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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云铸教授诞辰100周年活动记略
! 朱延庆

1895年 11月 17日（农历十月初一）孙
云铸（字铁仙）出生于江苏高邮熙和巷北端梁
逸湾的孙家巷，故居至今仍在。11岁时，他从
离家不远的第一小学转入南京元宁小学，后
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

1920年，孙云铸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
后留校任教。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孙云铸是 26
位创立会员之一，后来担任多届理事、常务理
事、副会长、理事长。

1926年他被公派到德国哈勒大学留学，
一年后获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第十四届国
际地质大会，提交了很有分量的论文，被选为
大会副主席。后又到法国、比利时、英国、捷
克、瑞典等国进行野外地质考察，并进行地
质、古生物研究。

1929年，他 34岁时任北大地质系教授，
发起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任首届理事长，后
连任多届。

1935年再度访问欧美。
1937年至 1946年，任西南联大地质地

理气象系教授兼主任。
1946年北大复校，孙云铸仍任地质系教

授兼主任。
1948年，孙云铸同李四光赴英国参加国

际地质大会，当选为国际古生物学会副主席。
1950年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
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为首任教育司司

长，直至1960年。其间，他任九三学社中央委
员，曾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三届
特邀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凭借在地质专业域内的威望，策划了北
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的
建立，并创办了南京、武汉、广州、昆明等 10
所中等地质学校。

孙云铸从 1920年至 1955年，在北大地
质系任教 35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
部，他任生物化学学部委员，后任地学部委
员。1956年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成立，他任副
所长，直至1960年。1960年地质部地质科学
研究院成立，他任副院长。

1979年 1月 6日于北京病逝，享年 84
岁。其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长正在北
京开会，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局长是他的学生，
大会特地休会一天，参加孙云铸教授的追悼
活动。

孙云铸教授是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地
质学家，是我国古生物学、地质学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老一辈影响深远的地质
教育家。他在北大执教 35年，几代地质学者
都受教于他。中国地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从
1955年至1993年共 136人，其中孙云铸教
授的学生就多达 50多人，这不仅在中国学术
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就是在国际学术史上也很
难见到。汪曾祺与笔者谈过，在西南联大读书
时曾经拜访过这位乡贤，他亦感到骄傲。

1995年是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他的学
生和同事王鸿祯、刘东生、孙殿卿、叶连俊、杨
遵仪、董申保、马杏垣、郝诒纯等 8位中科院
院士倡议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并于 10月 16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纪念活动。纪念活动
由北京大学、地质矿产部教育司、中国地质科
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主办，我有幸成为孙云
铸家乡的代表应邀参加。

当年10月15日下午，我抵北京，与中国
地质大学地质史教研室教授杨光荣联系，住
该校招待所，与孙云铸教授的五弟华东师范
大学图书情报系主任孙云畴教授同室。云畴
教授10年前在高邮见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
系王绳祖教授亦是高邮乡贤，是云畴教授的
嫡亲姨父，5年前病逝。当晚，首都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于洸来住处看望。他是江苏镇江人，
1956年入北大地质系学习，对孙云铸教授非
常崇敬，对其经历和成就也很是了解，纠正了
一些研究者不正确的说法、看法。他讲了一些
纪念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活动的筹备情况，
有困难，但克服了。

10月 16日上午 9时 15分，“纪念孙云
铸教授诞辰100周年大会”于招待所三楼会
议厅举行。大会由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中国地
质学会理事长张宏仁主持，地矿部副部长蒋
承松代表地矿部致辞。蒋承松副部长的讲话
突出举行孙云铸教授诞辰 100周年活动的重

要意义，就是要学习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
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地质事业。他对古
生物和地质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少领域
内是开创性的。他教书育人，刚正不阿，和蔼
可亲，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他的卓越业绩给
后人留下了珍贵财富，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
后人学习的楷模。

