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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著名石油地质专家，碳酸盐

岩沉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享誉中外

的沉积地质学家和古地理学家，被誉为地

学领域“岩相古地理学研究之大师”。

他一事一生、退而不休，73岁创办

《古地理学报》，86岁创办《古地理学报

（英文版）》，87岁发起筹建国际古地理

学会，坚持近十年后终偿所愿，成立我国

地质学领域惟一国际性学术组织，将中国

古地理学推向世界。

他成果卓著、桃李天下，获李四光地

质科学奖（科研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中国沉积学终身成就奖、中国石油

大学“创校功勋奖”、2022年“北京榜

样”年度提名奖……

他就是为教育事业和地质事业奋斗一

生的冯增昭教授。

2023年1月5日，工作到生命最后时刻

的冯增昭先生，驾鹤西行，享年97岁。70

年栉风沐雨，冯先生从一名矢志不渝找矿

救国的热血青年到享誉国际的岩相古地理

学专家，倾其一生做到了信仰坚定、潜心

育人、心系学科、矢志奋斗。

“铁腿”丈量大地  热血“号脉”山川

地学是油气田预测定位之首要依据，

对国家能源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

实意义。冯增昭与地学的缘分发轫于他年

少时“找矿救国”的情怀与抱负。

冯先生是河南登封人，1926年出生，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并留校任教

于刚刚成立的石油系。1953年，以清华大

学石油系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现

冯增昭：踏遍青山绘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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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中国石油大学），冯增昭先生遂成为

北京石油学院的首批教师，从此毅然投身

地质事业。又历任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

油学院、石油大学（北京）及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助教、讲师、副教授及教授、

博士生导师，为新中国的地学事业发展整

整奉献了70年。

作为一名地质学者，他坚持用脚印丈

量中国大地山川。20世纪50年代初，冯增

昭曾身负重任前往山西采集标本。他一头

扎进大山，在石头的“海洋”里披沙拣

金。短短两个月，他采集岩石标本近两

吨。而今保存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矿

物实验室里的诸多珍贵化石，都是冯增昭

一包包背回来的。任教后，他带着学生在

冀东、鲁南开展综合地质考察，睡马棚，

住大通铺，啃凉馒头，喝生冷水。冯增昭

年过花甲后，依然不顾腰伤，带着学生跋

涉山间，许多小伙子都追不上他，美国迈

阿密大学的地质专家也为之瞠目。他因此

得了个“冯铁腿”的绰号。

冯增昭的恩师杨遵仪院士曾感慨：

“冯增昭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了中国大

地。”1983年在内蒙古野外勘察时，冯增



怀念师友

清华校友通讯116

昭曾写道：“花甲欠三愧老言，十四省市步履

遍。再赐十年风华茂，第三里程谱新篇。”

几十年间，山东省的莱芜、泗水、蒙

阴、枣庄、长清，河北省的峰峰、唐山、

易县，安徽省的宿县和淮南，河南省的登

封、渑池、鲁山和博爱，北京的西山，贵

州、四川、宁夏、甘肃、陕西……从东到

西、从南到北，到处都留下了冯增昭跋涉

的身影。他先后编制出华北、鄂尔多斯、

新疆、扬子、滇黔桂等地区的定量岩相古

地理图，促进了我国古地理学向定量阶段

的发展，指导和预测了一批大型油气田的

发现。

通过扎实的野外考察，冯增昭为中国

的古地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

大量优秀成果，也取得了中国沉积学界

“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将国外碳酸盐

岩岩石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引入中国的

人，翻译的《石灰岩类型的划分》揭开了

中国碳酸盐岩研究的新篇章，写出了第一

部全国范围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学专著《中

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提出的

岩相古地理学新方法“单因素分析多因素

综合做图法”成为定量岩相古地理学研究

的重要手段，开创了定量古地理研究的

先河。

老骥伏枥志犹在 开疆拓土“不老松”

