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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寅（1884年—1959年），字自畏，光绪十年闰五月廿九（公历1884年7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海晏乡芦江村

柴桥老上境（后街）虞书房（今属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芦南社区，位于现在柴桥老街协生弄南边，已拆除）。据编修于1923年

的《札马虞氏支谱》，虞和寅是柴桥虞氏始祖孝盛（1747年—1826年，字晓晴，扎马燕翼堂虞氏始祖濬才公第十四世孙）第六

世孙，育有三子两女。虞和寅是近代地矿学者、翻译家，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后又是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工程师学

会、中国天文学会会员，还是1935年5月18日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发起人之一。

虞和寅生平与事迹
王细荣

虞和寅早年入胞兄虞和钦
（1879年—1944年，字自勋，仕
名铭新）等在自己家中创设的

“实学社”（即四明实学会）研习
科学，后又随虞和钦赴沪从事科
学、实业活动，曾于1902年赴浙
江南浔任浔溪公学教员，年底浔
溪公学第二次学潮后返沪。

1903年3月29日，虞和钦主
编的《科学世界》创刊号出版，所
载的文章中，就包括虞和寅撰写
的科学文章《植物学略史》《释电
解及电离》，其中《植物学略史》
于同年6月和8月先后被上海的
综合性刊物《经世文潮》创刊号
（1903年第1期）“理化部”和湖
南长沙的通俗刊物《湖南演说通
俗报》1903年12期“实业汇编”
栏目转载。

1904 年秋，虞和钦负笈日
本，专攻化学，虞和寅仍居沪，
1906年赴福建汀州（现福建龙岩
市长汀县）任汀州中学教员。
1907年春，虞和寅在胞兄的影响
下，也赴日留学，与兄同住东京
本乡区。1908年秋，兄学成归
国，他继续在东京修业，1910年
秋曾回国，与兄于南京晤面后即
东渡。1911年秋，虞和寅与同志
潜回山东筹划兴军北上，推翻清
廷，其间曾应杜佐宸之邀一起去

青岛筹款制造炸弹，购买枪械，与
其他同盟会员一起组织革命力
量。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鲁任山东
都督府军务司军事科科长、山东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山东优级
师范学堂）斋务长。1912年冬，再

次东游，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探矿
冶金科攻读矿冶专业，1914年秋学
成回国，于是年12月至次年5月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教员。

1915年3月，虞和寅在归国留
学生甄拔考试中及第矿科甲等，4月

由农商部按技正派发至安徽安庆，任
安徽省财政厅（农商部派）矿务技术
员，不久后由政事堂正式任命为农商
部荐文职或技术职。6年后调回北
京任农商部技正，其间曾赴山西、河
北、山西、辽宁、安徽等省考察矿务，

先后获部颁四等、三等、二等奖章，
后任盐务署化验处坐办等职。

1923年，虞和寅主持编纂族
谱《札马虞氏支谱》。1927年任
南京国民政府农商部法规起草
委员兼设计委员，1929年5月任
南京国民政府调查兵工事业设计
委员会委员，1930年3月任天津开
滦矿务局督办处农矿部派技术官，
1930年6月30日任南京国民政府
农矿部技正。

1933 年初，虞和寅任北平故
宫博物院秘书，并于是年4月上旬
与故宫博物院另一位秘书程星龄
等人共同押送故宫博物院第三批
古物共 3922 箱南下上海，同年 9
月上旬以故宫博物院接收、移交
委员会委员身份参与故宫博物院
接收、移交相关事宜。1934年上
半年，虞和寅参加教育部、实业部
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筹备工
作，出席筹备委员会、审查委员会
相关会议，后任审查委员会冶炼
出品组审查委员、审查委员会宣
传组总编辑兼《大公报》《益世报》
《矿业会特刊》编辑。1934 年 12
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故
宫博物院第二科（保管科）科长兼
点收委员会主任，因该院发生二
次盗宝案于1936年7月下旬辞去
该职。

1936年10月18日，虞和寅以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员、开滦煤矿
公司上海办事处职员身份出席中
国矿冶工程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会
议，并当选为分会会计。1937年7
月初，虞和寅受上海开成造酸厂委
派，赴济南与山东省建设厅商谈采
购鲁东招远红青背、后地、黄山三
处硫铁矿再次追随兄长兴办实
业。1937年冬，虞和寅再次追随
兄长兴办实业。他是开明电器厂
的股东，曾担任过开成造酸厂硫铁
矿采购人、开明电器厂股份有限公
司监察人，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支持
胞兄的科学中国化实践活动。

1944 年秋，虞和寅在虞和钦
去世后，特撰《亡兄莳薰先生述》，
其中有云：“和寅不幸，幼失怙恃，
兄挈之护之，以免陨获，虽垂老未
克遂志而有裨于世。顾在丧乱困
厄之际，兄弟白首，犹获相亲相
依，以为人生乐事。”新中国初期，
虞和寅曾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
后因健康原因回上海疗养，直至
病故。身后，虞和寅与胞兄虞和
钦相伴，于1960年 1月安葬于上
海北郊宝山县大场乡（现宝山区
大场镇）的联义公墓。

虞和寅生平

除本职工作外，虞和寅也参与
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在天津开滦
矿务局期间，他加入华北慈善联合
会，并于1930年8月赴陕西参加
大旱灾救济工作。在北京（平）期
间，曾一度任镇海驻北京县馆——
镇海会（试）馆的掌馆人。

