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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镇院士传略

李传夔

周明镇，曾用名：周敏，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９日生于江苏南

汇三灶镇 （今属上海），１９９６年１月４日于北京逝世。

周明镇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翰澜毕业于北

京大学数学系，曾任上海交大、山东师专教授。幼年的

周明镇生活在乡下，入学后随父母来上海，先后就读于

浦东中学、浙江杭高等名校。家庭和学校的优越环境使

周明镇自幼就受到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

１９３７年 “卢沟桥事变”后，周明镇只身流亡到

长沙，后转至贵阳。１９３９年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１９４３年毕业。此后在四川地质

调查所、重庆大学担任技士、助教。同时兼任多所中学的教员和重庆 《时事新报》

的英文翻译。

１９４６年周明镇到台湾地质调查所任技士。１９４７年自费赴美留学，入迈阿密大学做

地质系及动物系的硕士研究生。１９４８年夏进入宾州理海 （Ｌｅｈｉｇｈ）大学做博士研究生，

主修地质系古生物学。同时还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古脊椎动物学。１９５０年初入

普林斯顿大学，师从 ＧｌｅｎｎＬＪｅｐｓｅｎ教授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兼做助理研究员。１９５０

年在理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ｎＭｉｌｌＣｒｅｅｋ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Ｐｅｎｎ

ｓｙｌｖａｎｉａ。抱着 “将来成为一个以古脊椎动物学为基础，兼通地质和生物的进化论的理

论古生物学家”的心愿，周明镇 “本想再取一个生物系博士学位，因朝鲜战争而中

止。”１９５１年２月经日本、香港回国。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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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周明镇受聘于山东大学地质系，任副教授。１９５２年８月调中国地质

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下属新生代研究室，任副研究员。１９５３年周明镇协助杨钟健创建

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１９５７年扩建为研究所。从此他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

学事业奋斗一生，直到逝世。在研究所，周明镇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所学术秘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所长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等职，对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选拔和培养人才、领导全所科研活动等多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８０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周明镇长期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１９８２—１９９６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他曾任国际古生物协会副主席、中国古生物

学会理事长、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

协会理事长、中国第四纪地质及冰川学会副主任、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莫

斯科自然博物馆协会外籍委员、美国人类起源研究所名誉研究员，长期担任 《古生物

学报》副主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周明镇一生发表学术论著１９０余篇 （部），主持编译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专业论著４

部。

周明镇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二等

奖一次及多次的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技大会奖。１９９３年获北美古脊椎

动物学会最高荣誉奖———罗美尔－辛普森奖章 （ＲＳＲｏｍｅｒ－ＧＧＳｉｍｐｓｏｎＭｅｄａｌ



）。

　主要科研和事业成就 　

一、学术成就

１华南红层及中国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

古新世是恐龙绝灭后哺乳动物大爆发的重要时期，但化石主要集中在北

美，亚洲只在蒙古有少量发现。１９６０年，周明镇记述了我国第一件古新世原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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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角兽 （Ｐｒｏｄｉｎｏｃｅｒｏｓ）化石。１９６２年后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开展了历时１０年

之久的大规模华南红层考察。在广东南雄、安徽潜山等七个盆地中发现了数以

百计的具有亚洲土著特色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属种，从而大大地改变了科学界对

早期哺乳动物的发展历史的认识。

２中国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中亚考察团在蒙古高原考察时，发现了相当多的

中、晚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但在我国内地几近空白。１９５７年周明镇率队在

河南卢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化石发掘，采集到众多门类的始新世哺乳动物化

石。１９５９年他领导的中苏考察队在内蒙古又发掘到大量的始新世化石。前后

４０年间周明镇研究了全国各地发现的始新世化石，发表了３５篇论文，不仅新

发现了两个早始新世化石层位，还详细讨论了中国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组成、

形态特征、系统关系、它们的时代及洲际对比等问题，使中国和亚洲始新世哺

乳动物群的研究成为国际上不能忽视的新成果。

３中国象化石的研究

自１９５７年起，周明镇开始关注我国的象化石研究。到１９７４年，他已系统

观察研究了我国各地出土的大量象化石，合作出版了总结性的专著 《中国的

象化石》。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国内外专家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４开拓了中国中生代原始哺乳动物的研究领域

早在１９５３年，周明镇就著文讨论由日本人记述辽宁的两种中生代哺乳动物

化石———远藤兽 （Ｅ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ｕｍ）和满洲兽 （Ｍａｎｃｈｕｒｏｄｏｎ）。由于中生代哺乳动