“前沿阵地，不可丢失，有志来兮，

大旗高举。”这是冯增昭在80岁大寿之时

写下的述怀诗句，短短16字，凝聚了他半

生的学术追求。

因为心怀热爱、胸有理想，冯增昭退

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学，执着于提升中国

古地理学的研究水平，把这一学科的学术

影响力推向世界。

“一门学科，一所大学，没有属于自

己的学术阵地是不行的。我希望以自己

的余热，为古地理学开垦出这样一块阵

地。”1999年2月，古稀之年的冯增昭奔走

策划的学术期刊《古地理学报》正式问世。

当时，我国地学发展处于低潮，刊号

紧张，暂以书号相代，只有1名编辑，1间

房，5万元资金。在这样的条件下，冯增

昭就任主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

矢志要将《古地理学报》办成“最有学术

味儿”的学界一流期刊。

为了保证顺利出刊，他到处奔走，拜

托有能力的学生和朋友“捧钱场”，联系

同事和教授写稿件“捧文场”，邀请11位

院士加入编委“捧人场”。对每篇投稿的

文章，作为主编的冯增昭都亲自审阅、把

关，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都要细细修

改。“无论修改后录用的，还是退稿的，

他都要写出意见和建议。他常说，要让不

会写文章的作者通过向《古地理学报》投

稿而学会写文章。他对作者认真负责的态

度也培养了潜在的投稿者。”冯增昭的学

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教授金振奎说。

在冯增昭的不懈努力下，期刊几乎以

“急行军”的速度连登学术高峰：2002青年时期的冯增昭（左 2）在野外地质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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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古地理学报》创刊第4年，入选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2007年，创刊第9年，

《古地理学报》由季刊改为双月刊；2008

年，创刊第10年，《古地理学报》入选中

文核心期刊名录，两次荣获中国高校优秀

学术期刊奖，已成为地学领域的权威期

刊，也是中国石油大学作为国家重点高等

学府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

2012年7月，在冯增昭教授86岁这一

年，《古地理学报》英文版第1期出版，

中国古地理学就此有了走向国际的新阵

地。该期刊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

术期刊”“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并

于2019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重点期刊”项目。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和

主办单位，《古地理学报》（英文版）组

织召开了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古地理学

会议”，有力推动了古地理学的创新发展。

在冯增昭为古地理学领域“开疆拓

土”的艰辛努力中，“坐在13亿年前的

‘海滩’上现场审稿”的故事总是令人津

津乐道、肃然起敬。

2011年12月，《古地理学报》第六

期，在古地震研究方向刊登了一篇苏德

辰和孙爱萍合写的《北京永定河谷中元古

界雾迷山组软沉积物变形与古地震发生频

率》的文章。当年9月3日，已85岁高龄的

冯增昭和众人约作者到北京西山考察进行

野外审稿。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审稿会。当时

的脚下是坡度很大的斜坡，冯增昭和乔秀

夫两位老先生坐在地上，后面的三位年轻

人一方面听讲，另一方面起到保护作用，

怕两位老科学家滑下去。”时隔多年，再

次回忆起这次审稿，《古地理学报》编辑

郑秀娟依然印象深刻，“地质学是与实践

密切相关的科学。在办公室里说得再天花

乱坠也没用，肯定是要到现场去，看看石

头是怎么形成的，从颜色到岩性，再到构

造和各种痕迹，综合考虑这些是怎么形成

的。冯先生对于看现场非常重视”。

冯增昭曾在这一期的刊首语中回忆了

此次突然“现场审稿”的来龙去脉：他在

阅读即将刊出的这些古地震来稿时，苏德

辰和孙爱萍的文章，尤其是该文的精美照

片、细致说理以及这些变形构造与雾迷

山组沉积时期古地震的有机联系，

深深地打动了他。与此同时，冯增

昭也发现了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一些岩石的确切定名问题等，于

是立即打电话与该文作者苏德辰研

究员交换意见，随后两人进行了面

谈，并当场确定了要去永定河谷看

看该剖面的古地震引起的种种变形

构造。

“在现场，冯老师就跟作者

聊，你写的是什么？到底是如何形

成现在的剖面的？地震究竟起到了

多大作用？冯老师和乔老师还跟

2011 年 9 月 3 日，冯增昭等人为《古地理学报》

的一篇文章开展野外审稿，前排老者左为冯增昭先生、

右为乔秀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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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了整个西山的构造。都挺有意思

的。”郑秀娟回忆，那一天冯增昭和大家

一起在山上整整跑了一天，没有喊过一次

累。中午在山里的农家小院吃饭时，同行

的研究员还抓紧时间向冯增昭请教上午

拍到的各种现场，和他讨论成因机理。

看着冯增昭和乔秀夫两位地质学前辈

坐在13亿年前的“海滩”上，讨论文章中

的点点滴滴，郑秀娟十分感慨：“时代变

迁，给人类留下了很多谜一样的地质现

象，需要地质学家们不辞辛苦到野外去勘

查，办公室里培养不出地质学家。中国的

地质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学家艰

苦卓绝地努力与奋斗。”

为推动中国古地理学走向世界，

2013年，87岁高龄的冯增昭发起筹建国

际古地理学会。在持续了近十年的筹建

期间，他坚持担任两份刊物的主编，即

使在周末、节假日，冯增昭清癯的身影

依旧时常出现在简朴的办公室内，日复一

日地为梦想而耕耘。家人担心他的身体，

劝他：年事已高还要坚持上班，何苦来？

为了地质这样拼命工作，何苦来？他说：

“何苦来？为了祖国，为了地质事业，我

要干下去。”

