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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和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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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与当时苏联地学界来往交流紧密! 他对地质学的贡献得到了苏联
地质学家的高度评价$ "#%+ 年! 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选举李四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并授予卡
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该奖章是 "#’* 年由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共同发起的* 对地质
科学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最高单人奖励! 李四光是第六位获奖人! 也是至 $)"* 年止唯一获此殊
荣的外籍地质学家! 他的获奖理由是’ 在地质* 古生物*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合贡献$ 李
四光有两部著作在苏联被译成俄文出版! 分别是 "#%$ 年的 .中国地质学/ 和 "#%+ 年的 .中国
西北部的旋卷构造/! 这两部译作对当时的苏联地质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极大地推动了李四光学
术思想的广泛认知& ,地质无国界-! 中国地调百年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俄罗斯地学理论* 规范*
方法实践的烙印! 在新的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和李四光学术精神传承下! 中俄* 中国与中亚
在地学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不断深化! 硕果累累$
关键词! 李四光&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旋卷构造& 地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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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5@HVOMILNC IS+ZNP0PBJ[NC ZNP Î@C , HIIGPM@JAIN ANAJA@JAFP@R‘PBB@RJ;P‘ACPRGMP@C IS
Y=.=aPP&R@H@CP?AHJ;ILO;JR# J;PPDH;@NOPR@NC HIIGPM@JAIN 5PJ‘PPN 6;AN@@NC L̂RRA@# 6;AN@@NC
HPNJM@B[RA@AN J;PSAPBC ISOPIBIOT‘ABBHINJANLPJICPPGPN @NC 5PHI?PSMLAJSLBb
Q=E T7A?F" Y=.=aPP’ [b4b1@MGANRVT,IBCPN 4MA:P’ FIMJPDRJMLHJLMP’ OPI?PH;@NAHR

)!引言

李四光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 中国现代地球
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和领导人# 他的研
究几乎涉猎了地质学的所有领域# 思想博大精深(
据统计 )"* # 从 "#$" 年至 "#*" 年# 李四光公开发表
的著作- 文章有 "*& 部 $篇%# 他创立了地质力学
理论 )$* # 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 他对
中国战略紧缺矿产找矿突破方向- 海洋- 地震-
地热方面的工作建议极具前瞻性和预见性# 对中
国相关领域地质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导航作用# 至
今仍不断被证实(

在他众多科研著作中# /中国地质学 0 和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0 )&*这两部译作对当时的
苏联地质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随着李四光与苏
联地学界紧密的来往交流# 他对地质学的贡献得
到了苏联地质学家的高度评价# "#%+ 年苏联科学
院全体大会选举李四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并授
予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关于李四光与苏联地学
界在学术上的相互交流影响-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
章的情况和荣耀# 经查找翻译大量俄语书籍- 文
献资料# 现整理出来供地学领域研究者们学习
参考(

"!李四光与苏联地学界在学术上
的相互交流及影响
#9#%李四光的学术思想在苏联广为传播

"#$% 年# 李四光应邀代表北京大学到莫斯科
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纪念大会 )’* # 同时
也参观了列宁格勒# 参观了科学院下属的三十多
个单位# 会见了不少知名的苏联地质学家# 其中
就有卡尔宾斯基# 从此# 开始了李四光与苏联地

学界来往交流( "#’# 年中国解放后# 李四光同苏
联的地质学界联系更加紧密# 他一直是全苏古植
物学会的荣誉会员(

李四光有两部著作在苏联被译成俄文出版#

一本是 "#%$ 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地
质学0 $见图 "%# 译者为苏联考古学家- 地质学家
维1米1科里什托佛维奇 $1=2=34567898:5;b%#

他是从英文版翻译过去的( 著名地质和古植物学
家阿弗里坎1尼卡拉耶维奇1科里什托佛维奇
$<945=�> ?5=8@�A:5; 3456789�:5;# "++% h
"#%&% 为该书写了序言 )%* ( 李四光在苏联科学院
成立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时会晤过他# 两人交往很
多( 阿弗里坎1尼卡拉耶维奇1科里什托佛维奇
在序言中写到"李四光善于岩相分析和区域地质地
层学研究# 书中描述的岩石和古生物具有极大价
值# 对苏联有特殊意义( 但同时也认为# 李四光
建立在动力学原理上的地质构造理论会引起争论(