物化石极为稀少，难以发现 ，自１９５３—１９９３年的４０年中，仅有四川、新疆、辽

宁等地的四个地点找到五块下颌和牙齿，但代表了至少三个大的门类。这些化石

全部由周明镇研究发表。其中蜀兽 （Ｓｈｕｏｔｈｅｒｉｕｍ）依其具有假跟座等奇特性状，

被认为是与冈瓦纳大陆的南方楔齿兽类 （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ｓｐｅｎｉｄａ）有关的姊妹群。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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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四纪，特别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研究

周明镇至少有１５篇论文对我国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群专门进行了

讨论。以他为主撰写的与蓝田人下颌共生的陈家窝子动物群和与蓝田人头骨共

生的公王岭动物群的论著，至今仍是研究我国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核心

参考读物。此外，１９５９年在他的主持参与下撰写的 《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

石志》是研究我国北方第四纪化石的基础。

６中国新生代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的建立及洲际对比

１９５３年前，除蒙古高原古近纪地层划分较为详细和对华北三趾马红土以

上地层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外，中国广大地区新生代陆相地层的研究几近空白。

在周明镇主持古哺乳动物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期间，经全体同仁的共同努

力，逐渐建立起一个中国陆相新生代地层划分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了受到国际

重视的洲际地层对比意见和建议。

二、事业成就

１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研究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除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外，几乎全都由外

国人完成。自周明镇主持古哺乳动物研究室后，他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支包括院士

在内的专业梯队，而且在全国众多的院校、博物馆也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１９５９

年中国科学院提出 “五定”时，周明镇就高瞻远瞩有计划地从哺乳动物系统分

类角度安排了青年科研人员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通过这种方法培养出一批能独

当一面，且在国际上颇为知名的中国古哺乳动物专家队伍。周明镇就是带领这支

队伍，在半个世纪中开创出了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体系。

２主持领导了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

作为中方队长、首席科学家，周明镇率领包括中、苏１７名科学家逾百人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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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庞大考察队，两年中在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等地，调查了４０多个地点，发

掘到包括３７具珍贵的古鼷鹿 （Ａｒｃｈｅｏｍｅｒｙｘ）、１具始巨犀 （Ｊｕｘｉａ）、４具鸟脚

类恐龙和２具稀有的甲龙骨架等数量众多的脊椎动物化石。

３主持、主编了近４０年的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和 《中国古生物

志》

作为主编除对刊物全面负责外，周明镇还承担了繁重的对青年科学家撰写

稿件的直接指导和修正工作。“文革”前不少年轻同仁的稿件 ，甚至专刊的英

文都是由他代为译写的。

４参与了历次我国科学规划的制定

周明镇博学、思维敏捷，在参与制定国家科学 《五年规划》和 《十五年

规划》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时间。有人开玩笑

说：他写规划用的稿纸足够出一本古生物志了



。

　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一、指引古生物学科发展新方向

１板块学说与古生物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周明镇是以ＧＧＳｉｍｐｓｏｎ综合系统学派的进化论来教育学

生，７０年代兴起的 “大陆漂移”和 “分支系统学”完全取代了 “陆桥”、“综

合系统学派”等传统概念。周明镇始终紧跟这一革命性的转变，不断充实着

自己，也引导着学生。在 “板块学说”提出后不久他就在所内及各自然博物

馆、院校讲解板块学说对古生物学的意义和影响。

２分支系统学

分支系统学 （ｃｌａｄｉｓｔｉｃｓ）的出现是生物学界的一场革命。周明镇是把这一 １３





















































探

幽

考

古

的

岁

月

学派完整地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人。他敏锐地抓住时机，于１９８３年主持编译出

版了 《分支系统译文集》，翻译了１０篇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论文，较全面

地介绍了分支系统学派与综合系统学派各自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以及争论的

焦点所在。该书的出版，把中国的古生物学者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思维领域，大

大地缩短了国人与世界同行间的理论差距。

３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

１９９６年周明镇等又主持编译了 《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介绍了新

兴的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派的基本概念。这本译著又一次推动了国人理论水平

的提高和创新能力。

二、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周明镇除自己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外，作为所学术秘书和副主编，当１９５７

