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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Harff ——遨游在不同领域之间 

由 Hans von Storch 和 Reinhard Dietrich 进行访谈， Jörn Thiede 作序 

中文版本由区欣翻译。 

 

German origina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1878537_Jan_Harff_‐

_zwischen_Welten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3538062_Jan_Harff_‐

_Between_Worlds  

Polish transla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3848054_Jan_Harff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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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Jan Harff（瓦尔纳明德（Warnemünde）波罗的海研究所

部门主任、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Greifswald）海洋

地质学教授及什切青大学（Universität Szczecin）教授）。 

 

《穿越遥远的世界和时间》（原著德文名称为 Durch ferne Welten und Zeiten），是米卢廷∙米兰

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于 1936 年出版的一本书，我们也可以用这本书的标题来形容

Jan  Harff：他涉猎广泛，在政治、科学、文化等众多领域之间徜徉，并以其对海岸和海平面变

化研究的贡献，在地质科学领域摸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要想了解 Jan Harff 的人格魅力，

亦离不开强调他与思想独立自主的 Angelika 女士——Jan Harff 的夫人兼人生伴侣之间的长期关

系。 

随着了解的加深，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初 Jan Harff 在东德接受的竟然是水泥工培训，不过后

来他有机会到大学深造（1964 年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在东德对高校地球科学进行学科重组

后，获得地质学硕士学位，再后来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Jan Harff

从事了各种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后来被 ZIPE（Zentralinstitut der Physik der Erde der DD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即东德科学院地球物理中央研究所，旧址位于波茨坦）聘任，

并得以发展出一门独立的地质科学学科，1986 年，Jan Harff 被任命为“数学地质学”系主任。 

几年后，东德和西德发生了巨大的动荡，而遗憾的是，东德所有学术职位都需接受科学委员会

（Wissenschaftsrat）的评估来确定保留与否。Jan Harff“通过了”评估。那时他已受到 Eugen 

Seibold 的影响，开始对“海洋地质学”产生极大的热情，并在德国统一和 ZIPE 关闭后，出任瓦

尔纳明德科学院海洋研究所（Institut für Meereskund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arnemünde）部门主管一职。1992 年经科学评议会提议，该所更名为莱布尼兹‐IOW 研究所

（瓦尔纳明德波罗的海研究所）。1993 年，Jan Harff 受聘为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海洋地质学教

授。当时我正忙于成立基尔大学海洋地质科学研究中心 GEOMAR。事实上，在德国统一之前，

我就意识到：与瓦尔纳明德海洋研究所以及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建立合作联系，将具有非常可观

的前景。这段时间我所经历的特别事件包括：IOW 实行（西德的）《联邦雇员劳资协议》

（BAT）；IOW 的科研人员参与了“极地星号”（ POLARSTERN）在挪威海的考察，负责沉积实验

室的部分工作；与此同时，东德货币过渡为德国马克，我们的新同事在工作中也免不了时常牵

挂家人，而我们也努力使他们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Jan Harff 于 2008 年退休，却“退而不休”，随即成为什切青大学的教授，并不时在中国担任客

座教授，至今仍在跟进多个海洋地质及海岸研究领域的科研项目。他屡获殊荣：例如 1986 年

还在前东德时期即获得地质科学学会（Gesellschaft für Geologische Wissenschaften）的

“Abraham‐Gottlob‐Werner 奖”，2010 年荣获德国地质学会（Deutschen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 ）的“Serge‐von‐Bubnoff 奖”，并于 2017 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地质学会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年会上获颁地球科学信息学会（Geoscience Information 

Society）的“Mary‐B.‐Ansari 佳研究资源奖”，以表彰其作为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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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质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arine Geosciences）主编的杰出贡献。Jan Harff 门类

繁多的作品展现出其广泛的科学兴趣和生产效率，通过其文章的合著者，我们可以看出其庞大

的国际合作网络，而这些合作关系，正是他在中国、波兰、越南、美国、俄罗斯等国访问期间

发展起来的。 

Jan Harff 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以及学科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其夫人 Angelika 常常陪伴其左

右，与他共同完成了多项艰难的工作。尽管他俩向世界敞开了怀抱，他们的根却深植于梅克伦

堡（Mecklenburg），并为居斯特罗（Güstrow）的文化生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在地方和区

