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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以思是我国早期少有的女地质学家之一。她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中央地质调查所，主要研究古生物。1944年在与许德佑、陈康到黔西普安、晴隆 
一 带考察三叠纪地层古生物时，不幸惨遭土匪劫杀。马以思将 自己的一生献给了 

地质事业。纪念她，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她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纪念她， 

是为了激励后学热爱地质，为地质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清明缅怀马以思 
— — 记献身地质科学的地学女杰马以思先生 

廖莉萍 

(贵州省地质学会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贵州 贵阳 5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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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3年(1944年)，在贵州西部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三位地质科学家被匪徒 

劫杀。 

多少年后，一位曾在贵州从事地质古生物多年的学者李钟模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哀挽： 

东山苍苍 。 

黔水茫茫。 

登 山四顾 ． 

涕泗滂滂， 

正当壮士风华茂， 

名山千卷文成章。 

匪徒愚昧丧天良， 

可怜i君死璜r， 

萧萧风雨袭衣裳。 

高山为之低头， 

溪水为之呜咽 ， 

临风雪涕， 

怎解人间惆怅!? 

— —

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无法挽回的损失。 

70年后，我手捧尘封70年的侯学煜院士的珍贵手稿《黔西审匪记》，阅读发黄的史料，许德佑、陈 

康、马以思三位古生物学家考察黔西普安、晴隆一带三叠纪地层古生物，被土匪劫杀、追凶、审匪的情景 
一 幕幕惊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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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早春，前方抗 日烽火正酣，后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科学家在艰苦危难的环境中从事野外 

考察研究。4月，中国地质学会第 20届年会在贵阳召开。会后，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先生前往贵 

州西部三叠纪化石极为丰富的盘县、兴义、关岭、普安、晴隆进行考察。当他们进入地势险要、人烟稀少 

的普安、晴隆交界处的璜厂附近，不幸被土匪抢劫，惨遭杀害。马以思在被害前还惨遭土匪的凌辱。 

许德佑曾留学法国，获得地质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地质工作，为名重一时的三叠纪地质专家，时 

年 36岁。陈康大学时成绩全班第一，在校时即有著作问世，成绩突出，仅 29岁。其中，最为年轻、初出 

校门不到一年的马以思，是名倾一时的著名才女，出校门时精通英、Et、俄、德、法 5国语言，年仅 25岁。 

马以思(1919—1944 年)，四川成都市人，是我国地质学史上第一位女地质学家，也是我国回族妇女 

从事地质科学的第一人。 

1919年 10月25日，马以思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一个具有工业 

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幕僚 ，父亲马伯严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几个叔叔和他的大哥都就读于齐齐哈尔工 

业学校。家庭环境的优秀文化熏陶，在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身处日寇侵略，国家和民族处 

于危亡的时刻，发奋学习、救亡图存的思想在她成长道路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1931年，马以思 l2岁时，小学还未毕业，发生了El本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蹂躏 

了白山黑水和辽河流域的广大土地。马以思一家也与千千万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一样，不得不抛弃了 

自己的家园，流亡关内。进关后，她寄居在济南五叔家，在济南一中读到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同济高中 

的医预科，仅读两年，又发生了 日寇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吴淞 口沦为战场。这时她的父亲已去 

世，她和姐姐马以慧陪伴着母亲。随着大批流亡人员逃难到了四JlI。孤女寡母，生活十分艰苦，在四川 

合JlI国立二中读完高中，就考人大学先修班，继而保送进人中央大学学地质。 

马以思在校时，就是有名的才女。她天资聪慧，但比聪慧更重要的是她顽强的勤奋学习精神。从小 

学起她就不仅在功课上考试屡列第一，且是全校的优秀生。她在各学科的学习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和林森奖学金(林森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在外语学习上，更显示了她天资聪 

颖，加之刻苦勤奋，在小学时，她就已学会 日语，初中时，英语基础就打得很牢。在上海同济高中医预科 

的两年学习中，虽然对医学兴趣不是很浓，但因此学好了德语。在大学里，又以法语为第二外语。大学 

毕业时，她参加了俄语补习班，仅以半年的时间就能阅读俄文资料。在她 25岁、初出校门时，就能兼通 

英、法、德、俄、日五国文字语言，远远超过在大学时需要掌握两门外语的要求。这在当时，被公认为很了 

不起的才女。如果把马以思的学习成绩统计，她在十七年的学生生涯中，经历了34次学期考试，而考得 

第一名的竞有 28次之多。 

马以思最早考入的是上海同济高中的医预科。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开发资源，强我中国，地 