年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出版后，他立即把数以百计的学报寄发到世

界各大博物馆、大学和知名学者，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所的世界影响和学术地

位，也换回数十种国际上最重要的古生物学刊物，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

改革开放后，周明镇第一个率团访美、后又访德，促成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的

签订。他不断把中青年科学家推向一线，使年轻一代得到锻炼，迅速地适应并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

举办化石境外展出是周明镇另一项重要的国际交流举措。１９８２年，在他

的主持下，在日本东京举办了 “中国恐龙展”，开启中国古生物化石国外展出

之先河。

三、既能放手培养、又能严格要求的育人理念与实践

在中国古生物界周明镇是有了名的敢于把重担交给学生的老师。他经常把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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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有构想或腹稿的重要材料交给学生去做，但对学生的论著尤其是处女作

要求更为严格。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进所的大学生，他要求去补学地学或生

物学的基础课程。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是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为此他格

外注意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除组织英语进修班外，他自己也为学生开过相当

长时间的法语课。改革开放后，周明镇痛感 “文革”后我国与国外研究水平

的差距拉大的现实，积极地推荐有条件的学生赴国外著名大学攻读学位，以期

尽快缩小差距。学成回国者大多已成为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甚至院士。一

部分滞留国外的学子，如今也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他们虽身居国外，可依

然与研究所或国内其他专业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承担着国内重要的科研

合作项目，推动着中国古脊椎动物事业的发展。

四、促进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规范化

周明镇特别致力于论文撰写上的规范化。早在１９５６年，周明镇就参与了

《俄、英、中古生物名词》的编写。１９９０年他作为主编完成了 《中国古生物名

词》（第一版）的编写工作。１９８７年，作为策划者他又领导中 －澳两国科学

家，历经８年，终于完成了英－汉、汉－英共３５８页、约２万余条的 《古脊椎

动物学词典》。

五、重视科学普及和自然博物馆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明镇曾在 《科学通报》、《生物学通报》、《动物学杂

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高级普及文章，内容涉及脊椎动物起源、恐龙、周口

店、大熊猫、第四纪动物区系等，在科学工作者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普及效

果。１９５６年周明镇为中国青年科学丛书编著了 《我国的古动物》，出版后大受

欢迎，１９６４年又出版了增订本。１９５５年，美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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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ＨＣｏｌｂｅｒｔ的 《脊椎动物的进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一书出版，周明镇

立即组织翻译，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了中译本。１９７６年又翻译出版了修订二版。这

两个译本对当时大学生物系、地质系师生的教学和博物馆同仁的业务水平的提

高都大有裨益。 “文革”后，周明镇又合作撰写了 《动物的发展与人类的起

源》和 《脊椎动物进化史》，翻译了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周明镇自１９８３年继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后，对博物馆做了不少改进。

在他的推动引导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于１９９２年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

（ＩＣＯＭ）的会员，并于次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 “自然科学博物馆与环境”的

国际会议，从而把中国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推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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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周明镇河南卢氏始新世灵长类一新属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１９６１，１－４

４　ＣｈｏｗＭｉｎｃｈｅｎ，ＨｕＣｈａｎｇｋａｎｇ，ＬｅｅＹｕ?ｃｈｅｎｇ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ｏｍｉｎｉｄｓｋｕｌｌＣａｐｏｆＬ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ｅｎｓｉ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６５，１４（７）：１０３７－１０４８

５　周明镇，张玉萍中国的象化石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４：１－７４

６　周明镇，张玉萍，王伴月，等广东南雄古新世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新丙

种，１９７７，２０：１－１００

７　周明镇，李传夔“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

解地层学杂志，１９７８，２（２）：１２２－１３０

８　周明镇陕西蓝田地区第三纪哺乳动物群／／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７）．北京：地质出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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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１９７８：９８－１０８

９　ＣｈｏｗＭｉｎｃｈｅｎ，ＲｉｃｈＴＨＶＳｈｕ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ｄｏｎｇｉ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ａＴｈｅｒｉａｎｗｉｔｈＰｓｅｕｄｏ

?Ｔｒｉｂｏｓｐｈｅｎｉｃｍｏｌａ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Ｍａｍｍａｌｏｇｙ，１９８２，

５：１２７－１４２

１０　周明镇，张弥曼，于小波，等编译 分支系统学译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１－２０９

１１　ＲｉｃｈＰＶ，ＺｈａｎｇＹＰ，ＣｈｏｗＭＣ，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ｒｍｓＣｌａｙｔｏｎ：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７：１－３５８

１２　周明镇，张弥曼，陈宜瑜，等编译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北京：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３２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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