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教诲，开拓创新

———怀念恩师丁锡祉先生

孙广友

( 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地理所)

1 叶良辅是我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地貌学的开拓者。30 年代丁锡

祉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考取浙江大学叶良辅教授的研究生，

同门还有严钦尚( 与任美锷合带) 、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陈述彭、

陈吉余、蔡钟瑞和李治孝。新中国地貌学科的领军人物几乎皆出此

列。

我的恩师，著名地理科学及地理教育学家、地貌

学家、我国冰缘地貌学创始人、叶良辅大师 1 ) 九大

弟子之一的丁锡祉先生，辞世已有 7 载。今年适逢

先生诞辰百年，幸与诸学者聚会蓉城，追忆流逝岁

月，重温亲切教诲，赞美他高尚的品德，继承他严谨

治学又锐意开拓的学风，与我的人生，更有一番特殊

的意义。
东师邂逅，定向人生

我于 1958 年走进名校东师 ( 东北师范大学) ，

这时的丁先生已卸地理系主任之职，担任校长助理。
丁先生身材厚实，留着鲁迅式的钢丝寸发，款步铿锵

有力。每当他从长廊走过，都会飘逸从他那紫檀烟

斗散出的丝丝香气。尽管校务繁忙，但他还是抽暇

给地理系的师生做学术讲演。有一次他做完报告，

径直走下来同我谈了几句———也许是他知道我对地

貌学情有独钟。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句话是: 气

候地貌学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值得深入研究，生产实

践上也大有可为。在他的鼓励下，我对地貌学就更

加用心。
毕业前报考了他的研究生。然而“天不作美”，

就在考试前，接到教育部通知，研究生停招。于是，

我被分配到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现中科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但奇巧的是丁先生恰好

兼任长春地理所的所长，在这里又同这位面容慈祥，

总爱叼着烟斗的先生晤面，他安慰我说: 不当研究生

不要紧，在所里可以跟我来做。一席话让我顿生柳

暗花明之感。
独辟蹊径，创立学科

1963 年，注重气候地貌学的丁先生在长春所主

持成立了冰缘地貌学研究组。这虽说仅是一个初创

小组，但对于全国地貌学科体系的布局，却是填补了

空白。成员由长春所和东师两方组成，既有裘善文、
肖荣寰这样的中年主力，也聚集一批青年才俊。我

有幸应招，又最年轻，被戏称“冰缘地貌的一颗籽”。
更难忘的是先生为我钦定长远培养计划，要求我在

俄英之外，攻下波兰语，好去国际冰缘地貌学的发祥

地潜心深造。
小组的人每周定期在丁先生的学校办公室研

讨，采用英俄德日等多种语言收集国际文献。丁先

生亲自翻译《国际冰缘地貌学》杂志已出的 6 卷，并

与肖荣寰联署“介绍一门新学科———冰缘地貌学”
的文章很快在《地理》发表［1］。文中突破了国际流

行的狭义冰缘概念，首创广义冰缘地貌的新定义: 冰

缘地貌是指发育在冰川边缘及广大多年冻土区的地

貌类型，其主要地貌营力为寒冻风化和融冻作用，这

不啻是这一新学科的诏世宣言! 这一丁氏新概念被

颇有影响的《地理学词典》( 1983) 所收［2］，并赢得学

界的广泛认同。那年，我和裘善文、王春鹤等随先生

赴大兴安岭进行国内首次冰缘地貌考察，发现了冻

胀泥炭丘等十余种冰缘现象。先生在牙克石就地组

织总结，意想不到的是，命我起草“大兴安岭冰缘现

象及其与林业的发展关系”的考察报告［3］。当时，

大将如云，让我上阵，先生潜心砺练后辈的深情昭然

可鉴!

智者临高，望尽天涯路。考察归来，丁先生旋即

构思中国冰缘学跨越发展的大手笔，决定在小组成

立三周年的 1965 年，在中国召开国际冰缘地貌学术

会议。先生亲自撰写了“国际冰缘地貌发展现状”;

地理系地貌学讲师钟金岳发表了“东北地貌研究进

展”［4］; 小组共同编译了《冰缘地貌学译文集》;《1∶
400 万中国冰缘地貌图》也已完稿。而他，依然给人

一种悠然叼着紫檀烟斗，逢人颔首微笑的从容，这使

我直面领略导师高超的学术指挥艺术。
新学科筹建如大海扬帆，劈波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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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恶浪骤起，在那场“史无前例”中，先生惨

