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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报国终不悔赤心报国终不悔：：

跋山涉水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不仅

体现在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工作方面，而

且还体现在他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为

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的榜

样。

过去，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曾这样评

价过中国的地质学者：“中国读书人专

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

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

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为此，丁文

江在 1919 年出版的《地质汇报》上写了

一篇序，在这篇序言中丁文江指出：“现

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

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

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地质调查所取得

长足发展的时候，丁文江所说的“一班

人”正是由他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研究

人员。

丁文江最早在中国调查旅行是从

1911 年开始的。当丁文江从英国学成

归国到达昆明时，已是 5 月中旬了。他

本可以走海路到上海，然后再回家乡，

可是云南、广西的地质资料十分丰富，

对一个地质学者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

了，于是丁文江决定先在云南、广西境

内做实地调查旅行，然后再回家乡。

丁文江此次旅行的路线是从昆明

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内，再经

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

而后经龙里、清平到镇远。从昆明到

镇远，丁文江共走了一个多月。在这

段艰难的路途中，丁文江每天所看到

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也没有

树木，更没有人烟。有时路过很深的

峡谷，上下高差达数百米。从严格的

意义上来说，丁文江的这次远足还算

不上是调查地质矿产的旅行，而是一

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但这次旅行为他

后来在西南调查地质矿产做了前期的

准备。

从平彝起，丁文江就用指南针步测

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通过这次

旅行，丁文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的地

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

及英、德、法、日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

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

地图绘制的，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

驿道在地图上错标了二百多年，没有人

发现。

丁文江完成了在中国大陆初次的

调查旅行回到家乡泰兴，已是 1911 年 7
月末了，两个多月后，辛亥革命就爆发

了。

1913年 10月，当丁文江在北京任地

质调查所所长后不久，他就开始了实地

地质调查。这年 10月末，丁文江会同德

国地质学者梭尔格到山西调查矿产资

源。

在这次调查中，丁文江尤其重视对

山西铁矿的调查。早在太平天国运动

失败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对山

西的煤铁资源进行过粗略地调查。他

回国后发表了几大本报告，并得出结

论：“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

照现时世界的销量来算，山西可以单独

供给全世界几千年。”正因为如此，丁文

江尤其重视调查铁矿，不论到什么地

方，总是钻进土法开采的矿洞里实地勘

查。

在调查矿产的同时，丁文江也十分

留意当地的炼铁技术。丁文江曾这样

记述道：“把铁矿放在泥罐子里，堆在无

烟煤里焖出铁来”，“我们不能不五体投

地的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本领!平定一带

既缺乏木炭，又没有可以炼焦炭的烟

煤，若不是发明了这样‘焖炉’，根本不

能出铁。”但这种土法太浪费资源，出铁

率不高，而且炼出的铁的品质很次。因

此，丁文江得出结沦：如不改进冶炼技

术，根本无法与新式工业竞争。

丁文江的这次地质矿产调查，时逢

北方的严冬，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18 度，

时而大雪，时而大风。为了便于爬山，

丁文江所带御寒用品不多，因此这次调

查是十分辛苦的。但丁文江在谈到这

次调查时说：“虽然这次调查很辛苦，但

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工作，兴

趣很好。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

(连载二）

出生于甘肃静宁的慕天颜是清朝著

名的理财家、实干家，曾在江南任官多

年。他兴利革弊、筹集军备、疏通漕运、

出使台湾，被称为康熙重臣之一。

《清史稿·慕天颜传》记载，慕天颜

（1623—1696），静宁州城阜民坊普陀巷

人。其祖慕容三让，曾任河南灵宝知县，

有惠政。其父慕忠，开始改复姓“慕容”

