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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传》

内容概要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张玺传》内容简介：九三学社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下，于
抗日战争后期成立的，她参与新中国的建立，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
之一。《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张玺传》介绍的是九三学社的人物—张玺，其主要内容包括：从平乡到巴
黎（1897—1931）；北平研究院时期（1932—1949）；从北京到青岛（1949—1967）；薪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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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平乡到巴黎（ 1897-1931）
第二章 北平研究院时期（ 1932-1949）
第三章 从北京到青岛（ 1949-1967）
第四章 薪火传承
第五章 张玺档案
附录张玺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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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多鳃孔舌形虫和黄岛柱头虫虽然其貌不扬，隐居于海底泥沙之中，但它们均属极为
罕见的珍稀动物，其介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独特身体结构，为脊椎动物的起源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研究材料，在进化论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昌鱼，人们一向称
之为生物进化的“活化石”，是研究动物进化的珍贵材料。一直以来，生物学家关注的重点都是在厦
门。1935年，张玺等在胶州湾考察中发现，青岛也是文昌鱼的另一个重要出产地，而且产量不在厦门
文昌鱼之下。为了研究青岛文昌鱼与厦门文昌鱼是否为同一种类，他们在胶州湾开始广泛采集，采集
用具为“一小模之双刃捞网，网架宽二尺，高六时，网身长三尺，网眼径半时”。从1935年5月到l936
年4月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发现文昌鱼最多的地方是在汇泉角与麦岛间及绿岛嘴与淮子口之间的海底
，另外在沧口海滩，也藏有文昌鱼。经过对它的形态、分布研究以及与厦门文昌鱼详细对比，发表了
论文《厦门文昌鱼与青岛文昌鱼之比较研究》，得出结论：“青岛文昌鱼与厦门文昌鱼极相类似⋯⋯
青岛文昌鱼为厦门文昌鱼或婆罗洲文昌鱼之一变种。”以后于1962年又发表了《偏文昌鱼属在中国海
发现和厦门文昌鱼的地理分布》，指出在中国南海和北部湾采到了许多文昌鱼的标本，其中除了厦门
常见的厦门文昌鱼之外，还有不少的偏文昌鱼。 四《胶州湾及其附近海产食用软体动物之研究》 钟
情于软体动物，对于张玺来说，始于巴黎求学时期。软体动物和人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玺认为
，人类主要动物性食料就是畜产和水产动物，而水产动物中除鱼类外，当推海产软体动物为最多，海
产软体动物中除极少数体小肉少不适食用者外，几全部皆可食用。世界上海产事业发达的国家，软体
动物研究占重要的地位，在水产学校中，软体动物也是一门重要的独立的学科。我国拥有较长的海岸
线，也有很多的良好港湾，但海产事业却极其“幼稚”，这就使得别的国家乘机侵占，每年不得不花
费巨资从日本等国进口海产品。 这一次大规模的胶州湾海洋动物考察，不仅对胶州湾各类动物的分类
、形态、发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对海湾及其附近的海洋环境和动物分布做了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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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传》

编辑推荐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张玺传》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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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传》

章节试读

1、《张玺传》的笔记-第148页

        刘慎谔名字写错了

2、《张玺传》的笔记-第152页

        这个新中国农学会在张玺传里没写，在法部分基本等于没写，因为没资料

3、《张玺传》的笔记-第147页

         里昂中法大学怎么可能少了刘厚，另外徐廷瑚也是49年到台湾后失联的， 
旅欧教育运动 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作 者】陈三井著  【出版发行】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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