域媒体上一再出现的身影，见证了这些贡献。夫妻二人所促成和建立的这座连接梅克伦堡（居

斯特罗）和波兰（什切青）的桥梁，也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7 年 11 月 

Jörn Thiede （圣彼得斯堡/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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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ans von Storch 与不同合作者采访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 20 多年。他的第

一次访谈是在 1996 年访问 Hans Hinzpeter。以下访谈为该系列的第 8 篇

（http://www.hvonstorch.de/klima/interview.htm#individuals）。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是地质学家，

都有着漫长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生涯。他们都是各大事件的时代见证者，尽管这些事件大多

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它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绵延至今。因此，该等“证言”本身就是宝贵的资

料，它们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今日的形势和知识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明白科学并

不是真理的集合，而是社会的进步，正如 George Philander 所述：“科学是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是一种奇怪的宗教，它要求其信众坚持不懈地对所有观察和理论结果进行测试。测试既不允许

有任何妥协，也不民主——即使有 99%的科学家达成一致，他们也不一定是对的——从长远来

看，测试所产生的结果，是独立于伦理、种族、性别、宗教、价值观等等的客观结果。” 

这些访谈都遵循着同一个前提——不是罗列事实，而是展示见证人的看法；所以重点不在于事

件具体如何发生，而在于受访者见证这些事件的亲身体验。正因如此，对于同一事件经过，其

他人持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的访谈合作者对访谈 终成稿进行把关—

—所有的陈述都经过访谈合作者的校对和同意。 

此次，我与来自德雷斯顿的大地测量学家 Reinhard Dietrich 教授合作采访 Jan Harff，希望他能

对自己做一个回顾。我本人所接触到的 Jan Harff，是一名海岸带研究专家，我跟他不时有合

作，尤其是在与波兰沟通方面；而 Reinhard 则把他作为地球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带到对话中来，

这样，我们至少能够首先把 Jan Harff 的两项主要工作，即盆地地质学和海岸研究讲述清楚。此

外，我们也请来了 Jörn Thiede，以序言的形式，为 Jan Harff 写一篇致敬词。 

本次对话主要以书面形式进行，但也有两次以德语进行的详细面谈。 

谈话的主题不仅仅围绕科学及其发展动态，还包括科学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下的处境；我们

要谈的不是受访者的个人背景。 

Jan Harff 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的科学社会化过程。东德时期，他一开始想学建筑，后来学做

水泥工， 后到东德科学院学习地质学。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后，他在海洋地质学，更确切

地说，在海岸带研究领域，得以采取一种更偏向西方传统的科研风格。当时在该领域存在两种

完全不同的研究途径。后来他致力于对更加广袤的科学世界进行探索——即在波兰（更确切地

说，在什切青）和中国，在那里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项目，并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搭建世界之间

的桥梁，是 Jan 所热衷的事业——尽管在他的内心，他永远是一个以居斯特罗为生活中心的梅

克伦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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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的长桥》，Alexander Dettmar 画于 2009 年。 

问题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题目呢？一个选择是 “《Jan Harff——世界漫游者》”（Jan Harff 

– Wanderer zwischen Welten）。Jan Harff 对此进行了说明，而我们发现，他的话有趣地反映了

他的想法：“没错，我一生都在漫游，现在还在漫游。但我不是为了漫游而漫游，拟议的的标

题可能会引起这样武断的看法。事实上，我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即为‘使本该在一起

的事物走在一起’（大致引用 Willy Brandt 的话）而作出我自己的贡献。这个愿望可能来自于我

本人对于分离——家庭（我的父母在战后分开）和祖国的分裂——的痛苦体验。我一直都有一

个愿望，就是在不同科学观点（以及区域化分类）、不同国家（我在俄罗斯、美国及波兰的工

作）或不同文化（中国）之间找到连通路线，并追随这条路线。正是这种实实在在（或看起来

如此）的对立面之间的张力吸引了我。我觉得我自己更像是一个探路人或者一个桥梁建设者

（我曾经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而不是一名长跑运动员。为此，我与多个国际团队合作出版，

并且通过捐赠书籍（我的母亲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的图书馆于 1991 年落成于堪萨斯大学图