为单姓“慕”。

清朝建立之初，民生甚为凋敝，静宁

一带发生饥荒，老百姓日子过得非常艰

难。慕天颜动员祖父开仓散谷，赈济灾

民，救活了几千人的性命。

慕天颜于顺治三年（1646 年）乡试

中举，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中进士（顺

治年间，甘肃共考中进士 8 人），到浙江

钱塘任知县。在任钱塘县令时，正当福

建沿海用兵收复台湾之际，大军驻师浙

省，准备占用数万间民房，慕天颜坚持

应在江岸兴筑，不能占用民居；他设法

擒杀浙江钱塘的盗贼张八及其首犯数

十人。慕天颜任钱塘知县七年，民风大

变。在广西南宁府任同知期间，办理重

大刑狱案件；在福建兴化府任知府期

间，办理兴化百万军需案，这些案件都

水落石出。他还将作恶乡里的靖南王

耿精忠的爪牙陈智生毙于杖下，为民除

害；将输粟得官而横行霸道的苏州土豪

苏某撤职，并置于重典，人皆称快。

慕 天 颜 廉 洁 担 当 ，康 熙 十 三 年

（1674 年）他上奏康熙皇帝，立均田之法

和截票之法，减去了之前向老百姓征地

丁银时的盘剥侵渔之弊，受到了老百姓

的大力欢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

慕天颜担任总漕后，锐意革新，多次就

河道治理给康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多

被采纳。

慕天颜勤政务实，笃行实干。在巡

抚江南期间，正当三藩叛乱危急之秋。

他督造战船，筹备军需，颇有功绩。同

时，在水利方面，他先后开浚了吴淞江等

4 大干河，加强了后续管理维护，形成了

治理黄淮的正确理念。

在用人上，慕天颜不拘一格，唯官员

才力是举，官场浮泛风气一扫而光。江

南任内，他建立育婴遗爱祠等公益建筑，

表彰孝道，关怀狱囚与纤夫，给底层民众

予以方方面面的实惠。在任布政使后，

他以高超的理财能力和清廉作风，实心

任事，解决了“苏淞财赋浩繁，向来挪垫

混淆”的问题。

慕天颜在任兴化知府时，适逢朝廷

寻访能堪赴台大任的要员。慕天颜被康

熙皇帝加封太常侍正卿后，于 1669 年赴

台劝说郑经归顺大陆，回归祖国。他痛

斥了郑经欲使台湾脱离中华版籍，割据

独立的谬论；绘制了台湾的海防图，对康

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

慕天颜去世后，入祀静宁乡贤祠，为

名播陇原的杰出历史人物。

清初廉吏慕天颜清初廉吏慕天颜

父亲的红色收藏父亲的红色收藏

父亲是一名中共党员，对“红

色”藏品甚感兴趣。他的藏品中，

有毛主席像章、长征时期发行的

钱币、伟人的书籍及伟人用过的

物品、不同阶段的报纸、邮票、宣

传画、连环画等。在这些藏品中，

父亲最喜欢的有 3 样：一对手绘

毛主席语录的粥罐，一张一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

券，一套《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

纪念》邮票。

手绘毛主席语录粥罐（图

一）。这对粥罐制作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

置办的生活用品，买来后就被父

亲妥妥地收藏起来。粥罐敞口，

圆弧腹，下端内收，圈足，有盖。

罐身有四个象鼻提纽，可以穿绳

拎起来。

罐子正面的中下部，左边和

右边各绘有三面红旗，呈扇形展

开，中间金黄的麦穗上托着一本

打开的书；书籍之上有红色的楷

书，上面一排居中是“毛主席语

录”几个大字，下面的文字稍微

小些，写的是“指导我们思想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粥罐背面写着“毛主席万岁！”几

个楷体字。罐盖上的图案与罐

身图案一致。罐底印有“中国景

德镇”的商标。这对粥罐，品相

完美，胎质坚固，釉质莹润，时代

特色鲜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

公债券一元券（图二）。这张一元

公债券是父亲的一个福建藏友送

给他的。纸质，石印单面印刷，黄

亚光设计。券的颜色为蓝色，债

券上方从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中心

图案为红旗及手持镰刀锤子的工

农 图 像 ，两 侧 分 书 面 值“ 壹 ”

“圆”，二字上方各有横书的“第

二期”字样，面值两侧分别竖印红

色“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还本付

息”“在六月一日以前不准抵缴租

税”字样，票面上还盖有“付讫”

