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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文学、书法、理工的功底，我想

这是他从事规划工作以及以后取得规划工

作成就的基础。

二、勇于实践，注意新事物，善于总

结。因为要管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讨论

过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总结出“时代精

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三者的完美统

一”，这是他从实践当中总结了很多的建

设项目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得到解决之后

体现出来的标准。

三、善于发挥组织的功能，能够调动

广大专家为首都建设发挥作用。根据中央

的指示成立了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

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就是首规委的工作机

构，所以有这么一个优越条件：而且在首

规委下设立了几个工作机构，有一个首都

建筑艺术委员会，有一个首都城市雕塑艺

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我都参与、接触

过。我记得我们议论过，首都的规划建设

牵涉到三大家：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

国务院、各部委）、部队和北京市。它的

概念不仅仅是北京市，而是整个北京地

区，很多建设甚至有好多比较难的项目都

是来自中央部门或者军委部门，这就要发

挥专家的作用。

2013 年 12 月 3日

悼 家 榕

○文明珠

2013年12月9日，米家榕教授在天津

病逝,享年84岁。

家榕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到东北

（长春）地质学院任教,1971年至1974年

为国家地质总局援阿尔巴尼亚地质大队

工程技术人员,198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6年被引进入天津师范大学。

他青年时期，对声乐、器乐和指挥有

所爱好。当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后，受

“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为了国家的强

盛，毅然转学到这艰苦的事业中。在清

华园优雅的学习环境中、在学识渊博的优

秀教师们的教诲下，他认真学习功课，重

视体育锻炼，还参加了歌咏队。“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的潜移默化，给

他身心和知识溶入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分

配他没有犹豫，响应祖国号召来到东北。

到东北地质学院后，组织分配他搞古

生物专业，他没有犹豫，欣然接受。当时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任地专（东北地质

学院前身）的校长，学校拥有一批老一辈1997 年米家榕教授与夫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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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如喻德渊、俞建章、刘国昌、

业治铮、董申葆等，还有来自清华、北

大的20名毕业生。他们风华正茂，热情洋

溢，投身于建院初期的艰苦创业中。“文

革”前后，每年除室内教课外，暑期都要

带学生野外实习。1956年，当国家开展大

规模地质普查找矿，学校在燕山、胶东、

冀东、吉中进行1∶20万区域地质填图

时，他们已经是大队技术负责人了。燕山

队的三驾马车之一就是家榕。他们凭着满

腔热血，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帮助下，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也积累着对地质专业的知

