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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纯，1915年10月19日出生于河

北省丰润县。1929年9月考入天津南开中

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觊

觎华北，而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断地妥协让

步，他在中共地下党员张锋伯和吴宽两位

教师的组织下，加入南开中学青年会社，

号召天津的青年学生与市民反对《中日塘

沽协定》，反对《何梅协定》，提出“反

蒋抗日”的口号。

1935年，王大纯毕业于天津南开中

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出于他的

体育运动天赋，很顺利便成为清华大学足

球队和田径队队员。

1935年冬，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爆发。王大纯作为纠察队员参加了12月9
日和12月16日两次大规模游行，担负着保

护清华大学游行师生们的任务。之后，当

军警入校抓人时，他还在反抓捕中担任护

校队员，成为“一二·九”运动中的一名

先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

中国水文地质学科的奠基人——王大纯
○王奕超 等

学举校南迁。王大纯随校长途跋涉迁至湖

南，于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习。淞沪抗战

失利，日寇在南京屠城后大举西侵，长沙

临大计划再次南迁。面对强虏嚣张、国土

沦丧、人民蒙难的局面，王大纯毅然辍学

北上。他先到临潼发动群众，筹备游击队

以抗击日寇渡黄河。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安

排前往延安，并在1939年进入中国人民抗

日军事政治大学五大队学习。1940年毕业

后经组织派遣，以八路军120师列兵身份

回到西安。随后经陕南、四川等地辗转，

于1941年再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学，继

续就读于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1943年，王大纯从西南联大毕业后，

先是供职于云南盐务管理局，又到滇西做

地质调查工作。1946年，经西南联大地质

地理气象学系主任孙云铸先生的介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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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5 月，王大纯先生拍摄的清华大

学地学系安排冯景兰先生（后排右 3）带队的

地质旅行，一行人乘坐大车自大同抵浑源县时

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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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西南联大任教，自此走上了教学岗位。

1946年9月，西南联大停办，清华、

北大和南开复员北返。王大纯被任命为

负责三校公物最后一批物资北返运输的副

主任押运员。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

庞大的运输队经旱路、水路，以汽车、火

车、船舶，自云南昆明出发东进北上，走

过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南

京、上海至天津、北平。涉迢迢千里，历

风险磨难，终完成任务，为西南联大画上

完美句号。而后他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

教，同时在中共华北城工部领导下，加入

了党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准备迎接全

国解放。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协

议达成。中共中央即刻决定，为维护国家

统一加速向西藏进军。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随即决定派出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全域

进行全面的科学考察。科考队包括来自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57人，王

大纯被选派担任科考队党支部副书记兼科

考队秘书，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徒

步进军西藏。

这是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对西藏进行科

学考察。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王大纯

徒步对西藏进行的地质科学考察总行程达

一万多公里。足迹东起昌都地区，西抵冈

底斯山，北及阿里地区，南达喜马拉雅，

成功实现了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对西藏地区

地质资源与矿产分布的考察。因此，他成

为进入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

第一位地质学家，被誉为“珠峰科考第一

人”。

王大纯的这次西藏地质科学考察，获

得了大量西藏地区地质情况的第一手资

料。他主编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

资料》《在康藏高原上》《进军西藏纪实》

等著作。为后期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

基础。

1953年底，在圆满完成西藏科学考察

任务后，王大纯回到北京，选择了前往国

家完成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

也就是现在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任教。为

适应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他担负起组建水

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系的任务，这在国内是

全新的学科门类。王大纯不但全面主持水

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全系的教学与科研管理

工作，并担任该系主任30年。不仅如此，

他同时还兼任地质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研究所主管业务的副所长。他从零开始拓

展建立中国水文地质科学研究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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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王大纯（左 4）从长沙临时大学

休学，北上寻找抗日组织，与一众合影于临潼

县政府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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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是我国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开拓

者之一，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的奠基人。

1960年，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与理

论完善，王大纯主编的第一部中国水文

地质教科书《普通水文地质学》出版，

结束了中国水文地质学科没有本国教科

书的历史，为我国水文地质专业的高等

教育和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

础。1980年，他再次主持编纂完成《水

文地质学基础》这部堪称我国水文地质

学科的经典教科书。此书于1988年荣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全国

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8年和1992年
又两次获得地质矿产部高等地质院校优秀

教材一等奖。

王大纯是真正的教育家。他是中国水

文地质专业的第一位教授，是新中国首批

博士生导师。他的水文地质科学研究思想

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广，并且用于指导水

文地质工程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他的

学生遍布全国地质战线，桃李满天下。他

从1954年起指导研究生，亲身践行着西南

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

垒之称号”的立学精神。

王大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并确立

了中国地下水的分类与成因理论。在20世
纪7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了充分保护、合

理开采地下水资源的理念，并提出了以地

球系统科学的概念研究地下水这一前瞻性

论断。这些理论、概念和论断在当今得到

了普遍认同与实际应用。

王大纯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

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

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IAH）中国国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学

报》及《地质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职。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水

文地质事业，对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与实践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大纯开创中国水文地质学科之先

河，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的泰斗。他的后

人们把王大纯的学术品格总结为“求实、

实际、实在、朴实”八个字。为了能够把

这种学术风格传承下去，中国地质大学

设立了“王大纯奖学金”，用以对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学科领域中德才

兼备的佼佼者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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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10月，王大纯先生（中）与闫锡屿先生

（右 1）、贾福海先生（右2）、陈梦熊先生（左2）

等水文地质界老友相聚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