遭批斗，被迫离去，锁居深山，文革撕碎了我们的学

科梦! 文革风息，蒙冤专家纷纷落实政策。不过，春

的消息迟迟没有吹到先生困居的山坳———他未盼到

东师与长春所复招的音讯。惆怅中，他于 1978 年被

四川省聘请到成都地理所担任了所长。他的冰缘理

想也只能呼唤于梦中。这时我突然收到先生的一封

来信，说北京大学崔之久教授商用我们的冰缘资料，

他要大干一番，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请先生决定就

是。于是，先生将全部所积倾盘相与。果不然，崔教

授的团队在我们的学科组零落之际，扛起了中国冰

缘学的大旗，在青藏高原和东北山地都做出了杰出

成果［5 － 6］，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也都积极开展冰缘

学研究，真是: 魔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丁先生首

创的冰缘学科后继有人。
睿智慧思，多域开拓

丁先生开创我国冰缘地貌学，已显大师之风范，

而于东北师大及长春所对沼泽学科的开拓，更是冠

大师美誉的佐证。丁先生在东师筹建了我国第一个

湿地专门机构—沼泽研究室，继而发展成国内外知

名的沼泽泥炭研究所; 转身，他又依据竺可桢院长的

指示，将沼泽确定为长春所与冰缘地貌学并列的特

色学科，1980 年代已成为中科院湿地研究中心。而

今，东师与东北地理所同为国家最为重要的湿地研

究基地，实可谓“先师当年倾碧血，湿地双葩竟芳

菲”。
先生入蜀期间，我曾信诉衷肠: 丁老师您不能回

东北，我们的地貌研究就失去了您的指导，能否做东

地所的兼职研究员呢? 先生复信说: 这边需要我，难

以北复。你们都成长起来了，你也四十而立，可以独

立干了! 只要发奋努力，就会出成果，有事可随时问

我。信未读完，泪已淅淅。
有时，在无名回忆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导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先生没有留下鸿卷巨著，但

他的深邃思维和学科开拓，却非常人企及。不啻在

东师、东地所的学科建设有地理系、冰缘学和沼泽学

等可数，即使衔命天府，他又倡导了山地科学和城市

地貌学。这位外表温和慈祥的智者，内心蕴藏的开

拓创新激情有如烈火，走到哪里，燃烧到那里。我断

想，这才是先生最可宝贵的大师品格!

秉承教诲，笃志前行

大音希声。我把先生学术上的至理教诲凝结成

八字箴言: 冰缘理念 － 创新思维，并受益终生。正因

冰缘理念深植不移，才使我历经三十年思考，发现和

论证了青藏高原苔原，并构建了高原复式三维模

式［7 － 10］。也正是创新思维的激发，才能与唐邦兴、
邓伟教授等“河源六君子”，发现和论证了当曲是长

江的新正源［11］。须知，这是向沱沱河为长江正源的

教科书挑战。胆从何来? 我们是用数据说话。为了

完成当曲的断面测流，我们险些困死在河源无人区。
三十年过去，断面的流量数据仍无人超过。在获得

河长、流量和流域面积三项数据都占优的前提下，才

提出了我们的新正源结论。有人说，时光飞逝，成论

未改，你们的正源说立得住吗? 我说，我们还是把信

任交给时间。
由于创新思维的激发，2005 年，我依据美国火

星探测器发回的图片资料，撰写了“火星探测器着

陆区的地貌解译”一文［12］，提出了火星上曾有河流

和湖沼，后陆续消亡，而沼泽必是消亡在最后。因

此，图片上被美国宇航局称为不解之谜的方形黑色

残块，我指出应是沼泽沉积物。并推测火星现在仍

可能有有水，封存于极区地下冻土层中。近期美国

宇航局发布信息说探测器已找到有水的证据。遥遥

火星，难以踏步，是真是伪，自有后来发现者垂鉴。
师训和实践使我感悟: 创新思维是科学研究的

灵魂。知识诚可贵，创新价更高。无创新的知识只

是资源，有创新的知识才是财富。［13］

为报三春恩晖，离开先生数十载，不敢懈怠。依

师道传统，胜于蓝者才是好学生。然而，导师是一座

丰碑，而己之所成微微。每自惓残阳老骥，即被奋发

努力的师铭之钟惊醒。今虽虚度七七，当不消科技

报国之志。
感念如潮，命诗寄怀

往事如烟，思绪难收。愿以一首短诗寄托无尽

敬意和怀念:

蓉城缅恩师·敬献丁锡祉先生

寒江雪

东师邂逅定人生，

冰缘创业劫无情．
先师入蜀兴山地，

学生北国故园耕．
大音希声鸣心鼓，

血凝书卷祭师灵．
漫漫征途夕阳骥，

秉恩报国再建功． 注: 作 者 在 东 北

师大为丁锡祉教授学生，1962 年毕业分配到先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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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长的中科院东北地理所，追随先生创立冰缘地

貌学。文革中导师惨遭迫害，冰缘学科梦碎! 秉先

生所遗之冰缘理念及创新思维，幸有些许成绩告慰

先师。今老骥而愿秉恩报国。此作于成都山地所之

丁锡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致谢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纪念

丁锡祉先生学术研讨会之举，为缅怀念先贤，激励来

者提供了难得良机。在笔者忍泪结语之时，谨致诚

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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