识，从此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地质事

业，在科研、教学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

教师们尊称他是学院地层古生物学科主要

创始人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致力于陆相

地层、古植物和古环境研究，是我国北方

中生代地层和古植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他

首次确证东北、华北东部晚三叠世植物群

和陆相地质，解决了以往几十年悬而未决

的基础地质问题，在国内掀起了持续近十

年之久的“三叠”热。在此基础

上，全面研究中国环太平洋北段

晚三叠世地层古生物及古地理，

在过去一般划分为南方区（热

带、亚热带）和北方区（亚热

带、温带）。根据现代植物地理

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古构造、

古地理分析，新划阴山古陆以北

的远北区（温带），在北方太行

山隆起以东，增划燕辽吉南混生

植物小区，并认为可能存在古太

平洋暖流的影响。在构造—沉积

古地理格局和地层区划方面（据

古构造和沉积特征，自东向西划分为北、

北东向展布的深海区、陆缘区即陆缘滨浅

海分区和陆缘火山分区以及内陆山间凹陷

区）；对本区地质历史上重要的印支运动

的有否、性质等问题，都提出了系统的创

新见解和论证。得到国内、国际同行的广

泛赞誉，认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

有重要意义”，“对国际地层对比，尤其

是太平洋西岸构造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参

考价值”。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

等奖，部分内容在第二届国际古植物大会

及第一届全国构造会议发表后，英、法知

名古植物学家当场及几次专函索要论文，

美国C.Smiley教授（1987年在北大）也发

表赞同意见，成果被SCI索引。已故中科

院院士、古植物学家徐仁教授说：“这项

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被教学科研单位等

多方引用。

援阿期间，研究巴尔干半岛西部铜矿

区域地层（蛇绿岩套），建立了地层层

序，根据多门类化石确证了地质时代，修

正了前苏联专家的结论，为阿工矿部采纳

1973 年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排
左 3为米家榕教授



清华校友通讯178

怀念师友

并因此延聘。

根据植物化石的研究，首次确证辽宁

本溪早石炭世晚期地层的存在，也突破了

几十年来公认的华北地台内部无此期地层

的定论，成果引起学术界关注；根据火

山—沉积建造特征，先后提出新的划分方

案，对东亚代表性的辽宁北票中生代陆相

地层进行划分，确定了八个岩石地层基本

单位，总结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展国际

古生物学研究新趋向古生态、古气候、古

地理研究中，进行多学科互相渗透。在

“山东淄博石炭二叠纪植物群落与成煤环

境”方面，据化石埋藏学类型、分异度分

析，把不同时代、不同层位、不同环境组合

划分成群落，分析其古气候条件，归纳成煤

环境演替，提出海相成煤论断；在“华夏植

物区与安加拉植物区界限”方面，提出古山

系分界说而非海洋分界，对植物类群分布中

出现“特有”分子，认为系“混生”现象，

不宜理解为“迁移”；对“冀北辽西早、中

侏罗世植物古生态学与聚煤环境”则从植物

群落、叶相分析等恢复古气候（认为都属暖

温带），通过沉积分析总结了聚煤特征，并

开展了昆虫与植物协同演化的研究，这些都

具有开创性。

在编写大百科全书地质部分的几个词

条：“联合古陆（与郭鸿俊合编）、网瓦

纳古陆、劳亚古陆、特提斯海”时，他利

用夜晚翻阅大量资料，从 早的对地球

历史的说法，到板块学说盛行，以致现代

大陆漂移的观点，综合各家观点，用历史

地质学、古海岸线轮廓、古大陆构造、古

生物、古气候、古地磁和现代计算机研究

结果，进行世界各地的对比，全球性的概

括编写。这对板块学说、全球构造的深入

研究、海洋地质调查、预测地震、火山活

动、探索成矿规律都有重要意义。

1995年为拓宽思路，接收了“内蒙古

通辽附近晚侏罗世沉积体系与油气远景评

价”的任务，也采用多学科综合手段，从

地层古生物、岩石地层、层序地层、沉

积体系、石油地质以及地球物理（钻采、

测井、地震）地球化学等手段，与生产单位

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其现有能力和资料以及

学校教师资源的优势，研究了该区石油生、

储、盖层的条件，提出了远景区及找油的一

些方法，得到生产单位的高度评价。

近几年来，家榕积极开展古植物群演

替与环境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地表圈层关系

的研究，则为了探索环境形成的历史规律

与今后的展望。已出版《辽东太子河流

域早石炭世植物古生态与环境》，正主持

“环渤海地区二亿年以来植物群演替与地

质环境变迁”的研究，憾未能完成。

他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专著4部，论

文37篇，享誉国内外。

他曾历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

古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古生

物学会东北地区古生物专业组组长及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全国地史学课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长春地院、吉林大学古生物学

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同行认为

他是优秀理事之一，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学

会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在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和学会建设等方

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利用业余时

间，义务做过两期课余小学教员。大学毕

业任教后，更是致力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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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他热爱祖国，勤奋工作，严于律己，

治学严谨，诚恳正派，平易近人，为人师

表。除承担过系助理主任、教研室主任、

古生物中心副主任等行政工作外，先后开

过十几门课，指导了三名博士后，精心

培养了一批博士生（6名）、硕士生（14

名）和古生物专业本科生，为国家输送了

一批批优秀人才。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重才更重德，教

专业知识更教做人。他对学生既耐心指导

又教学相长。他认为通过培养研究生，是

使学科水平提高、开启新方向、新领域

的途径。首先，他在研究项目立项的必要

性、课题设置的科学意义、成果的先进性

与应用前景方面都提出明确的选择、思

路、论证。而在具体工作中又特别重视第

一手资料的观察和搜集，身教胜于言教。

室内化石、标本的鉴定和细微的整理，总

结答辩过程中的悉心指导，连论文的标点

符号都不放过。在他的著作中，体现集体

攻坚力量，只要是参加的人，都给予应有

的冠名。被人称为心胸坦荡、光明磊落。

他在使用科研经费时，特别注意节

约，强调经费最大限度地用于研究工作

中，甚至达到抠门的程度。但对学生，则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困难、家庭

的困扰等。他对待家属、子女要求自立自

强，俭朴诚信，宽以待人。他对周围的同

志、朋友也很关心，曾为两个即将离散的

家庭，彻夜深谈，致破镜重圆；还曾使一

位花龄少女免去锯腿的痛苦，等等。生前

深受同行、朋友和学生们的尊重和敬爱。

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表彰。早在1956

年就被评为长春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

子。1992年获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吉林

英才奖，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被评为长春市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当他两次申报院士落选时，身边的同

事和朋友都有些愤愤不平，他反而安慰我

们说：现在国家人才济济，这是应该高兴

的事。又说，很多事情是受天时、地利、

人和影响的。这些是我们的不足，我年龄

也大了，成绩有限，留待后人，但我要争

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虽然2000年后已

经退休，身体也安了起搏器，数次住院，

但仍在写他的书，一直坚持至病倒卧床。

新世纪来临之际，他感慨地写道：

“我已七秩，仍思作为，你们成长，于心

慰藉。但希望你们把基础打好——品德、

素质、专业、身体。立雄心壮志——为

党、为国、为民族作贡献，造福人类，大

有可为。要思考新问题，注意新动态，把

握新方向，做出新成绩。长江后浪推前

浪，试看哪个浪头高！年轻人啊，我们共

勉！”

他培养的学生们在地质学、石油地质

学（或其他专业）特别是在地层古植物学

领域，正作出骄人的成绩，他们有的是教

学、科研、生产部门的得力骨干，有的是

大学院校的领导、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研究生中，一人获“五一”劳动奖，一人

获霍英东奖。不管在何岗位，对他们的成

长、贡献，他都感到特别的欣慰和光彩。

同事们都尊称他为优秀的地质古生物学

家、教育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地学界、

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他的优秀品质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最后用一段悼词结束我的文

章：先生的道德、文章受人景仰；先生的

精神、事业永垂于世，嘉惠后人！

家榕，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