虞和寅一生著述颇丰，曾编
著有《博物学教科书》（宁波文明
学社、日本东京同文印刷舍1902
年初版，上海理科书社1906年第
二版、1907年第三版）、《理化学
教科书》（1902年左右日本东京
同文印刷舍初版，上海理科书社
1906年再版）、《矿冶文编》（中国
矿冶工程学会印行）、《矿业法草
案》（国民政府农矿部1928年印
行）等著作。《博物学教科书》包括
绪言、第一编植物及动物、第二编
动物及植物、第三编矿物及矿石、
第四编结论，共109章。其引证
参考的日本博物、动物、植物、理
科、矿物等教科书和研究著作就
有34种之多，是中国学者自己编
写的首部博物学教科书。虞和寅
在1906年的修正第二版“例言”
中指出，博物教学和学习的方法
不外乎“实验”和“观察”，教师要
提前准备实物“以便开课时，一面
实验，一面讲述”，还要“时时引导
学徒，出游野外，观察实验”。关
于《博物学教科书》，后世曾有评
价云：“《博物学教科书》之佳处在
动、植、矿于人生紧要关系，相互

之关系。”
虞和寅译有《动物学教科书》

《近世化学教科书》《生物汛论》《最
近之满洲》《世界百杰略传》等书，与
兄虞和钦合译《化学实用分析术》
《生物之过去及未来》《岩石学教科
书》《矿物界教科书》《地质学简易教
科书》《生理学教科书》等书，其中
《最近之满洲》（日本小藤文次郎原
著、上海宁波实学会社1902年刊
印、上海科学仪器馆发行）是革命书
籍，于1904年 6月被清政府列为

“悖逆”之书，各书坊等不得再售，各
学堂诸生及士民人等不得购阅。另
外，他还撰写《铁材分类法》《动物与
外界之关系》等地矿学、生物学方面
的文章，以及大量中国矿业调查报
告，其中最为代表者为农商部矿政
司于1926年 3月刊印的《矿业报
告》，包括《平完阳泉附近保晋煤矿
报告》《奉天抚顺煤矿报告》（含《抚
顺煤矿报告附图》一册）、《临榆柳江
煤矿报告》《本溪湖煤铁公司报告》
《锦西大窑沟煤矿报告》五种六分
册。作为近代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新
型知识分子，虞和寅在这些调查报
告中，一般都附有调查期间所作的
诗作，如第一册附有《阳泉晚眺》等、
第二册附有《浑河畔》等、第三册附
有《汤泉行赠曹子敬》等、第四册附
有《将登山赠谈总办保帆》等。

虞和寅所作的这些《矿业报
告》，至今仍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乃中国工商矿业调查报告

中的权威史书，尤以第二册《奉天
抚顺煤矿报告》为甚。该报告不仅
叙述详尽，而且行文细腻、生动，文
风多彩活泼，图文并茂，能让不懂
企业经营、不懂工业技术的人，没
到过抚顺煤矿的人，都会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矿业报
告》是虞和寅实地采访、调查的结

果，为制定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例如，为撰写《奉天抚顺煤矿报
告》，虞和寅于1921年春节前夕来
到辽宁抚顺煤矿进行调查。虞和
寅始终坚守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走遍抚顺煤矿的各个矿场。用一
年多的时间，尽访矿井上下、矿山
内外成千上万的知情者，拿出
第一手材料。调查时，他已
深感日本殖民者对中国矿
业资源进行无尽掠夺的隐
忧和痛惜，故在这个“官样
文章”的调查报告里，处
处流露出他的民族大义
和爱国情怀。“漠漠浑河
畔，悠悠我独行；怎堪渔
父问，唤起旅人情”是他
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虞和寅的社会活动与著述

本版供图：陈一鸣

1912年之前，中国使用的阴
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已成，
牢不可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
立后，经孙中山批准颁行《中华民
国元年历书》，改阳历为“国历”。
对此，“国人奔走骇怪，以崇奉西
洋正朔为耻”。于是，对于阴阳历
的优劣，以及改历问题，逐渐引起
人们的注意。

据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所长、帮助王云五创造“四角号
码检字法”的高梦旦先生统计，在
1912年 1月—1933年 12月间，
中国关于改历的民间讨论，至少
有13种方案，其中“均历”是其第
八案。虞和寅在1927年12月23
日于南京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第
五届年会会报《中国天文学会会
报 1927》上发表《均历法》，最

先公布其创立的均历。
1928年7月，虞和寅将《均历法》

以单行本形式由北平北华印刷局出
版，同时把该《均历法》印本送呈南京
国民政府鉴定颁行。虞和寅的均历，
是摒弃当时中国官方通行的西历、民
间习惯采用的农历，以及英国人创立
而未施行的一年分为13个月的历法
等中西历法的弊端，采取折中方法而
新创的，名字取“平均岁时”之义而得。

该历法的大意为：以民国十三年
农历正月初一立春（1924 年 2 月 5
日）为岁首，使春分、秋分和夏至、冬
至，刚好处在每季第二个月中旬；每
年分 12个月，每月分 30日，共 360
天，平年所余的5日，不计入月之天
数，仅作为岁首元旦和春分、秋分、夏
至、冬至四时节；每月分3旬，遇旬休
息，称为“旬休日”，以代替周日（日曜
日）休息之制；每四年一闰，将闰日放
在7月之前，且也不计入月中天数，即
7月前一日为下半年之首日，与元旦
相应，故每年中的上半年、下半年天

数均等，为183天。如此一
来，一年之内，月日及休息日
之数，均为平正，可以永远固
定不变。当然，这个历法后
来没有被当局采用。

虞和寅创立的均历

虞和寅获颁的归国留学生甄拔考验矿科甲等证书 虞和寅编著的《博物学教科书（第三版）》封面

柴桥老街鸟瞰图中红框区域为虞和钦、虞和寅兄弟出生地虞书房所在的位置

青年时代的虞和寅

1921年3月19日，虞和寅（前排左三）在山西保晋煤矿调查矿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