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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确立“中国第四纪冰川说”

李四光 （１８８９—１９７１），湖北省黄冈人。闻名中外
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李四光小时候曾跟父亲念过几年书，１９０２年以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武昌一所高等小学堂。入学后，由于他
刻苦用功，一连考了几次第一名，按学校章程，被保送
日本留学。１９１４年，李四光又到美国伯明翰大学留学，
并获硕士学位，然后，他谢绝了老师要他再深造几年和
介绍他去印度当工程师的邀请，抱着把学到的知识尽快
地贡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一直从事古生
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

李四光对地质研究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对第四纪冰
川的研究，他提出的 “中国第四纪冰川说”，震动中外
地质学界。当时，北欧、北美等不少地方，都发现了第
四纪冰川的遗迹。但有些外国地质学家，却武断地认为
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第四纪冰川，并且狂言 “我们没有发
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因为有无第
四纪冰川涉及到亚洲大陆是不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１·



的问题。借以宣传 “中国文化西来说”、“西欧文化东渐
论”等观点。李四光不盲目听信传统结论，坚持认识从
实践中来的观点。１９２１年，他亲自到河北南部的太行山
东麓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一带进行地质考察。在沙
源岭一带考察时，他发现一些奇怪的大石头。它们有的
像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大部分是由砂岩组成，孤零零地
远离着大山。这些奇怪的石头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附
近根本没有基岩出露，这些砂岩巨砾怎么能在这里出现
呢？是一般的水流搬运来的吗？不可能，水流是搬不动
这样庞大而又笨重的石头的。

李四光仔细观看，发现这些石头不但有棱角，还有
一个或两个磨光面，有的磨光面上面还保留有细长的条
痕。此外，他还看到这些大小石块和巨砾是杂乱地分散
在泥沙物质中间，并且不分层次。如果是流水搬运来的
石头，那么就应该棱角不明显，或成卵圆形，而且在流
水搬运的过程中，会被分选，大块的在后，小石块、小
沙粒被运送在前。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什
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这些大石块从老远的地方
搬来呢？只有冰川的移动！原来这些大石块就是冰川的
漂砾。这里保存的就是古代第四纪曾经发生过冰川作用
的遗迹。

为了寻找更多更确凿的证据，李四光又在长江中下
游、庐山、九华山、天目山及黄山等地考察。他不畏艰
险，爬高山，攀悬崖，穿密林，涉深谷，终于发现了大
量的冰川流行的遗迹，经过论证，肯定了第四纪冰川在

·２·



中国普遍存在。李四光将多次发现，先后写成了 《华山
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 《扬子江流域的第四纪冰川》、
《黄山第四纪冰川流行的确据》等文章，用不容否认的
事实，强有力地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们断言中
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第四纪冰川说的确立，不
仅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而且
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找矿、找水、筑路、架桥等工程建
设，也有重要意义。

·３·



范文澜窑洞中写“春秋”

范文澜 （１８９３—１９６９）浙江省绍兴人。著名历史学
家，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曾
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 《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
工作。

１９４０年春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来到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消息不径而走，当时延安的几个院
校师生以及有关部门领导，还有范文澜的昔日好友都十
分高兴，中央主要领导还亲自接见了他。

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住房条件、生
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差。范老一家三口人，住的是
一孔窑洞，吃的以稀饭为主，干饭很少吃，肉类几乎没
有。每人每月发几张边区生活补贴票，用来买一点儿日
用必需品或其它东西。工作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范老
的书房、餐厅、厨房以及寝室全在这孔窑洞里，挤得都
看不下去了。最里边一个简易大木床，靠窗处是他自己
找来的几块木板、四条木棍，别人帮助做成的简易桌
子。看书写字时，它是书桌，吃饭时，它又成了餐桌。
在桌子的后面摆着一个长条凳子，谁能想到，一个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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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 《中国通史简编》
的写作。

他伏在 “桌子”上夜以继日地写着。晚上是没有电
灯的，只有一盏小油灯。点灯的油只有蓖麻油，窑洞里
烟雾迷漫，熏得范老睁不开眼睛，而且咳嗽不止。油灯
发出的光很暗，他只好把头贴近灯写着。实在太累了，
就把身子靠在窑洞的土墙上稍稍休息片刻，并用纸卷着
当地出产的烟叶抽几口，解解乏。接着，便又马上写了
起来。由于延安的纸张极为缺乏，范老用的稿纸质量很
差，反光很厉害，非常刺激眼睛，……就是这样，范老
还是不顾一切地写着。

到了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范文澜在极其艰
难的延安窑洞中写出了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下
册，共记九十万字， 《中国近代史》约二十万字，并发
表了很多篇论文，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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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 （１８９６—１９８９），江苏省镇江人。中外著名
桥梁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交通大
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

１９１６年，茅以升完成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
赴美国官费留学生。他首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
系学习桥梁专业。仅一年的时间，就获取了硕士学位。

１９１７年，茅以升一边在美国匹兹堡桥梁公司作实习生，
一边在加利基理工大学夜校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１９年完成
的博士论文 《框架结构的次应力》，深得母校土木工程
系主任贾柯贝教授的赏识，特地推荐给康奈尔大学，获
菲蒂士金质奖章。之后，他回到了祖国。

１９３３年，浙江省给正在天津学校工作的茅以升来
电，请他去杭州，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并领
导建造钱塘江大桥。

当时，很多人认为，在钱塘江建桥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钱塘江水深流急，海潮汹涌，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
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破坏力量惊人。流沙是
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即被涮走。江底石层上流沙复
盖，深达４０多米，在杭州一带有 “钱塘江无底”之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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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茅以升却知难而上，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召集专
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地制定出建桥方案。

