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学人物
、

张 嘴
、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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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凤 麟

张席提字惠远
、
柯北定县 义今定州市 )

人
。

129 3年在北大地质系华亚后
,

去德国慕

尼黑大学专攻古香稚动物学
,

1马2 6年转入奥

地利维也纳大孚
、
在阿倍尔 ( A吞ie ) 指导下

从事象类化右咀嚼器功能的研究
、 19 2 8年获

博士学位
。

回国后
, 1 92 9年初起在中山大学

先后任副教授
、

教授
、

地质系主任及两广地

质调查所任技士
,

技正
、 代理所长等职务

。

1 9 3 5年起受聘于清华大学地学系
;
抗战期间

随清华西迁到昆明
,

任教于西南联大
; 19 4 6

年后任清华大学地学系
、

地质系教授
、

系主

任
。

1 9 5 2年院系调整后人新组建的北京地质

学院任教授
,

并先后担任教务长
,
副院长职

务
。

19 6石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
。

他还首任化京地质学院工会主

席
,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等职
。

19 60 年曾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质学

会的邀请
,

赴德访问
。

张席提是我国最早从事古生态学研究的

古生物学
,
早年研究象类咀嚼器功能形态

,

切年代研究脊椎动物脊柱各种类型的机械作

用
, 6 0年代参加编审电国的第一本

“
古生态

学
” ,

并执笔
“

山旺盆地古生态分析
”

一章
。

他在生物地层学方面多有建树
。

1 9 3 0年参加

北美博物馆组织的
“

第三次中亚考 察 团
” 、

担任中方团长
、

在内蒙和现属蒙古人民共和

国的部分地 区进行第三纪地层及古生物学研

究
, 1 93 1年著有

“

内蒙地质志
“
及

”

内蒙古

第三纪地层及其与欧美地层之 比 较
” 。

1 9 3 3

年首先发现连滩笔石页岩
,

著有
“

广东郁南

县连滩含笔石页岩的发现及共地质系统的比

较
” 。

1 9 3 5年与德日进
、

杨钟健
、

裴 文 中共

同发表
”
两广之新生代地层

” 。

30 年 代后期

起对中国的 中生代地层
,

尤其是三叠系研究

颇多
,

曾多次发表论文
。

在生物地层及地质

发展史等方面
、
包括 古 生 代地甚

、

滇西构

造
、

东川地质发展史
、

桑于片麻岩的时代及

奥陶
、

志留纪生物古地理等参 均有所涉足
。

张席提在古生物学方面也 屡 有 论 著发

表
,

尤其是 50 年代后期至 1 , 6 5年期润
。

早年

曾研究广东志留纪笔石
、

广西泥盆纪双壳类

及腕是类
、

广
一

西哺乳动物化石
、

周口店鱼化
石

。

50 年代后期起
,

陆续发表了关午榆社的

剑齿虎
,

榆社的乳齿象
、

中国的纳玛象和蓝

田中新世象类化石的论文
。

张席提一生追求进步
。

早在德国留学时

就参与组织抗议 日本侵略中国的集会 、
违是

科学救国同志会的发起人
。

在西南联大时
,

在学生办钓 墙报上常可看到 张先 生 主持正

义
,

支持学生民主要求 ; 抨击官吏贪污无能

的言论
。

张席提在教学期 I’of
,

主要讲授地史学
、

古生物学等
; 在担

一

任领导职务期间
,

虽为建

立和管理北京地质学院而竭尽全力
,

但仍抽
出时间从事业务活动

,

50 年代初与孙云铸合

著中专教材公古生 物 学 》 。 1 9 5 6 年 后
,

由于

院
、

系各级机构的逐步健全和年青同志的成

长
,

张席提受聘于中科院古脊狠动物研究所

兼职研究 员
,

每周有 3 天去该所工作
。

当时

张先生家庭屡遭不幸
,

但却坚决不领兼职研

究 员的补贴
。

张席提生活简朴
,

严于律已
,

治学严谨的作风
,

永远受到后人标颂
。

(中国李也质大学 (北京 ) )

管口仓、 管 、登
、
理、 尹宝、 佗夕全

` 趁卜
`

趁》 .

心
`
咤卜̀心

、

咤黔̀ 橙` 程卜
`

理乒̀ 心
、 理卜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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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

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奇洞的见证人
、

义务宣传

员
。

不久
,

意大利电视台闻讯前往 ; 把洞口结构变

化的全过程摄入镜头
,

搬上了荧屏
,

但变化的原因

还有待感兴趣的地质学家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