他十分敬重信任李四光# 他去世后# 其亲属将他
的一些重要著作转送给李四光# 作为永久纪念()’*

另一本是 "#%+ 年苏联国家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0 $见图 $%# 翻译者为钱
祥麟- 赵鹏大( 当时的苏联地质与资源保护部部
长安德罗波夫亲自为这本书作序 $见图 &%# 在序
言中中肯评价了李四光的学术思想# 称其为该领
域研究的 +拓荒者, )&* ( 他在 "#%& h"#($ 担任部
长期间# 非常关心新中国地质工作开展# 两次来
到中国# 提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多年来旋卷构造在地质学中不断发展# 俄罗
斯的地质学家现今写有关旋卷构造的文章# 都首
提李四光( 俄罗斯著名大地构造学家哈因 $BC5>
15=784D95E8:5;# "#"’ h$))#% 在全面总结 +旋
卷构造" 过去- 现状- 发展前景, )(*一文中多次引

用李四光的学术思想 )** # 称李四光于 "#$+ 年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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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地质俄文译著 ""#%$ 年#
QAO="!U;P L̂RRA@N FPMRAIN ISG+$/$575/F5Q&+%.4

图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俄文译著 ""#%+#
QAO=$!U;P L̂RRA@N dPMRAIN IS\5P6$DL6P,A6,P$5Q

.5P6+Z[$L6$P. &+%.4 ""#%+#

图 &!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 俄文译著序言翻译
QAO=&!UM@NRB@JAIN ISJ;PGMPS@HPSMI?J;P L̂RRA@N FPMRAIN IS\5P6$DL6P,A6,P$5Q.5P6+Z[$L6$P. &+%.4

区分和描述了旋卷构造形态( 李四光在苏联影响
最大的也是此书( 书刚出版不久# 李四光就收到
读者来信# 其中德拉乌诺夫 $1bFbG4CH>8:%

教授写到" 读了这本书# 可以很圆满地说明西伯
利亚地台区域某些构造的发生 )&* # 解决了苏联学
者对旋卷构造现象成因的困惑( 现代俄罗斯学者
写旋转构造方面文章# 李四光的著作仍被经常引
用 )+ h")* ( 旋卷构造概念提出后# 随着研究的扩展

深入# 后来又被称为旋转构造或旋扭构造 )""* # 但

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9!%李四光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学习吸收理论经验

李四光十分注重学习苏联地质学家的理论和
经验# 特别是他们对地台- 大地构造方面的研究(

卡尔宾斯基提出的南北构造线对李四光很有启示#

李四光认为中国西部南北向第一级褶皱构造带与
之在性质和方位上相符’ 中国的新华夏系是苏联
杰出矿床学家斯米尔诺夫院士 $第十二位获奖者%

强调的太平洋金属矿化带的组成部分 )"$* # 这两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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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找矿勘探和普查工作#
后续得到证实并获得成效(

李四光自学俄语# 学术上对苏联地质学家的
理论- 观点批判的吸收( 在中国建国初期# 是中
苏地质科学交流最火热的时期# 那时中国地质工
作还很薄弱# 苏联先后派了 ’)) 多名地质专家援
华# 在空白领域# 中国基本全盘引用苏联的地质
工作模式和方法- 规范( 在 /总结建国十年来中
国地质工作的发展 0 一文中 )"$* # 李四光写道"
+我们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 学习了他们的先进
经验# 对我们决定勘探工作的具体方向- 方法给
了许多及时而有益的帮助( 当我们在创建地质工
作机构# 奠定新基础的时候# 得到这些有益的帮
助#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时# 苏联政府派了各
种专业的地质专家来中国# 大大提高了中国地质
工作的效率( 但李四光并不拘泥于苏联专家的观
点# 反对不顾地质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的规范- 方
法’ 和李四光一起参加过野外考察或听过李四光
报告的苏联专家# 都非常赞成李四光的见解# 有
的甚至改变了自己之前的学术观点(

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0 和 /中国西北部的
旋卷构造0 被译成俄文出版后# 成为苏联学者了
解中国地质的窗口( 在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0
一书中共列了 (( 篇参考文献# 其中来自苏联学者
的俄文文献 $% 篇# 主要作者有" 奥博鲁切夫- 柯
西金- 莎茨基- 别洛乌索夫- 巴基洛夫- 如科夫
等# 他们都是苏联当时最有影响的地质学家( 苏
联学者也特别钦佩李四光的严谨科学精神# 在两
部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前# 李四光都亲自给编辑部
写信# 要求补充成书以来的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
以及解答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并在 /中国地质学0
译著中补充了 +山, 字形构造描述等内容( 李四
光认为#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围场地区- 乌拉尔-
俄罗斯地台以及它西南边缘的一些强烈褶皱带-
西伯利亚地台以及它东南边缘延伸的中亚诸山脉
可以当作山字形构造体系看待()$*