书馆内，而我的外公则是一名医生，他的图书馆如今设于什切青大学图书馆内）为桥梁打下了

基石，希望能为他人所用。因此， 2014 年我在中国获得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对我而言也

有特殊的意义。波兰作为我们的邻国，对于我来说，其重要性远不止于作为一个科学合作伙

伴。我同时相信，我们作为欧洲人，必须为“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处于统一的文化空间”（具体对

于我们乃至我本人而言，就是波美拉尼亚文化）而努力。因此，2009 年，我和我夫人 Angelika

在什切青宫殿举办了一场 Alexander Dettmar 的画展。她选取“从格赖夫斯瓦尔德到什切青”作为

画展的主题。借此主题以期呈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有我们的生活路径，还有我们对于欧洲文化

空间的共知。 

对此，我并无任何进一步的补充。 

2017 年 11 月 27 日，汉堡—— Hans von S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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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为访谈做准备：（从右至左）Jan Harff、Hans von Storch、Angelika Harff 以及 Reinhard 

Dietrich。 2017 年 7 月摄于 Poel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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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 Harff，我们先来讲一讲你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概况吧。 

我的职业生涯与二战以后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1961 年，我在梅克伦堡州（当时

属于东德）居斯特罗的中学毕业。 初我想在位于柏林‐夏洛特堡的工业大学读建筑专业。

1961 年 8 月边境关闭，我通向柏林工业大学的路因此被真真正正地封锁了，我只有一条路可

走，就是在东德通过实习来获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所以，我开始在柏林东部当水泥工学徒，

并于 1963 年作为技工毕业。 

 

VEB Tiefbau Berlin 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委（BPO）党报《Der Bagger》剪报，1963 年 1 月

首刊，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大会召开。J. Harff 作为 Marquardt 土木工程支队的成员位于

前排左三。 

 

由于这段时间对建筑职业日常生活、尤其是东德建筑学的体验，我改变了目标，想要从事自然

科学工作，而吸引我的正是地质学。为此，我在 1964 年考上柏林洪堡大学著名的地质学院

前，不得不作为地质采样员在柏林一家地质勘探企业又上了一年的学前预备班。 



第 9 页  

 

 

Hans von Storch 与 Reinhard Dietrich 访 Jan Harff 

 

 

 

柏林洪堡大学地质系学生在 Brand‐Erbisdorf（萨克森州）进行实习，摄于 1965 年，图片中间为

J. Harff。 

 

随着西德“六八运动”自下而上的开展，东德也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包括高校和科研的改

制。我们在东德经历了一场上层“下令”的革命，在高校成立所谓的科研部门以及在东德科学院

成立中央研究院，以克服学科之间的障碍，提高科学的经济效益。对于地质学而言，这项措施

让人紧张不安，因为它涉及关闭所有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及地球物理学研究院，而仅仅

成立两个地球科学“部门”1：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地质学部门以及萨克森州弗莱贝格矿业学院

（Bergakademie Freiberg）的地球科学部门。之前在其他大学学习（和任教）的人在这两个部

门之间被任意分配。这场改革，将柏林的地质学家还有我带到了格赖夫斯瓦尔德，我于 1969

年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Diplom，德国传统学制下本硕连读毕业后获得的学位）。 

                                                            
1大学里面的大研究所被称为“部门”，其级别相当于东德科学院的“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包含地质学

——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和矿物学三个本硕连读的学科。地质学培训偶尔还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由部分大学（例如在柏林和哈勒）的教员继续提供。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莱比锡大学物理学部门

内保留了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团队，也就是我后来的合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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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硕士论文的主题是沉积物地球化学，我的目标是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东德科学院海洋研究院，

从事南波罗的海地区的沉积学研究。然而我的计划却落空了，由于“干部政治原因”，我没有得

到必要的出海考察许可，从而无法跨过东德的海界。 

在某个区域地质办事处（类似于国家地质局）作为矿床地质学家工作一年后，我回到格赖夫斯

瓦尔德大学地质学部门读博士，在 Gerald Peschel 的指导下写了一篇数学地质学领域的论文，

根据地球物理测井数据，采取数值分类方法对潜在的吕根岛石炭纪石油储层进行层位划分。

1974 年，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作为拥有博士学位的地质学家回到罗斯托克的区域地质办事处