１９３５年，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碰到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茅以升的母亲把这比作唐僧西天取经，要经历九
九八十一难。水中打桩，由于泥沙层太硬，打轻了下不
去，打重了桩就断。一天一夜只能打３根，每个桥墩要
打１６０根桩，整座桥９个桥墩１４４０根桩，要什么时间
才能打完呢？茅以升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研究
出 “射水法”，改进了技术，一昼夜能打３０根桩，总算
闯过了这道难关。

打好木桩后，要把钢筋水泥做的沉箱运到江里，准
确地套在木桩上。经过几番挫折，沉箱放好了，却往下
游浮去，撞坏了轮渡码头。茅以升又和大家一起总结经
验，终于成功地将箱子落在木桩上。为了检查沉箱能否
和１６０根木桩对准位置，茅以升亲自下到深水中去察
看。沉箱在水下３０多米处，就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在
下面工作时间长了，也会头晕眼花，甚至口鼻出血。茅
以升不顾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下到水中，伸手去
摸那些木桩和沉箱，边摸边数。忽然，他觉得头晕口
渴，耳朵嗡嗡作响，身上冒虚汗。他知道这是对水下高
温高压不适应的反应。他没惊动别人，自己慢慢地爬上
铁梯到气压室里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下去数，一直数
到１６０根，才放心地离去。

后来，由于改进了技术，采用基础、桥墩、钢桁、
桥梁几项工程上下并进的施工方法， “射水打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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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沉箱法”和 “钢桁架梁浮运法”，全部工程实现半
机械化施工。

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大桥全部完工。这是我国第
一次自己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
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淞沪抗战和军民撤退。它使我国的
桥梁史出现了新的一页。茅以升和钱塘江大桥一起永留
人们心间。

·８·



侯德榜勇闯制碱难关

侯德榜 （１８９０—１９７４），福建省闽侯人。世界著名
制碱专家，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本世纪初，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制碱工业。国内需要
的纯碱，大部分从英国进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和亚洲之间交通不便，英国在中国的卜内门公司不
肯存货，卡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脖子。不但做馒头、油
条需用碱，而且碱还是玻璃、造纸、纺织染料、有机合
成纤维等许多工业的基本原料。爱国实业家范旭本先生
创办了天津水利碱厂，但由于外国人垄断着制碱法，水
利碱厂面临着重重困难。

１９２１年学成回国的侯德榜，勇敢地挑起了水利
碱厂总工程师的重担。水利碱厂采用国外制碱法原
理，开始了我国自己制碱的尝试。试制的这一天来到
了，可是机器开动不久，３０多米高的蒸氨塔突然发
出巨响，摇摇欲倒，人们吓得纷纷夺路而逃。侯德榜
不顾自身安危，临场指挥，急令停车。接着，他就和
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亲自登塔检查，排除了故障。夜深
了，侯德榜还未来得及吃饭，一位工人气喘吁吁地跑
过来，“侯总工程师！不好了，干燥锅停转了，湿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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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锅里结疤了。”侯德榜急忙跑到烤碱车间一看，一
股热气迎面扑来，干燥锅在高温下停止了转动。侯德
榜抄起一根木铁杆就往干燥锅里捅，但是结疤的湿碱
又热又粘，根本弄不动。由于几天的疲劳和高温的熏
烤，使侯德榜昏到在大锅旁边。

第二天，他又穿起工作服来到了工地，经过反复试
验，进一步提高干燥锅的温度，终于成功地制出颜色洁
白、碳酸钠含量达９９％以上的纯碱。１９２６年，中国永
利碱厂生产的 “红三角”牌纯碱闯进了在美国费城举办
的万国博览会，并获得了金质奖章。后来永利碱厂的日
产量高达２５０吨，纯碱不仅供应中国，还远销日本和东
南亚各国，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碱是制出来了，然而仍然存在着缺点，那就是在制
碱过程中所用的原料都只利用了一半，食盐中的钠和石
灰中的碳酸根结合成了需要的碳酸钠；但是食盐的另一
部分氯和石灰的另一部分钙，却化合成了当时还没有多
大用途的氯化钙。同时，在反应过程中还有３０％的食盐
没有起反应。侯德榜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改进这种工艺，终
于在１９４３年创造发明了联合制碱法。这种联合制碱法
的成功，是世界上制碱工艺上的新突破，引起了国际上
强烈的反响。侯德榜也因此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
学工程学会会员的称号。中国化学工业技术，也在侯德
榜的努力下，一跃跨上了世界舞台。

侯德榜１９１３年写成的 《制碱》一书英文版，将他
发明的制碱法的全部秘密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于世，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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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就被世界学术界认为是制碱专著的首创，该书
发行世界许多国家，侯德榜也由此名扬四海。

·１１·



吴有训验证“康普顿效应”

吴有训 （１８９７—１９７７）江西省高安人。著名物理学
家、教育家。解放前，任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１９２１年秋，２４岁的吴有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吴有训来到美国芝加
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非常幸运，导师竟然是
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卓越不凡的康普顿教授。康普顿
教授由于提出了：电子以及其它基本粒子的 “康普顿波
长”概念而名噪一时。刚到芝加哥时，康普顿那独特的
教学方法，吴有训很难适应。一年后，吴有训完全适应
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并且已不满足于掌握
课堂上、书本里的知识，他勇敢地开始向当时世界物理
学的尖端冲刺，对导师康普顿教授正在研究的Ｘ射线散
射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吴有训已经掂量出导师
的这项研究的意义，比爱因斯坦用光子、光量子成功地
解释光电效应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对康普顿教授发现的
每一点研究成果，吴有训在完成自己的课程之外，都尽
力亲自用物理实验去加以证实。结果，有的无懈可击，
有的不尽完整，他都一一做了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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