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 伊 尔 和 《地 质 学 原 理》

孟 迟
·

在 居维叶 ( 1 8 1 2 ) 发表完整的地球学说

之后
,

激变论在欧州已被作为地球史信条接

受
。

当时
,

人们将地球史划分为两期
:

洪水

前期 ( A n t e
一D i l u v i a l a r a s ) 和洪 水 后 期

( P o s t一 b i l u v i a l 二 r a s )
。

莱 伊尔 ( C h a r l e s

L y e l l 1 7 9 7一 1 8 7 5 ) 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

当他在 牛津大学学法律时
,

经常去听巴克兰
’

( W
·

B u e k l a n d 1 7 8 4一 1 8 5 6 ) 的地质 学 讲

座
,

并且成为激变论的信奉者
。

然而
,

莱伊

尔从欧州各地野外地质观察发现
,

激变论得

不到事实的支持
。

1 8 2 7年春
,

他读了拉马克

的 《动物哲学 》 ,

加深了对激变论的怀疑
,

认

识到地球是相 当古老的
。 1 8 2 8年起

,

他花费

五年的时 间写成并出版了名著 《地质学原理》

( 1 8 3 0 , 1 8 3 2 , 1 8 3 3 ) 三卷
。

在他逝世前
,

《地质学原理 》共出十二版
,

成为近代地质学

的经典
。

莱伊尔继承和发 展 了 郝 屯 的 均 变 论

( U n i f o r m i t a r i a n i s m )和渐变论 ( G r a d u 。 -

l is m ) 思想
,

用丰富的材料批驳 了 居 维 叶

的激变论
。

他正确地指出
,

如果不整合和地

震是表征地球的激变的话
,

那么
,

它不能在

全球每个地区同时发生
,

而是逐渐迁移它的

位置
,

总是此起彼伏的
。

同时
,

他根据现代

沉积率推断
,

仅仅从志留纪算起
,

地层沉积

时间不少于二亿四千万年
,

而不是激变论者

推断的那样短暂
。

他写道
: “
如果地质 学 家

误解了连续发生的事件的遗迹
,

把一千年当

作一百年看待
,

或者把造物语言中的几百万

年
,

误认为几千年
,

并据此虚妄的前提作出

逻辑推论
,

那么
,

除了承认 自然界曾经历过

彻底大革命外
,

不可能得出其它结论
。 ”

莱伊尔的论述虽然抹去了当时激变论中

的一些非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
,

但是由于他

过分强调地质过程的
“

古今一致
”
和

“
连续

渐进
”
的特征

,

使得莱伊尔在新发现和新学

说面前处于被动地位
,

这可能是他不能很快

地接受冰期说和生物进化论的主 要 思 想 障

碍
。

然而
,

这两个与均变论相矛 盾 的 新 学

说
,

莱 氏后来毕竟是接受了
,

虽然有相当的

保留
。

在 《地质学原理 》 一书中
,

几乎完全没有

涉及诸如矿物学
、

岩类学一类的静态地质学

内容
, 他用大量篇幅讨论

“
导致无机界变化

的各种营力
,

并将其分成水成作用和火成作

用
” , 在该书晚期版本中

,

莱氏用相 应多 的

篇幅 讨论了
“
大 自然中有机界和无机界在过

去发生白水变化
”
即地质史

。

至此
,

经 典地质

学理论体系中的三大支柱— 静态地质学
、

动态地质学和历史地质学已初具轮廓
。

地质

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

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

熟
。

资料
,

方便了长期使用
。

把所编的图件全部

内容一次储存到计算机磁盘 (或磁带 ) 上以

后
,

可以随时取用
,

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绘

出某一专业内容的图件
,

如单一的水系图
、

交通图
、

断裂系统图
、

岩体分布图
、

某一时

代的地层分布图等等
。

同时还可以随时用新

资料修改补充已储存的图件
。

这就大大方便

了使用
,

避免了许多重复工作
。 “
一次 存 储

随时取用
,

根据需要
,

分别出图
” ,

这 些 突

出优 点是任何手工编图都无法比拟的
。

( 中国地 质科 学院地 质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