工作，直到 1977 年，我受聘于东德科学院地球物理中央研究所（Zentralinstitut für Physik der 

Erde，简称“ZIPE”，原址位于柏林，后迁址波茨坦），以创建一个数学地质系。 

六、七十年代，数学地质这个学科相对独立地出现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法国，然后是前

苏联，人们希望地质学的数学化可以推动自身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东德也是如此，其推进该

学科发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优化油气藏（特别是烃）勘探。因此，我在 ZIPE 组建团队就相

对比较自由，这个团队还包括了来自地质勘探公司和莱比锡大学的合作伙伴。针对红层矿床2

天然气勘探前景，我们共同为北德——波兰盆地构建了一个盆地模型（Beckenmodel）。这项

工作相当吸引人，因为东德的领土同时也是勘探的特许区域，因此我们可以获得几乎整个盆地

区域的勘察数据。直到 1991 年 12 月 31 日，德国统一协议不仅为学院——研究院时代画上句

号，也终止了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的合同。 

1992 年，地球科学研究中心（GFZ）取代 ZIPE 在波茨坦成立，数学地质学系并入其中，称为

“地质模拟项目组”（Projektgruppe Geomodellierung）。我成功应聘为该组的组长，于 1992 年 1

月 1 日入职，但仅任职了三个月。因为在此期间，作为“蓝色名单”上的机构，瓦尔纳明德波罗

的海研究所（IOW）在瓦尔纳明德成立，替代原来的科学院海洋研究院；IOW 登出招聘广告，

其中就有海洋地质部门主任一职，我通过应聘于 1992 年 4 月初获得了这个职位。 

时隔 23 年，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海洋科学研究所，我在 1969 年提出的职业规划目标，绕了一个

圈终于完满实现。就方法论而言，这次从波茨坦转到瓦尔纳明德，我的专业方向并没有改变，

因为我之前为研究古生代盆地形成所开发和运用的模型，现在可以用于描述从晚第四纪到近代

的海盆演化进程。 

处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交叉领域的海岸带过程研究，正是对我而言别具吸引力的跨学科问

题。沿海考察期间，我尤为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诱惑，而作为我在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教学生涯

的一部分，我特意用它来引领我的学生走进我们的专业——海洋地球科学。 

                                                            
2“红层”是二叠纪的一个地层阶段，在此期间，大约 2.7 亿年前，泥沙在如今的德国北部沉积，今天我们

可以在其孔隙空间中找到天然气。东德和西德都对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矿藏进行了开采。除了褐煤

之外，东德的能源政治概念还以天然气矿藏的使用为基础。就此而言，“勘探前景”，即对找到矿藏的预

期，对东德在经济以及政治上能否存续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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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ka 和 Jan Harff 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统一日摄于柏林国会大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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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夏季学期，Jan Harff 与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屈隆斯博恩

（Kühlungsborn） 附近的波罗的海海滩进行海岸考察。 

 

我在瓦尔纳明德波罗的海研究所的职位，赋予了我多年来所寤寐以求的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全面

自由。我可以将我在德国统一以前就已经与东欧和北欧建立起来的关系，用于开展共同研究项

目以及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教学。 

很快，我陆续与美国、越南等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那里担任客座教授，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关

系尤为紧密。 

欧洲结盟给我们带来了国际合作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我 2008 年在德国退休以后，顺利地接受

了波兰方面的邀请，在什切青大学海洋和海岸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arine and Coastal 

Sciences）担任海洋地质学教授至今。稍后我会再作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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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地质并不是你的第一志愿。你是怎么想到去学地质的呢？你对海洋地质

的兴趣是从何而来的呢？尽管这个在“变革”后才得以实现。 

柏林墙于 1961 年修建前，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在柏林动物园观看了国际建筑展（IBA 1957 年）

的建筑，几乎所有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都参与了这次展出。我被巴西建筑师 Oscar Niemeyer 的建

筑——一栋在当时来说设计非常现代的、使用创新的混凝土施工方法和功能性结构的住宅建筑

——深深吸引，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个职业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综合了建筑技术、设

计、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我选择在——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境当时还是开放的——位