王鸿祯院士（历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
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
史委员会副主席）介绍孙云铸教授生平。孙云
铸教授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古生物学和地层
学。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他总是把教学和
科研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出成果，又出
人才。中国有名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大多
数是他的学生。他的学术著作超过100种，其
主要著作中包括古生物学 24种、地质学 16
种等。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郝诒纯院士发言。
郝诒纯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从历史系
转入地质系的，转系时就得到孙老师亲切关
怀。本科读4年，又在孙老师的指导下读3年
研究生。1946年他复员后，经孙老师多方面
努力进北大地质系工作，在孙老师身边工作
6年，深切感到孙老师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
家，对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造诣尤深，特别是对
古生代和中生代海相地层和无脊椎古动物的
研究堪称一代宗师，其广博精深，至今独领风
骚。孙老师是我国三叶虫研究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孙云铸教授几个弟弟都称他为“三叶虫
大哥”。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拜访他时，看
到他的桌上满是三叶虫化石的标本）。为笔石
化石研究作出杰出的奠基工作。孙老师坚持
古生物研究为地质学服务的原则，强调对各
种地质因素的综合研究，是对地质教育贡献
最大的学者。孙老师对地质教育尽心竭力，孜
孜不倦，给学生以无穷的力量，认为办教育第
一要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选聘英才为原
则，反对门户之见。他极其重视教学基本建
设，对配备古生物教学标本十分严格，认为野
外是最好的地质课堂。 孙老师很重视主要
课程教材的建设，亲自组织人手编写，甚至亲
自校改书稿。中国第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古生
物学》就是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 新
中国建立后，孙老师焕发了青春。孙老师说：
共产党、人民政府给予我们发挥聪明才智、真
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
会，努力工作。同时，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
加九三学社、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的相关
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发言，主要讲孙云
铸教授在地质系 30多年来治学严谨、诲人不
倦以及教书育人的精神和丰硕成果，对培养
我国的地质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张宗祜院士、
老一辈学生代表叶连俊院士、中国地质学会
理事长张宏仁、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张弥
曼院士（请穆西南秘书长代）、中国地质科学
院院长陈毓川研究员、地矿部教育司司长孟
宪来、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院士、孙云铸
教授家乡代表高邮市政协常务副主席朱延
庆、孙云铸教授亲属代表其五弟孙云畴教授
相继发言。

孙云畴教授讲，1948年大哥与李四光赴
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回国时谢

绝到澳大利亚讲学，经香港绕道朝鲜回国。归
来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请他去担任客座教
授，待遇优厚。世界五大洲他只有澳洲未去
过，这对他是有吸引力的。这时，新中国成立
了，他想为新中国做更大更多的贡献，毅然拒
绝，经沈钧儒先生安排航线回国。其时，李四
光还留在伦敦，经大哥与有关方面联系，为李
四光回国铺平道路，后由大哥发急电给李四
光，李四光回国后任地质部部长。大哥是特级
教授，当过地矿部教育司司长，但从不以学术
权威、领导自居，而是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
来访者不论身份地位高低，都一样热情接待。
大哥全心地热爱他一辈子所从事的地质事
业。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他不顾
家人的劝告，坚决不离开书房，并用棉被将珍
贵的标本覆盖起来，视标本、资料为自己的生
命。大哥生活俭朴，决不铺张浪费，衣着朴素、
整洁，一年到头穿中山装。一日三餐，家常便
饭，家中用的都是旧家具。他不重视金钱，常
常接济困难的亲友，而且不在别人面前提及。
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从不用公车办私事，
招待人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向公家报销，而是
用他的稿费。他对人宽厚，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恩怨，有老一辈学者的风范。他喜爱京剧，
带学生在野外实习时，学生疲劳了，他会哼几
句京剧，博得大家的欢欣。他热爱自己的弟
妹，对每个人都关怀备至，谁对某些方面有兴
趣，他总是细心搜集有关资料供他学习、研
究。更重要的是，他对弟妹们所起的表率作
用，弟妹们都以他为楷模，在各自的领域内都
有所建树。大哥热爱家乡，回高邮时常带弟妹
到高邮湖边讲解沧海桑田的道理。喜吃高邮
的咸鸭蛋，蛋黄红、松、油；喜吃高邮湖的银
鱼、醋汤荷包蛋、焦锅巴稀饭等，喜吃焦家巷
的饺面，一直到老都如此。

孙家有三股优良家风：（一）受教育以求
上进；（二）独立奋斗；（三）节俭持家。其中以
第一项最为重要。

中午聚餐后，与会者合影，北大毕业生合
影，我都参加了。

下午 2时学术报告会于招待所二楼会议
室举行，会议主持人翟裕生。

于洸讲《孙云铸教授在北大》。
韩德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矿业学院

煤田地质系副主任、中国煤炭学会泥炭专业
委员会主任）讲《孙云铸教授在西南联大》。韩
教授是江苏如皋人，对孙老师非常敬佩。在西
南联大读书时，孙老师很关心学生的身心健
康，女生打篮球时，男生在一旁鼓掌，当时郝
诒纯就喜欢打篮球。在做研究生时，校方只发
10多天的膳费，其余自筹。孙老师利用他的
关系与影响介绍他到附近的中学教化学、地
理。学生有什么困难都去找他，他都乐意尽力
帮助解决。

