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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利（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来华以来，中国地质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到了 1914 年，瑞典地

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作为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来华，为中国地质学

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受教会派遣，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1952）

来到中国，自此之后，在华北地区历经二十余年的考察，在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方

面，作出了诸多重要的成就，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桑志华 1876 年出生于法国，1914 年 3 月底经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中国，此后以天

津为驻地，对华北地区黄河一带的地质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考察，1938 年离开中国，在

华居住长达 25 年，1952 年在法国去世。其考察成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

记》、《黄河、白河流域十一年考察记》等书，1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桑志华来华的计划开始于 1910 年，得到了耶稣会总会长 Wernz 神父、耶稣会 Champagne

省会长 Pouillier 以及直隶教区会长耶稣会士 Gaudissart 的批准、赞助和支持，也得到法国政

府的鼓励和支持。从《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一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考察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收集华北自然史方面材料，包括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

学（Ethnologie）等方面。 

桑志华来华的时代，欧美正掀起对人类起源的探索，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中亚一带的

人类文化遗迹尤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和黄河流域一带就成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

家考察的对象。无论是安特生、美国中亚考察团，还是后来瑞典人斯文赫定（Seven Hedin，

1865-1952）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都对中国西部地区和黄河流域给予了很大关注。 

在那个时代，在上海已有耶稣会建立的徐家汇天文台，也有耶稣会士韩伯禄（Pierre 

Heude, 1836-1902）建立的震旦博物院，对长江流域已作了一些科学考察，桑志华则把考察

集中在华北的黄河流域。 

1914 年 7 月起，桑志华开始考察，先对京津、直隶（张家口）、山西（大同）等地，后

来延伸到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包括河南、陕西、蒙古、宁夏、甘肃，乃至西藏东部。这些地

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自然史诸方面，人们都还知之甚少。他考察了黄河、白河（今海河）

流域，收集有关地质学、岩石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数以万计的标

本，其中最重要的有甘肃庆阳、山西榆社、河北泥河湾、内蒙古萨拉乌苏等地方采集的哺乳

动物化石标本，此外，还有宁夏水洞沟采集的石器，这些标本成为天津北疆博物院（Musée 

Hoangho Paiho）的基础。直到现在，这些藏品仍保留在天津自然史博物馆。 

桑志华在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四个化石地点是他首先发现的：甘肃庆阳（三趾马

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和石器）、泥河湾（相当于欧洲维拉方期动

物群）、山西榆社（上新世哺乳动物群），而这些地点，迄今仍为古生物化石研究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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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他在甘肃庆阳县发现了完整的三趾马化石动物群，并在黄土堆积中发现了晚

更新世时期的人工石制品，成为最早发现的旧石器。1923 年夏，他和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作为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的成员，首次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考察，其工

作得到北疆博物馆、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法国科学院，以及其他机构的帮助。同年 9 月，在

宁夏灵武水洞沟最早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对中国史前考古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

年，他和布日耶（Henri Breuil）、布勒（Pierre Marcellin Boule)、德日进一起，发表了有关水

洞沟和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察报告《中国的旧石器》（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e），指出中国

也有旧石器文化，这一著作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桑志华的重要合作者，有法国耶稣会士德日进，他们共同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考察。桑

志华注重对新发现的化石的定名，而德日进则擅长从大视野探究问题。1929 年后，当德日

进搬到北京工作之后，俩人的合作渐渐减少。大约和桑志华同时，还有一批欧洲地质学家活

跃在北京，这批学者包括安特生、葛利普（Amadeus Grabau）、巴尔博（G. B. Barbour）等

人，此外，中国学者（如从英国 Glasgow 大学毕业的丁文江，从比利时 Leuven 大学毕业的

翁文灏，以及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章鸿钊），也和桑志华有一定交往。这批学者经常参与

中国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和中国地质学会的活动，讨论问题，切磋学

术，北京已成为国际地质学界的中心之一。桑志华定期参加地质学会的活动，并报告在古生

物学、考古学方面的新成果，成为学术交往圈子的重要一员，其成果还在地质学会刊发表。

他不仅是地质调查所的外籍成员，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外籍院士。中外学者的广泛交流和合

作，为中国地质学的本土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桑志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其收集的许多标本，一直作为研究者的重要材

料。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离不开他在法国期间受到的科学教育。另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得到了各地教会的支持，他无论到何处，都首先和教会方面取得联系，

以取得有关化石方面的信息，如他在泥河湾的工作，就得到传教士的帮助。此外，他和中国

和外国学者的合作，以及从中国政府（农商部）方面得到的支持，为他的考察提供了许多便

利。 

桑志华一生奉献给华北黄河流域自然史的考察，为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留

了很多宝贵的遗产，其开创性的成果，仍为当代学者所引用，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探索

精神，仍值得后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