于柏林夏洛腾堡的工业大学（这所教育机构的建筑相关院系可追溯到辛克尔柏林建筑学院）进

修，并提交了入学申请。我的计划 终落空，因为在 1961 年 8 月 13 日，我中学毕业后不久，

建起了一座特别的建筑物——柏林墙。这堵墙阻断了我这个从东部过来的人到柏林‐夏洛腾堡工

业大学的求学之路。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开始当混凝土施工学徒，希望通过这条实践之路能够

获得在东德高校就读的机会。通过在建筑事务所工作，我了解到东德建筑师职业的现实，并明

白到，正是由于这份职业的交叉面太广，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和政治，因此建筑师的工作在东德

不允许有自由度和创造性。就东德建筑行业而言，创造性的工作是次要的，而大规模建造千篇

一律的住宅和工业建筑才是首要的任务。 

我开始将目光投向自然科学领域，并在地质学里找到了我的职业目标：一个由于其反演推导3

的特性而允许——确切地说是要求——有高度直觉的专业。这个决定受到了有号召力的地质学

家及科学记者 Harro Hess 的启发。他对地质学专业的描述，让我深深被这个新的职业选项所吸

引。我一开始是经过了理性的分析，才做出了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决定。我在户外的时候，自然

而然能感受到对这个专业的热爱，但读了 Hans Cloos 的《与地球对话》（Gespräch mit der 

Erde）后，这种感觉尤为强烈。Hans Cloos 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他自己在世界各地进行地质探

索的旅程，用让人印象深刻的图纸，其主要反映了地质结构成因的动态特征，并将地质问题定

义为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对地质理论和获取知识的热爱，归功于 Serge von Bubnoff，他 后任

教于柏林洪堡大学地质研究所。我不再可能认识他本人。但他的著作，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

我枕头下一度放着一本《地质学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n der Geologie）。他通过这本

书为对获取地质学知识的目标、特点和可能性作出了一般性的界定：至今仍是我作为地质学家

工作的指路明灯。 

唤起我对海洋地质学的热情的，是另一位地质学家：Eugen Seibold。1965 年，还在基尔当教授

的他，来到我们位于柏林的研究所作研讨会演讲，介绍在北海的海洋地质工作。这场演讲燃起

我一个永不熄灭的欲望之火：成为一名海洋地质学家。Eugen Seibold 在这场演讲中描述了他如

何利用沉积物核心中的煤屑来确定海洋沉积物的年龄，因为随着蒸汽船投入航运，煤屑从船的

烟囱排到大气中然后沉积到海底，而这些事件具有相对确切的时间点。 

                                                            
3地质学的“反演推导”指的是从岩石或一大块地壳特征（即岩相）推演其相应形成条件/环境所得到的结

论（v. Bubnoff 1954 年，Chrobok 等人 1979 年）。由于这个形成过程的时间维度问题，我们无法对其进

行观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才能做这个推导——例如利用现实地质学方法（aktuogeologischen 
Ansatz）阐明地壳形成规律，就必须以那些在地球历史进程中保持不变的常数为基础。这些猜想有各种

不同的不确定性，因此推论总是带有一个——通常以定性方式表达的——概率。根据地球物理学理论，

这种推导可被视为一种解决地质反演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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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 Seibold 博士，教授（1918 年至 2013 年）  

 

深深吸引我的，正是作为研究区域的海洋内复杂的自然科学问题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沉积

物的年份以及与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学发展（即欧洲工业化）的关系中，反演推导出这种联系。

正是这份热情，让我作出了这个实现机会很小的决定。刚开始，一切都与这个决定背道而驰：

在小小的东德，海洋研究人员就业机会有限。此外，柏林墙刚好建成，目的是让人们难以离开

东德，而商旅许可（特别是航海方面）只有选定的“干部”才能获得。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当时

的瓦尔纳明德 IfM 海底部门主任 Otto Kolp 那里，成功申请到一个博士后职位。我读大学的时

候已经跟他有联系，并且在他那里实习过。然而，由于之前提到过的“干部政治”原因，我不能

入职。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首先是困在东德不能出去，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的职业理

想，而是选择通过数学地质学曲线救国。我的算盘是，即便没有商旅许可，通过这个理论学科

也有机会培养科学知识。我只需要好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技术。此外，我很清楚，我在建模方面

