汝

钧、唐在勤。”［$］但细察当时农商部印行的《农商公报》，我们会发现，这$$人中恰好有!"
人被留在该部的地质调查局中工作学习。其中，叶良辅、赵志新、王竹泉、刘季辰、谢家荣

被派为地质调查局调查员，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为学

习调查员，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人则继续学习。［!’］

这!"人也正是$$名结业学生名单中的前!"位，而且除了前’位学生的名次排列稍

有不一致外，其他人的名次排列均是相同的。另外，从他们在地质调查局的不同任职中，

也可以看出，这!"人分为了三个等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人名单是按其毕

业成绩高低次序排列的，大约又可划分为五个等级。即叶良辅等’人为第一等；周赞衡等

(人为第二等；马秉铎等&人为第三等；杨培纶等#人为第四等；唐在勤为第五等。没有

拿到毕业证书的应该是杨培纶、祁锡祉、张蕙和唐在勤%人，而不包括刘世才、马秉铎和赵

汝钧。其中连修业证书也未得到的，应该是没有提交实习及卒业报告、排名在最后的唐在

勤。而且，以丁文江、翁文灏对工作和部下要求极严格的一贯作风来推断，他们也不可能

将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留在手下做事。再从潘江先生《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传略》

一文所述中，我们知道赵汝钧后来“对苏皖地质矿产颇有研究与奉献，《江苏地质志》为我

国早期的省地质志的代表作”（［"］，!%!页）。由此看，他也不大可能是连毕业证书也没拿

到的人，反而是杨培纶、祁锡祉、张蕙、唐在勤%人，以后再未见从事与地质学有关的工作。

地质研究所就此结束。虽然地质研究所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调

查研究人才，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下第一块基石。他们这些人又像种子，撒播到各

地。这些毕业生中，绝大部分以后都终生从事地质学及其相关的科学工作，为中国地质科

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曾说过，“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

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确实如此，

例如叶良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谢家荣任过北京

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李学清任过中央大学地质系主

任；朱庭祜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捷、周赞衡长期任地质调

查所技正，谭锡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技正。叶良辅、谢家荣#)年代即为中央

研究院评议员，并先后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谢

家荣还是中央研究院!*%"年的首届院士。!*%*年后，谢家荣、王竹泉先后当选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可以这样说，即使仅有以上这些成绩，也足以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彪炳中国

科学史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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