著作出版后# 李四光经常收到苏联同行学者
寄来书信# 同他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相互学习#
还向 /苏联地质0 杂志推荐中国地质学者的文章(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9#%卡尔宾斯基及金质奖章简介
卡尔宾斯基 $见图 ’% 是苏联科学院选举的第

一任院长# "+’* 年出生于彼尔姆州的一个矿业工
程师家庭# 毕业于圣彼得堡矿业工程师学校# 毕
业时获金质奖章和中尉军衔# 在乌拉尔工作两年
后被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召回任教( "+#’ 年被授予
学院功勋教授# "++( 年被选为皇家科学院执行会
员# 曾担任俄罗斯矿物协会主席和古生物协会荣
誉会员( "#"* 年# 科学院大会一致推选他为院
长# 这是科学院第一次选举的院长# 之后又连续
两次当选# 直到逝世#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他的
葬礼(

图 ’!卡尔宾斯基
QAO=’![=4=1@MGANRVT""+’* h"#&(#

卡尔宾斯基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东欧地台和乌
拉尔山# 他的主要贡献是关于地台的分层结构理
论# 他首次把地台划分为结晶基底和年轻的沉积
盖层# 并指出了在地台边界的岩石强变形带( 由
于卡尔宾斯基对俄罗斯科学的重大贡献# 受到了
人们的极大尊敬( 俄罗斯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
市- 全俄地质研究所- 许多城市的街道- 科考
船- 火山- 山脉- 月球背面的火山口- 金刚石采
坑- 植物# 发行纪念邮票等( 最大的纪念是在
"#’* 年他诞辰 ")) 周年# 设立的卡尔宾斯基金质
奖章(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见图 %% 是由当时的苏
联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发起并传承下来的对地
质科学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最高奖励( 从 "#’* 年
至 $)"* 年共有 $" 位地学领域科学家获奖# 李四光
是至 $)"* 年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外籍地质学家( 李
四光作为第六位获奖人 $见图 (%# 他的获奖理由
是" 在地质- 古生物-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
合贡献 $ "#%+!IJ3KHC>L5!MCN8:8=HO>8N7P>C
H;>JQ4CR87:8R@CN75KA8@8K55# OC@A8>78@8K55#
OA748K4C9555O8@AM>JQ5N=8OCAE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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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QAO=%![b4b1@MGANRVT,IBCPN 4MA:PXPC@BR

图 (!李四光获得的卡尔宾斯基奖章正背面 "图片由李四光纪念馆提供#
QAO=(!U‘IRACPRISY=.=aPP+R[=4=1@MGANRVT,IBCPN 4MA:PXPC@B"4AHJLMPRSMI?Y=.=aPPXP?IMA@Bc@BB#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由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
俄罗斯科学院地学部- 地球物理学部- 地球化学
部和矿业学部讨论授予在地质学- 地层学- 古生
物学和矿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李四
光获奖理由占全了这四个领域( 克鲁泡特金教授
在 /自然0 上撰文 )(* # 介绍了李四光在地质科学
上的 成 就( 苏 联 学 者 尼 卡 拉 耶 夫 $ ?bFb
?5=8@CA:% 教授 )(*在给李四光的贺信中写到" +热
烈地向您祝贺这一应得的奖赏( 同时# 非常高兴
地感到# 苏联地质界对您的崇高工作和在中国创
造的地质科学经验# 作出了公正的总结# 这些经
验已经远远超过国家的界线而为全世界所公知(,
!9!%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获奖者情况

纵观苏联和俄罗斯地质学家的获奖情况 $见
表 "%# 在此奖设立初期# 是每年评一次# 但在后
来# 李四光和第五位获奖者相隔 ( 年# 上世纪 *)
h+) 年代# 基本是 & 年评一次# $))( 年以后# 基
本是 % 年评一次( 从 "#’* 年设奖到 $)"* 年的 *)
年# 共有 $" 位地质学家获奖# 里面基本囊括了苏