项礼文（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讲《中
国地质科学院时期的孙云铸教授》。孙老师很
关心学生，1962年困难时期，孙老师与学生
在野外实习，买些核桃、花生给学生吃。实习
的路上，车上坐的全是学生，他怕出问题，买
各种烟给司机抽，让司机提提神。他对科研问
题看得准，抓得准。海南岛三叶虫的发现，决
定了磷矿的发现，很有贡献。

杜汝霖教授讲《略论孙云铸教授对我国
前寒武纪地层研究的贡献》。

刘端珣教授讲《孙云铸教授与我国显微
构造地质学的早期发展》。

宋春青《北师大地理系教授，中国地质学
会二届会长、八届书记）讲《孙云铸教授在北
师大》。1924年至1925年孙先生在北师大研
究并兼课，献身事业，不讲名利。

杨光荣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史研究
室）讲《孙云铸教授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他说，1995年 5月 19日在中国地质大学召
开孙云铸教授教育思想研讨会，会上校长赵
鹏大院士总结。孙老师为什么受到那么多学
生尊敬，传道、授业重要，为人师表更重要！

吴凤鸣（科学出版社编审）讲：孙老师思
想敏锐，常常超前考虑问题。他为人谦虚，关
爱学生。1959年孙老师《十年来的中国地层
学》，竟谦虚地要我修改，这是对我的信任与
锻炼。他讲话风趣，文革时在 74岁那年的一
天，他一人坐在王府井门口的台阶上。我上前
问候，他对我说：没有粮票没关系，没有书不
行，你们怎么不出书呢！中国古生物学只是综
述不行，要出专著，三叶虫、笔石等等。他认为
大学和研究室是两个基地，有基地学术就能
传承发展。

由孙云铸教授的学生杨遵仪等 8位院士
发起并由地质矿产部教育司、中国地质科学
院、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成
员组成编委会出版了《中国地质科学发展的
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共
收入46篇论文及专稿，作者大多为我国各地
地质学科的著名学者（其中两院院士 25人），
论文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史
及有关重要地质问题，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在
国外也不多见。不少论文既总结了本学科的
专业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还探讨了有关
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情况，推动了已
有学科和新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论文集中有一篇《孙云铸教授对中国地
质教育的贡献》，署名为地质矿产部教育司。
文章写道：在他诞辰百年之际，缅怀他对中国
地质教育发展的贡献成就时，我们深切感到孙
云铸教授治学得道、育人有方。从中会悟出他
许多学术思想和教育方略，现今仍然值得我们
学习。共有以下五个方面：一、胸怀全局，团结
协作；二、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三、坚持野外实
践，重视技能培养；四、春风化雨育人，诚心举
贤荐能；五、重视基本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百岁老人赵越崎为
文集题词，启功教授题写了书名。

孙云铸教授的学生、同事王鸿祯院士在
文集孙老师的照片下面以诗赞道：

先生之道 兼恕宏昌
先生之德 煦和休光
先生之学 湖海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10月16日、17日，我陪孙云畴教授会见
亲友。孙云铸教授的儿子孙超，曾留学苏联，
海浪专家，因身体不适，未能出行。儿媳曲玉
珍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孙女孙北虹及其夫张晓牧均毕业于北京钢铁
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供职于首都钢铁公
司。孙云铸教授的堂弟孙云鸾，上海交大毕
业，球木铸铁专家，相当于一级教授。堂侄女
孙元，在中国地质大学会计科工作，其夫耿其
昌（高邮人）在海淀区审计局工作及其子、孙
均来看望。还有一位教授级高工孙理，在北京
航空材料研究所工作，13岁时离开家乡高
邮，仍讲一口高邮话。众亲友忆谈孙云铸教授
的高贵品德、敬业精神以及对中国地质事业
的巨大贡献，无不显露出崇敬深情。

10月 18日上午，杨光荣教授将纪念孙
云铸教授百岁诞辰活动的录像带送来。正谈
话时，中科院李廷栋院士来了，他也是孙云铸
教授的学生，因故未能参加纪念活动，特来表
示歉意。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打来电话，对
未能参加恩师的纪念活动，深表遗憾。

10月 19日早餐后，我与孙云畴教授向
于洸书记、杨光荣教授告别：非常感谢二位及
所有工作人员为此次纪念活动所付出的辛劳，
孙云铸教授有在天之灵，会含笑于云端。于洸
书记说：孙云铸教授的成就是高邮人的骄傲，也
是中国人的骄傲，忙得再多、再累，应该值得。

孙云铸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间
虽短，但策划周、规格高、质量优，已成为中国
地质界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