在2022年7月16日国际古地理学会成

立仪式上，96岁的冯增昭用中英文发表了

饱含深情的致辞。他精神矍铄，不失幽默

地说：“虽然我还有很多想法，但也知道

自己快97岁，是真的老了，因此不再担任

理事会的职务。但还希望能够作为一名会

员，为国际古地理学会的发展尽力。” 

严管厚爱育桃李 垂范激励后来人

教书育人，是冯增昭毕生的事业。他

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涌现出众多院士、

多位著名学者和教学名师。2006年，在

《冯增昭文集》自序中，他用一首短诗描

述了自己看到学生成才的心情：“弟子成

才，胜于著译，竞为国用，堪慰吾心。”

而提起冯先生，他的学生们感触最深

的都是：严格。

“他常说：‘要求其高，得乎其中；

要求其中，得乎其下’，所以对学生一向

很严格。”金振奎介绍，冯增昭每天的工

作时间都分成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

元，他要求学生也这样做。“每到晚上，

整个实验小楼就先生和我们的办公室灯火

辉煌。周一到周末，每天都是这样。要出

去的话，就要请假，冯老师也会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学院吴胜和

教授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冯

老师教导我，做地质研究一定不要怕艰

苦，要想方设法获取扎实可靠的第一性资

料和数据。他带着我翻山越岭，并耐心地

指导我丈量剖面。那时，先生已年近六

旬，但身体硬朗，爬山比我们年轻人还

快，不愧是‘冯铁腿’。冯老师要求很严

格，对我的学位论文从内容到格式修改了

多遍，甚至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同是冯增昭学生的中石大地学院朱筱

敏教授表示，冯老师主编的第一版和第二

版《沉积岩石学》教材是最为系统地反映

学科进展的优秀教材，惠及了石油高校和

地质院校地质学和地质工程的大学生和

研究生，奠定了学校沉积学领域的领先地

位。“冯老师是最有毅力、最有事业心、

富有卓著成果、德高望重、令人敬佩的沉

积古地理学大师。”

冯增昭的严格也体现在对待学术研究

的严谨上。

“我刚来的时候负责编辑冯先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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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就是《冯增昭文集》。这本书是地质

出版社出版的，对接的编辑是柳青。冯先

生把柳青训哭过两回，我也被训过。”郑

秀娟说：“冯老师训人不留情面，但他年

龄比我们大很多，就像长辈在训孩子。他

常说：‘我对你好，我才严格要求你。我要是

对你不好，我离你远远的，才不理你呢。’”

“八小时出不了编辑家”，冯增昭会

督促同事们业余时间也别忘学习，要多写文

章、多进步；有同事生孩子，他会说，自己

不方便去看，叮嘱编辑部组织人去探望；恩

师杨遵仪百岁寿辰时，由于不便走动，他拜

托其他人前去探望；故人去世，但凡能走，

冯增昭都会亲自去送最后一程……

2016年，冯增昭90岁生日时，吴胜

他叫张礼，中国共产党党员、理论物

理学家、物理教育家、清华大学物理系退

休教授。他是清华园里教龄最长的教师，

他的教龄与共和国同龄。他95岁仍在教书

和、鲍志东、金振奎、朱筱敏等几名学生

一起凑了钱，交给郑秀娟，想要请冯增昭

夫妇吃一顿饭。没承想，饭吃完了，钱却

是老先生自己付的，“冯老师跟我说，不

能花学生的钱。他全额付给我费用，让我

把学生们的钱原封不动还了回去。”郑秀

娟十分感慨。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这是我的总结，热爱教学，

热爱学生，热爱古地理学研究，仅此而

已。”这，就是冯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注

解，谦逊淡泊，执著坚定。

从“找矿救国”到“把中国古地理学

推向世界”，他一事一生，有梦有情。

（中国石油大学）

张礼：一生只为一件事
○王  震  赵姝婧

张礼先生

的故事感动无数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

给了挚爱的科学研究和育人讲台，辛勤耕

耘到最后一刻。2023年2月11日，张礼先

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张礼先生24岁第一次登上讲台时，学

生的年龄跟自己差不多，而如今学生们早

已是自己孙辈的年龄，张礼却始终没有离

开过讲台。“我从中学就喜欢物理，到了

大学就报考物理系，在学习的过程中越

来越喜欢。”就这样，因为对物理学的热

爱，张礼与“教师”两字结缘，在讲台上

一站就是七十多个年头。他以自己全部身

心投入于高校物理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事业。他为清华大学理论物理学科的创

建与发展、物理系的复系和人才培养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