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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广波近著《丁文江年谱》，约五六十万字，读起来十分引人兴味。
彼求写一序，我很乐为之。
因为我本人对丁文江这个人物一直很感兴趣。
早在三十多年前，因搞民国史研究的需要，我曾编写过一些民国人物的小传，其中就有丁文江。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约是1975年），因所见材料有限。
我想去访问一些与丁文江有过直接交往的人，请他们帮忙提供一点材料，或哪怕仅仅是一些材料线索
。
但结果很令我失望。
这不能怪那些被访问者：例如黄汲清、高振西，他们当时还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下，他们怎敢对一个官
方一向大为反感的所谓反面人物提供什么正面的材料呢。
记得，当我写成丁文江小传的初稿，请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张文佑先生拿去研究所
征求意见时，给我的回话竟是尹赞勋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怎么能给丁文江这样的人立传呢
？
”时隔三十多年，人们对丁文江这个人的看法，已根本有所改变，对丁文江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
。
在此情况下，不带任何偏见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丁文江已成为可能。
读了广波这本书，我们对丁文江应可有一种比较客观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所以，我想先谈谈丁文江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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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文江年谱》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全用事实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不
带主观的成见，不加主观的议论。
对谱主历来有争议的方面，不同的记载。
不同的评说，皆予并存。
例如，丁文江任上海总办时期的活动。
谱中收入当时各种舆论评说的同时，也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评论一并收入。
　　《丁文江年谱》这本年谱的编辑体例堪称完备。
全书包括“谱前”、“年谱”和“谱后”三个部分。
在“谱前”部分，颇详细地交代了丁文江出世前，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与地质学相关的科学在中国
被引入和初步传播的情形。
如此。
人们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丁文江等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历史意义。
“谱后”，一般年谱没有这一部分。
但对于丁文江这样影响很大而争议甚多的人物，就显得很必要。
我们读了本书的“谱后”部分，确能进一步了解丁文江的历史贡献和他应当占有的历史地位。
在“年谱”，亦即正文的部分，于每一年，扼要交代当年发生的大事，并介绍与谱主个人及其事业相
关的人士之生卒。
凡谱主的重要活动，连带记出当时或稍后有关人士的评论与追忆。
年谱都是“以年系事”，年代是中心线索。
但这本年谱在记叙中颇注意到一件重要史实的首尾关联，即是作者在《编撰说明》中所说的“大事编
年与记事本末两体并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后附录了若干种《索引》，例如《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引用报刊索
引》《引用档案索引》等等，极大地便利　　于读者的检索。
　　《丁文江年谱》由于作者采取严格科学的态度，充分揭示历史事实，彻底打破了教条主义贴标签
式的人物论评与研究的方法，时时处处让人关注具　　体的历史情境和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深入具
体的历史情境，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产生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这中间颇有一些矛盾的现象和矛盾的叙述，但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申清理出来的。
例如，对于丁文江担任上海总办，当时的大多数舆论与南方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评论是迥然不同的。
但由于事实充分，所以不影响人们对之作出自己的判断。
同样地，同一个人，由于历史情境变化，对丁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比如同是中国地质学开创期的，亦被丁文江引为重要朋友的科学家李四光，他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对丁
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丝毫不影响人们透过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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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广波，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科学史。
近年来，先后出版图书四部：《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胡适红学研究资
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胡适与红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丁文
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台北秀威科技股份公司，2007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尤其像《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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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七岁1月，张之洞在武昌创设自强学堂。
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
是年至1896年，斯文赫定第二次深入新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许多城市废墟和古代遗物。
1898年赫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考察活动，发现了楼兰古城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第一次揭露了湮没
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
在1900～1901年的考察中，他还在罗布泊发现了据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其中一个是石核，一个
是燧石片，皆地面采集。
（可参考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是年出生的有关人
物有：凌鸿勋（1894～1981）字竹铭。
1910年考取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粤省官费生，1915年毕业于土木工程科。
1918年回国。
1920年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任教并暂代校长职务。
1929年后任陇海铁路工程局长，兼任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长，并任总工程师。
1936年任粤汉铁路管理局长。
1939年11月任天成铁路工程局长，1941年兼任西北公路管理局长。
1945～1949年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50年10月应邀在台湾大学任教。
他的著译有：《八十年来之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概况》、《中国铁路志》、《七十年来东清、中
东、中长铁路变迁之经过》、《詹天佑先生年谱》等。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叶良辅（1894～1949）字左之，浙江杭县人。
毕业后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20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兼任北京
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5年和谢家荣共同发表《长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一文，讨论了长江成因和长江流域地形
变化历史。
1927年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30年与李璜、张更合著《浙江平阳之明矾石》，指出明矾石是由凝灰岩和流纹岩受到来自酸性侵入