的专有知识，任何情况下在所有地球科学学科都能用得上。并且我对这门学科也有科学兴趣，

因为我相信，在学习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量化是地质学发展的必要过程。当然，我们也需

要数据，而随着东德石油——天然气勘探计划的开展，可用的数据绰绰有余。也就是说，实际

上我只需要努力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紧盯海洋研究，等待属于我自己的机会。 

德国统一后，这个机会在瓦尔纳明德出现了，IOW 登出了“我的”职位的招聘启事。我作为外行

人应聘并获得了这个职位，尽管我除了帆船运动以外没有任何在海上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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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可以通过多次例行出海，尤其是乘坐瓦尔纳明德科考船“ Albrecht Penck 教授号”出海慢慢

积累。 

这艘船当年的船长，我十分尊敬的 Ottfried Albrecht，通过“边做边学”对我进行训练，让我后来

即使乘坐更大的科考船，如“ Poseidon 号”、“ Heincke 号”、“Petr Kottsov 号”和“Maria S. Merian

号”带队出海考察，也毫无困难。2007 年我乘坐 Friedhelm von Staa 船长驾驶的“Merian 号”完成

了西格陵兰之旅，我在德国的职业生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莱布尼兹瓦尔纳明德波罗的海研究所的科考船“Albrecht Penck 教授号” 

 

 

你刚才给我们讲了地质“建模”。“模型”这个词在不同的学科中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否

解释一下，你认为模型是什么，它是如何构建的，它的用处体现在哪里以及它可以实现哪些附

加价值？ 

我们对“模型”一词的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这个一开始看似微不足道的假设，认为在

一个（未受干扰）的沉积层序中，成层的沉积物反映出时间序列，即应被理解为模型。我们将

这个“模型”描述为“地层学定律”。Nicolaus Steno （1638 年——1686 年）正是在认识到沉积物

像落叶那样一层层叠置后，才得到公认。当然，期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模拟——包括数模——

过程。数学模型 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尤其在石油——天然气勘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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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在进行勘探钻井和生产钻井规划时，基本上都会用到盆地形成模

型、烃源岩和储集岩聚集模型以及从沉积物有机质到生烃的模型。这些模型的成功首先来源于

人们能够理解沉积盆地属于一定程度上封闭的系统，简化了边界条件的确定。此外对于地壳下

沉、沉积物堆积、热应力引起的有机物的转化以及液态烃和气体烃的（运移）迁移，均有得到

验证的物理方法，能够相对容易地以数学公式表示并转换成计算机程序。在这样一个与地质空

间与时间维度相符的模型的帮助下，可以生成烃的形成、迁移及储存的情景，为地质学家计算

原料的潜力（前景）以及决定钻井方法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与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钻井费用

相比，通过数学模型对已有的数据进行评估相当经济实惠，因此企业在进一步把井挖深之前，

一般都会从已有的数据库中“榨取”信息。此外，模型的“前景”很容易衡量：看看打了多少罐石

油。然而，我们至今未能对波茨坦地球物理中央研究所所开发的模型进行 后的质量检查。我

们在 1990 年（在目前未公开的报道中）证明，梅克伦堡西北部以及梅克伦堡位于边境的波罗

的海海湾是“有前景”的天然气区域。东德的瓦解改变了特许权权利要求，因此至今仍没有任何

石油企业能够在我们 看好的区域进行钻探。 

  

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下你们当时使用的计算技术？那可是中央计算机的时代，你们什么时候才有

桌面终端或者个人电脑的呢？ 

我们一开始采取的是分批处理的工作方式。尤其是，我们在东德科学院那里有一台苏联大型计

算设备 BESM6 可供使用——这个设备占据了相当于一个小型超市大小的空间，性能比我们今天

所用的个人电脑好一点点。它的运行相当费时，需要有人值夜班。东德时代末期我们有了第一

批个人电脑。它们可能是属于东西贸易政策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ee for East West 

Trade Policy ，简称“COCOM”）清单上的设备。我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来到我们实验室的。（图

中有一台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墙上的海报表明，到 80 年代末，在东德的工作自由度有所提

高。）但至少在 1990 年，我们仍向石油企业出售我们的软件。这为我们带来了外汇 （这样我

们就有资金从事旅游等活动），并为我们赢得了学院领导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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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Harff 与东德科学院地球物理中央研究院数学地质学部的地质学家 Peer Hoth 博士以及数学