联和俄罗斯最优秀的地质学家# 其中有些人和李
四光交往很多# 像纳里夫金- 哈因等# 李四光曾
陪同纳里夫金考查北京西山冰川遗迹( 纳里夫金
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获奖时 %# 岁# 年龄最大的获
奖者是 $以卡尔宾斯基命名的% 全俄地质研究所
的扎莫达# $)"" 年获奖时已达 #) 岁高龄( 获奖者
平均年龄 *& 岁# 其中只有一位女地质学家薇拉
$第四位%# 因此# 卡金奖是非常成熟睿智的# 基
本是获奖者一生学术贡献的综合体现# 李四光获
奖时是 (# 岁( 截止 $)"* 年 " 月尚有三位获奖者在
世# 即第 "+ h$) 位获奖者# 但平均都在 #) 高龄
之上(

从获奖的地质学家贡献领域看# 在上世纪 *)
年代前 $前八位获奖者%# 基本集中在基础地质-
地层- 古生物- 矿产研究方面 $见图 *%’ 到 +) 年
代后# 集中在海洋- 大地构造- 地球物理- 全球
对比- 编图和能源方面# 这也基本代表了地质学
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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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获奖者情况及获奖理由
U@5BP"![MTN 1@MGANRVT,IBCPN 4MA:PMPHAGAPNJR@NC F@BLPR

序号 姓名 国籍
获奖
时间

获奖
年龄

获奖理由

" 1@CS5E54<9C>CNPA:5;TR4H;A:$"+(& h"#%(# 奥博鲁切夫% 俄罗斯 "#’* +’ 地学领域综合贡献
$ GE5745U1CN5@PA:5;?C@5:=5> $"++# h"#+$# 纳里夫金% 俄罗斯 "#’+ %# 在地学领域传承和发展卡尔宾斯基思想的研究和著作
& GE5745UI7AOC>8:5;VA@W>=5> $"+*( h"#%&# 别良金% 俄罗斯 "#’# *& 在地层学的杰出贡献
’ 1A4C<@A=NC>S48:>C1C4NC>89PA:C$"+#) h"#*(# 薇拉% 俄罗斯 $女% "#%) () 在地学领域的综合贡献
% <@A=NC>S4<@A=NC>S48:5;XA4>8:$"+** h"#(&# 切尔诺夫% 俄罗斯 "#%$ *% 在地学领域的综合贡献
( IJ3KHC>L5 $"++# h"#*" 李四光% 中国 "#%+ (# 在地质- 古生物-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合贡献
* <>C78@5UYA84K5A:5;VA7AQ75> $"+#* h"#($# 别杰赫金% 俄罗斯 "#($ (% 在地质-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合贡献
+ GE5745UF:C>8:5;ZA4RC=8:$"+#& h"#((# 谢尔巴科夫% 俄罗斯 "#(& *) 在地质-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合贡献
# ?5=8@CU25QCU@8:5;I74CQ8:$"#)) h"#*+# 斯特拉霍夫% 俄罗斯 "#(* (* 在地学领域的综合贡献
") F:C>F:C>8:5;Y84N=5U $"+#& h"#*%# 戈尔斯基% 俄罗斯 "#*) ** 在地质- 古生物- 地层和矿产研究工作的综合贡献
"" <@A=NC>S4LA8>5S8:5;[>65> $"#"" h"#### 扬申% 俄罗斯 "#*& ($ 在地学领域的综合贡献
"$ 1@CS5E54F:C>8:5;IE54>8:$"#)) h"#++# 斯米尔诺夫% 俄罗斯 "#*( *( 在矿床地质方面的综合贡献

"& V845NIA4KAA:5;I8=8@8:$"#"’ h$)"&# 索科洛夫% 俄罗斯 "#*# (%
在古生物- 生物地层学- 晚前寒武和早古生代地层学的综合
贡献

"’ <@A=NC>S418@PSAEC48:5;\AU:A$"#)# h"#+%# 裴伟% 俄罗斯 "#+$ *& 对陆壳和洋壳构造的系列贡献
"% ]45U<@A=NC>S48:5;38NJK5> $"#"" h"##’# 科西金% 俄罗斯 "#+% *’ 在地质学- 大地构造和地球物理方面的杰出贡献
"( 1@CS5E541CN5@PA:5;2A>>A4$"#)% h"#+## 缅涅尔% 俄罗斯 "#++ +& 对地质科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 15=784D95E8:5;BC5> $"#"’ h$))## 哈因% 俄罗斯 "##" ** 在大地构造和古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 ]45U25QCU@8:5;\Ĥ C48:N=5U $"#"( h普夏洛夫斯基% 俄罗斯 "##( +) 对区域地质- 大地构造和洋- 陆壳动力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 ]45UYA84K5A:5;LA8>8:$"#&’ h列奥诺夫% 俄罗斯 $))( *$
在大地构造理论- 构造事件的全球对比- 造山问题研究- 地
台构造- 沉积盆地和构造- 编图方面的杰出贡献