质学被认为是国防科学，是能担当抗 日救国大任的。当她被中央大学录取，因成绩特优可以选择科系的 

时候，她面临着一个严峻现实的选择，要不要选定地质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呢?地质不但艰苦，而且在 

当时又是很危险的工作，作为女子，又是回族，从事此行业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这时，她写信求教于 

当时任陇东师范校长的八叔马汝邻，她八叔根据自己对地质的了解，在复函中大加鼓励，并希望她在研 

究地质科学中有所成就。终于，她成为中央大学地质系成立十年来的第一位女生。 

马以思将 自己的“匹夫”之志紧密与国家兴亡相联系。四年的大学生活，她更加勤奋刻苦，努力在 

知识的海洋里不断求索。她的毕业论文《黔北桐梓县之下三叠纪动物群》，首次对贵州黔北桐梓地区介 

形类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和定名，得到当时古生物权威的赞赏。 

从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流地质学家云集的中央调查所，任练习生。 

跟随尹赞勋、许德佑先生研究古生物，专功三叠纪地层化石研究。不幸，三个有为的生命，三个奋进的青 

年，三个对国家地质、古生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竟被葬送在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上。 

1944年5月7日，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到晴隆县莲城镇，设灵堂于东门五显庙中。18日，由普 

安、晴隆两县在莲城召开追悼大会，并护送灵柩至省城安葬于贵阳花溪公园。建国后，1987年三位地质 

学家的墓地又由花溪迁于贵阳市郊蔡家关、贵州工学院后山地质陵园，立碑刊文，永志纪念!每当清明 

时节，都有大批的地学工作者、年轻地质师生前来地质陵园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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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清明节，时逢三位地质学家遇难 7O周年之际，马以思的后人杨伯英先生携夫人、女儿及 

外孙从千里之外来到地质陵园，缅怀亲人马以思。 

惊喜的收获是，此行杨伯英先生带来了尘封 70年的《黔西审匪记》珍贵资料，这是上世纪 80年代， 

杨伯英先生拜访侯学煜先生时，侯先生交给他的真手迹。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当年仅 32岁 

的侯学煜院士以其科学家的本真和凛然正气，严谨求实的学者风骨，细致人微的办事态度，有始有终的 

处事习惯，圆满地完成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翁文灏部长(著名地质学家)交给他、办理三位地质学家善 

后、追凶、缉匪、审匪的任务。真实地记录了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考察黔西普 

安、晴隆一带三叠纪地层古生物时，被土匪劫杀及其追凶、审匪的全过程，实在难能可贵! 

我读着打印出来的《黔西审匪记》，宛如进入一场噩梦，蓦然醒来，如梦如幻，笑魇如花的马以思，魂 

兮魄兮，朦胧中，升腾在我的面前，我也似乎灵魂出壳，听她娓娓道来那博大精深的地质学，与她一起来 

到贵州西部，尽情地在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古生物海洋畅游。 

她的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触动很深。作为搞地质的女性，深感她的报国理想及从事地质专业的艰 

辛，但她没有退却，而是与男儿一道肩负起国家国防救国的重任。从此，受她影响，我更热爱地质，更加 

刻苦勤奋、更加嫉恶如仇 !我为中国出了这样的智慧女性感到自豪和骄傲 ! 

为了纪念为科学献身、以身殉职的三位地质专家，民国34年中国地质学会分别设立了许德佑科学 

纪念奖、陈康科学纪念奖、马以思科学纪念奖。 

踏着他们的足迹，素有“古生物王国”的贵州，通过几代地质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地质业绩成果辉 

煌。贵州三叠纪地质研究在国内外科学席位名列前茅，在这片“王国”上建立的关岭、兴义、盘县生物群 

在国际地学研究中独执牛耳! 

我们应该纪念他们，学习他们为地质科学、为国家发展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 

我们可以告慰三位地质学家：先生们未尽之事业，我们正在竭心尽力去做。先生们的事业正在发扬 

光大!先生们之后，继之有人! 

安息吧，先生! 

致谢：撰写本文得到贵州省文史馆馆员陈履安研究员的鼓励，马以思后人杨伯英提供部分资料(口 

述)，谨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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