岩中的硫质流体交代蚀变形成，并指出用明矾提取铝及制作钾肥的可能性。
1949年5月，任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不幸于同年病逝。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生李捷（1894．～1977）字月三，河北成安人。
区域地质学家、矿产地质及工程地质学家。
1916年入地质调查所工作，1927年参加周口店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后，曾担任水利部勘探设计总局地质总工程师，水电部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
李捷是中国最早参与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少数地质学家之一，对冰川研究造诣深厚。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徐渊摩（1894～1968）字厚甫，江苏武进人。
1916年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24年，任东南大学地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1927年，协助李四光筹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1949年以后，先任武汉地质学校教务长，后供职于长春地质学院。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八岁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丁文江就傅后）阅四年，学五
经四子书矣。
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
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日，“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日，“还读我书”。
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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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以“虎啸地生风”，对“鸠鸣天欲雨”⋯⋯志趣不凡，固不独颖悟天成而已。
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款白银2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将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
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矿山成为帝国主义直接掠夺的对象。
5月2日，康有为与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举人联合上书，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自强。
8月17日，康有为、文廷式、黄遵宪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0月2日，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
4月11日，《金石识别》的作者丹纳逝世。
是年，《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逝世。
是年，法国里昂商会组织中国经济考察团，自安南入滇，经蒙自到昆明后分为两支：一支经东川、昭
通人四川，一支经沾益人贵州。
其中一支又曾由广西百色人滇。
矿工师杜克楼（P．Duelos）为团员之一，专任调查矿产。
1898年出版报告书，其中有东川铜矿的记述。
是年，清政府同意法国修建滇越铁路。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蒋廷黻（1895～1965）字清如，湖南邵东人。
早年就读长沙明德学堂，1912年赴美，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及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1935年后，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常驻联合国代表等
职。
1957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
1965年退休，病逝于纽约。
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大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又作雁堂，别署平庐。
河南南阳人。
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字学家。
董氏1923～1924年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
1925-1927年，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1928～1946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通信员、编辑员、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土。
1947～1948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以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56～1958年任香港大学、
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
董作宾在1928至1934年间，曾8次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由他主编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
字甲骨13047片。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有
《董作宾先生全集》。
孙云铸（1895～1979）字铁仙，江苏高邮人。
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教育家。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兼职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1924年发表《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是为我国第一部古生物专著。
1926年去德国留学，次年获哈勒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同时兼任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工作。
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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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现在呈给读者的这部《丁文江年谱》，乃我4年心血之结晶。
2004年初夏，我的“胡适与红学”研究系列，已经告一段落。
在考虑下一步研究计划时，我选择了“胡适与20世纪文化名人研究”这个题目；而其中的第一篇，就
是“胡适与丁文江”。
为此，我开始广泛地搜求丁文江的材料。
但在准备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丁文江在20世纪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但又实在太
不受重视了。
于是，我毅然改换研究计划，决定先全力研究丁文江。
我决定先做《丁文江年谱》。
我的目标是，希望尽可能把有关丁先生的传记材料都挖掘出来，让这位几乎被淡忘的“现代稀有人物
”的形象日益鲜明起来，让从事丁文江研究的朋友能得到更多材料或线索。
为了查找资料，四年来，足迹遍及北京、南京、上海、台北、台南、泰兴等地，尝尽甘苦。
除了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我希望在年谱撰述方面能有所提高。
除了仔细研读各种好谱外，我还认真研究了近代以来的年谱学理论。
给我启发最大的是梁启超、胡适的理论，在撰述方面影响我最大的是这几部年谱著作：胡适《章实斋
年谱》、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
年事辑》。
在撰述过程中，我力图把丁文江放在那个时代里，比如，年谱前期每年记事后面都有“是年出生的有
关人物”，都是和丁文江有关系的，发生的大事也如此。
再，一些丁文江服务或有关的重要机构如中基会、中央研究院等在谱主与其发生关系之前，也有它们
的有关记载，也是从这一点出发。
此外，我认真实行胡适所鼓吹的这样一种办法：讲到某事时，也把时人或后人的评价放在这一条的下
面。
如丁文江主持编纂申报地图，重印《徐霞客游记》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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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文江年谱》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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