$) <@A=NC>S4F:C>8:5;_CE8USC$"#$" h扎莫达% 俄罗斯 $)"" #) 在地质- 古生物- 地层和地质编图方面的贡献

$" ?5=8@CU\C:@8:5;LC:‘48:$"#&) h$)"(# 拉维洛夫% 俄罗斯 $)"( +(
在研究能源 $核- 烃% 方面的杰出工作# 在研究俄罗斯极地
地质- 生态地质和宇宙中的地球方面的开拓性工作

!!数据来源" ;JJGR" 88MLb‘AVAGPCA@bIMO8‘AVA8$根据俄语维基网站数据翻译整理%

!!关于卡金奖的俄罗斯获得者# 简单介绍下获奖
第一人# 即奥博鲁切夫 $1@CS5E54b<9C>CNPA:5;b
TR4H;A:# "+(& h"#%(%# 他是早期研究中国地质
的专家# 也是地理学家- 旅行家( 早在 "+#$ h
"+#’ 年# 奥博鲁切夫的地质考察就转向中国北方
和中亚东半部( 在考察中# 他研究鄂尔多斯的流
沙- 戈壁的沙漠和草原# 穿越北方黄土地带- 登
上阿拉善山脉# 两次翻越东昆仑到黄河岸边最后
沿东天山到伊宁结束了考察( 考察结束后# 奥博
鲁切夫声望大增# 他写了几篇研究报告# 其中
/中亚# 中国北方和南山0 $aA>74C@P>CW <M5W#
IA:A4>JU357CU5?C>P36C>P%# "#)) h"#)" 年出
版 $两卷%# 被中国地质学家大量引用# 他的成果
是李四光写 /中国地质学0 的基础# 也是李四光
著书引用最多的苏联学者( 奥博鲁切夫被认为是
研究亚洲最杰出的专家(

&!对李四光及卡尔宾斯基金奖的
一点思考

!!卡尔宾斯基金奖# 与其它奖最大的不同就是

获奖者年龄偏高# 堪称 +老人奖,# 这也最能直观
反映地质科学的特点# 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的 $"
位获奖者# 他们的学术贡献堪称地学发展史的百
科全书’ 漫长而复杂的地球发展演化历史# 不是
谁能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一个人付出毕生的精力
和劳动才能有所知- 有所得’ 这份奖励是历经岁
月凝炼厚重而庄严的# 承载着获奖学者的学术思
想和学术精神( 中国也在 "#+# 年# 李四光诞辰
")) 周年# 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两年评一
次%’ 截止 $)"* 年# 已经颁奖 "% 次# 有 $&% 人获
奖’ 这也是中国地质学者# 传承李四光事业和精
神的光荣榜(

中国地质调查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俄罗
斯地质机构成立已经有 &)) 多年的历史# 中俄一直
在地学领域进行合作和交流( 很多俄罗斯地质学
家来过中国考察(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为了建设新
中国# 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地质专业#
李四光的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0 就是那时被
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学习的钱祥麟和赵鹏大翻
译成俄文的# 从而极大推动了李四光学术思想在
苏联地质界传播# 直到现在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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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卡尔宾斯金质奖章前八位获奖者
QAO=*!U;PJIG PAO;JMPHAGAPNJRIS[=4=1@MGANRVT,IBCPN 4MA:P

质学者们( 卡尔宾斯基创立的全俄地质研究所多
年来一直是推动中俄在地学领域合作的先锋# 截
止 $)"( 年# 全俄地质研究所有两人获中国政府颁
发的 +友谊奖,(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
中亚项目组多年来在与中亚国家的地质学家交流
中# 也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对李四光的敬
重( 乌兹别克斯坦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阿卜
杜拉耶夫% 专家两次参观李四光纪念馆# 当得知
接待他们的人是李四光先生的外孙女邹宗平女士
时# 老教授图列谢别科夫向邹女士深深鞠躬# 表
达他对李四光的敬意# 副所长努尔塔耶夫还把自
己珍藏多年的俄文版 /中国西北部的旋卷构造0
一书赠予李四光纪念馆(

中外地质学家交流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地质无国界,# 中国地调百年的发展历程也有着
俄罗斯地学理论- 规范- 方法实践的烙印( 在新
的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和李四光学术精神传承
下# 中俄- 中国与中亚在地学领域的交流合作将
不断深化# 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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