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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乱世，被洋父母遗弃在了中国。一

对中国夫妇将他收养，教导他不要忘记这片

土地的养育之恩。他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中国地质大学，主动加入援疆队伍。

勘察煤田，踏遍高山大漠，他扎根新疆，

一干就是 60 年。他把中国称为“祖国”，祖国

给了他生命，他便将整个生命，都投入到祖国

的建设中来。

他就是中国地质学的泰斗级人物———李

忆祖。

1938 年，抗日战争

时期，一个白人婴儿在

天津的一家教会医院

出生了。

他是不幸的，他的

父母弃他而去，没有留

下任何身份信息，就连

国籍都是一片空白。

他又是幸运的，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

李端甫、赵秀珍———收养了他，把他带回北京，

对他视同己出。

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忆祖，希望他不

要忘了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但很快，战争形势变得严峻。李忆祖“洋娃

娃”的长相，给他和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危

险，一家人整日过得提心吊胆。即使如此，养父

母也从来没有想过抛弃这个孩子，而是将他送

到山东老家，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

乡下民风淳朴，李忆祖不用再担心受到迫

害，他在那里安全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

正是从那时开始，感恩的种子，悄然在李忆祖的

心里生根发芽了。

抗战胜利后，养父母将李忆祖接回北京，李

忆祖开始了求学之路。

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这副纯正的西方

面孔，让他遭到了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他在同龄

人的眼中是一个异类，常常受到孤立和排挤，他

因此变得内向和自卑。

李忆祖初中在育英中学（后改为北京市二十

五中）上学，学校很有名气，校址是严嵩王府，周围

同学都是名门望族。“我与众不同的外表常受人

欺负，我心里很自卑，经常戴一顶帽子，以遮蔽自

己显眼的金发，我在初中加入了中国少先队。”

“升高中时，我想考到北京市二中，那里都

是平民百姓，好相处，学风也好，但是非常难考，

结果我竟然考上了。从此我卸下了心理负担，快

乐地读书，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心里一直对

北京市二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也更为怀念。因为

人生中的很多理想都是二中老师培养起来的。”

养母察觉到李忆祖的变化，告诉他要做一个有

骨气的人，勇于面对质疑，活出男子汉该有的样子！

养母的鼓励成了他精神上坚固的后盾，他

勇敢起来，每当遇到不友善的嘲弄，他都会大声

反驳：“我不是老外，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这句话，直到现在李忆

祖还时常挂在嘴边。他介意别人叫他“老外”，并

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自己是中华儿女，他解释

说：“养父给我起名李忆祖。小时候，有一个外国

老太太想领养我，养母没舍得给。尽管我是外国

人的后代，却有一颗永远不会改变的中国心。养

父母就是我的亲人，我怎么可能是‘老外’呢？”

1961 年，李忆祖从北京

地质学院毕业。这所学院是

建国初期成立的八大学院之

一，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

成绩优异的他，被分配

在北京工作，这让很多人艳

羡不已。名校的学历，稳定的

工作，良好的生活条件，他未

来的人生应是一片坦途。然

而他却两次打报告，坚决要

求去支援新疆建设。

那时的新疆荒凉而贫瘠，

条件非常艰苦，很多人对他的

做法表示不解，甚至有人恶意

揣测，认为他这个“外裔”，一

定对祖国和人民怀有“异心”。

面对这些质疑，李忆祖

坦然应对：“我学的是地质测

量与找矿专业，新疆这片广

袤的土地，有着很多地质勘

测的空白点，更蕴藏着数不

清的矿产资源，这正是祖国

工业建设迫切需要的。我只

有深入到一线，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作用。”

对于李忆祖的决定，养

母既感到欣慰，又十分不舍。

她当然希望儿子能够留在北

京，但她又深深地明白，儿子

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告诉李

忆祖不要有后顾之忧，年轻

人有自己的志向，愿意报效

祖国，是件好事。

多年之后，李忆祖才知

道，自己走后，母亲大病了一

场。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李

忆祖如今提起这段往事，眼

圈仍有些微红。

李忆祖被分配到自治区

煤炭工业管理局一五六煤田

地质队，从事煤炭地质普查

工作。

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学

生就搞特殊化，也没有因为自

己过惯了城市的生活，就对艰

苦的工作环境有一句怨言。

他与工人们一道，攀登

高山雪岭、跋涉荒漠戈壁，从

吉木乃到青河，从准噶尔到

塔里木，他踏遍天山南北，足

迹遍布了新疆的大部地区。

1964 年李忆祖去吉木乃

进行矿点调查，当时野外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有一天他骑马去县里汇报工

作，收到在乌鲁木齐工作的

同学写给他的信，说要给他

介绍个对象，叫曹锦霞，在山

西大同地质队工作。“因为距

离邮局太远，我无法及时回

信，后来经过了解和通信，我

们顺理成章地于 1965 年结

婚了，婚后她依然在山西，我

在新疆，直到 1972 年她才调

到乌鲁木齐，跟我同在 156

队工作，结束了牛郎织女的

生活。”