的印章。债券下端自右向左印有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名字左

侧钤盖“邓子恢印”，四角花符内

分别印“壹”字。券面正中钤盖一

枚大红印章，印章的中心是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

公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行的公

债。为了准备粉碎 1932年 6月国

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

四次军事“围剿”，中央工农民主

政府决定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以筹

集战争经费。共发行两期。票面

额分为 5角、1元、5元三种。利率

为年利 10%，期限半年。

《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纪

念》邮票（图三）。这套邮票是东

北邮电管理总局于 1947 年 7 月 1
日发行，共 4 枚。图案为头戴八

角帽的毛泽东正面像，背景为中

国共产党党旗。画面上的毛泽东

满面笑容、精神饱满。

邮票上方印有“中国共产党

二十六周年纪念”字样，左下方

印有“7.1”数字，4 枚邮票面值分

别为 10 元、30 元、50 元、100 元，

颜色分别采用喜庆的红色、玫瑰

红色、紫红色、橘红色。这套邮

票是我国邮政最早发行的建党

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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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友于（1895—1927），1916年,他基于

对袁世凯窃国的义愤，参加周村讨袁护国

活动。同年，还与爱国进步人士，发起组织

旅济学生会，出版《诸城旅济学生会季刊》宣

传爱国进步思想。

1918年，他从省立一中毕业后，为了寻

求真理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他从日本

辍学回到国内后，在烟台和济南柳埠休养，

一面养病一面继续学习。当时的《新青年》

和《新潮》等进步刊物，都是他爱读的杂志。

1923年，为了实现报国之志，他加入了

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选举共产党人李大钊等

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了加强

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国国民

党北方执行部，李大钊、于佑任、于树德、徐

谦、丁维汾、顾孟余等人担任执行部委员，路

友于负责执行部的日常工作，还成立了中

国国民党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北方国共两

党的工作部门都由李大钊直接领导，路友

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同

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参加了一系列反帝反

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

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当时身为中

共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要

负责人的李大钊，全力迎接孙中山先生北

上和为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各项

筹备工作。路友于协助李大钊紧张地进行

这些筹备工作，到各地去宣传组织成立国

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5日，北京国民

会议促成会在北大三院召开成立大会，会

议通过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宣

言为路友于起草，他在宣言中写道：“(辛亥

革命后)中国之民主共和不过虚有其名，人

民辗转于恶政治之下，频遭军阀及帝国主

义之双重蹂躏……”经过北方国共两党的

努力。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如期举行国

民会议促成总会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在

会上发表演说，路友于参加了会议。这次

会议给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以沉重打

击。

1925 年 3月 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决定开

展群众性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

对国民会议内容、性质和意义的宣传，促进

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

后，6月3日、10日、25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

集会游行，并发起召开了各界对英日帝国

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路友于积极参与

筹备会议，并亲笔起草北京国民大会对英

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事件宣言草案。

早在1924年11月，路友于就针对有人

企图制造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组织

了“中山主义大同盟”，以便团结同志，坚持

新三民主义，维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他

经常深入到学校和青年中宣传孙中山先生

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传国民党“一

大”宣言，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

1926年1月，路友于去广州参加国民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

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次大会上，他作为提

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作了《关于弹劾西山会

议派》一案的审查报告，使西山会议派的筹

划者、参加者均受到了应有的处分。月底,
他返回北京，继续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

战线而努力。

1926年 3月 18日，北京青年学生和各

界群众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反对英、日等

8国的最后通牒，会后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野蛮屠杀。李大钊和

路友于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

1927年1月，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改选中，左派获胜，9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

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各占4席，路友于当选

为执行委员兼任商民部长。1927年3月，北

京城腥风血雨，革命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

危险。

1927年4月6日，反动军警包围了苏联

大使馆及其附近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

员会、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处,逮捕了李大钊、

路友于等数十人。在敌人的监狱中和法庭

上，路友于据理驳斥反动军阀强加的种种

罪名,揭露他们扼杀革命的阴谋。4 月 28
日，路友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者，

国共合作的忠诚卫土，和共产党人李大钊

等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先驱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先驱———丁文江—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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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历史人物甘肃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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