“妻子对我很重要，可以

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又一

位亲人。”李忆祖说。“生活在

一起了，我发现她身上有很

多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她

很节俭，我出野外的日子，她

就在家里带孩子，一年当中

我有一半的时间在野外工

作，几乎所有的家事都留给

了她。那时候是用汽车拉水，

每当拉水车来了以后，她就

跟大家一起用扁担挑水，那

么沉的两桶水压在她肩上，

她从不对我抱怨，自己把繁

重的家务全都担了起来，让

我非常感动。”

风餐露宿，是他惯常的

生活状态，有时候出一次野

外，就要历时一年之久。这样

的日子，一晃就是 20 多年。

20 多年间，新疆的地质

资料逐渐拓印在了李忆祖的

脑海里，他也从昔日那个一

腔热血的大学生，成长为了

一位德高望重的地质学专

家。

真正从一线摸爬滚打出

来，他实践经验丰富，对新疆

的地质信息、矿产资源如数

家珍，被誉为新疆地质勘测

的“活地图”。

他有过多次调离新疆的

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对他

而言，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

雄浑的大山和广阔的大漠震

撼着他的灵魂，旖旎的自然

风光更令他流连忘返。

他说，新疆的好人太多，

善良的、心存关怀的人也太

多，他对这里有着发自内心

的热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忆

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得不

退居二线。他调到 156 队子

校、煤炭厅子校（现为乌鲁木

齐四十一中）担任校长，后又

调到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工

作，直至 1998 年退休。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1

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这是我一生的夙愿。”

退休后的李忆祖也没有闲

着，而是从事起了“关心下一

代”的工作。

50 多岁时，李忆祖和同

事各骑一辆摩托车，从乌鲁

木齐出发，途经十一个省、自

治区，历经艰难骑到了天津，

行程 9000 多公里。

在乌鲁木齐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他担任副秘

书长一职，又被聘为自治区

科协科技讲师团讲师、新疆

科技大讲堂专家组成员，踏

上了义务讲学之路。

于是，在地质学家和地

质工程师的身份之外，他又

多了另外一个身份———科普

作家。

他的课生动有趣，内容

囊括天文、地理、环境等诸多

方面，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为了使工作开展得与时

俱进，他自费购买了录像机、

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设

备，下载打印了许多资料制

成课件，在当时电脑未被普

及的年代，课件中新鲜的内

容，让学生们深深陶醉其中。

近 20年间，他辗转新疆

50多个县市，举办了近 800场

义务讲座，听众 37万余人，编

写了超过 80 万字的讲稿，三

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奖励。

他将毕生积累下来的知

识财富，以这样的方式，播撒

在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与

此一并传播的，还有他不屈

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无止无

休的爱国热情。

2011 年，中央电视台《地

理中国》节目摄制组进入新疆

拍摄。作为地质学的权威专

家，李忆祖在专业性方面，无

疑是指导拍摄的最佳人选。

但是，此时的他已是一

位 70 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让摄制组担心高强度的拍

摄工作，会让他的身体支撑

不住。

李忆祖却说：“拍下这些

美景，不单中国能看到，世界

也能看到。我特别想把一个

真实的、美丽的新疆介绍给

祖国，介绍给全世界。”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投

入到了拍摄活动中，整整三

年零三个月。赛里木湖、魔鬼

城、火焰山、冰川奇谷……他

翻山越岭，带领摄制组，走遍

新疆的艰险奇美之地。

他从布满碎石的羊肠小

道上走过，身边是万丈悬崖，

不时有山石滚落；他拄着登

山杖一步步下到 4000 米深

的冰川谷底，双脚都已麻木；

他精疲力竭，被人抱着才能

上马，但骑上马后又是一往

无前……

当纪录片播放出来时，

李忆祖看着画面中的自己，

忍不住笑道：“这个老家伙

啊，一定是疯了！”时至今

日，83 岁高龄的李忆祖，仍然

活跃在教育一线。

他在新疆坚守了整整 60

年，为祖国奉献了整个青春。

他为此感到骄傲和满

足：“我这一生没有什么轰轰

烈烈的事情，但我所做的一

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想要做

的。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理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更

好地回报祖国。”

他用实际行动，报答着

养父母和国家的养育之恩，

也正将这份爱国的热情，传

递给他的每一个学生。

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

食而反哺。李忆祖用一生，反

哺生他养他的祖国，可谓一

个大写的中国人！

（《新京报》《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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