家 Jörn Springer 博士（从右至左）在开发软件，拍摄时间约为 1990 年 

回归在东德上大学这个话题。在东德，我们说，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年轻人，上大学并不是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情。你是怎样绕过这个障碍的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因为学生的来源

要与人口社会阶层的划分相当。因此，相较“工人阶级”而言，学者、手工业者和企业家（东德

也有企业家）的子女一般比较难被录取。另一方面，在柏林墙建起来之前，有着所谓“个别合

同”的学者的子女，恰恰会被优先录取，以防止他们的父母逃到西德。 

当我申请到大学进修地质学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一名水泥工或地质资料收集员，也就是说，我

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递交入学申请的，因此，他们很可能主要根据专业资格对我进行评

估，而我 终被录取。更多的困难反而在上大学以后才出现。学生团体中有人积极反对国家

（虽然不是有组织的，而是自发的）。我和我的同学由于在柏林大学公开反对建立柏林墙，后

来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反对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布拉格，在 1968 年也受到安全机关的密切注

视。这为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之前所说的航海执照被拒，而这对于我在海洋研究所读博来

说却是必要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的职业规划首先流产了，我必须另辟蹊径。由于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

又从事数学地质学科研工作，因此我可以在波兰较为平静的水域航行。像 ZIPE 一类的学院研究

所，为我们免除后顾之忧，而课程主要是根据科学标准来确定的。我组建了一支由石油地质学

家、数学家和 IT 专家组成的小组，与他们一同开发模型和软件，而 初开发的是应用于国内

碳氢化合物行业模型和软件。我与前苏联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发表文章以及在东方国家进行会

议访问，这些都不成问题。我受到前苏联领先科学家 Dimitrij Alekseevich Rodionov 和 Andrej 

Borisovich Vistelius 等人邀请进行考察访问。访问期间，我还与数学地质学的“西方精英”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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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augh、John Davis、Dan Merriam 以及 Fritz Agterberg 进行了会谈。John Davis 于 1985 年向

我发出的邀请，历经 4 年审核后，到 1989 年，我才获得了前东德科学院的批准。同年，我首

次来到美国 ，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进行工作访问。这次旅程获得审批，很可能是因为东欧集

团的自由化，但其实也是我们工作团队在国际上出类拔萃的一个反映。 

1989 年 4 月，我离开了东德，同年秋天回来的时候，国家制度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匈

牙利的西部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东德的抗议运动正在全面展开。我从美国带回了宝贵

的科研联系，在美国撰写了出版物，并且我现在是全方位联网——不仅仅是向东，还向西联

网。 

1990 年 7 月，正值货币联盟时期，首场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地质学国际大会在东德举行，题为

“计算机化盆地分析”。当时东德一片混乱。我决定，在居斯特罗（我的故乡）文艺复兴时期的

城堡举办会议。我对那里的基础设施了如指掌，因此，我能够跟我所认识的城市管理部门及当

时教育大学的负责人通过临场发挥，弥补专业会议服务的缺失。就这样，我们请来了我们专业

的东西方 “大明星”，在我们这里做客数日。会议主办方是位于波茨坦的科学院地球物理中央研

究院，合作方为 VE Kombinat Erdöl‐ Erdgas Gommern 以及国际数学地质协会（IAMG）。会议文

章集结成一部佳作（Harff 与 Merriam 著，1993 年）。 

 

 “计算机化的盆地分析”会议与会者于 1990 年 7 月摄于居斯特罗宫门前楼梯上 

（Angelika 和 Jan Harff 位处前排居中，前排左二为其女儿 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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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工作，帮助我们顺利度过了科学理事会在重新统一背景下进行的艰难的评估阶段，确

保我们能够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重新开始我们的专业工作。这个新开始对我而言，意味着我的

职业梦想在 23 年后终于实现。 

 

你能跟我们说说“Vetter 先生”这段插曲吗？ 

这件事发生在 1981 年 Helmut Schmidts 访问居斯特罗期间。实际上，这件事情无关紧要，但它

却切中要害地表明，一种对安全需求过高的制度能够导致什么情况。访问当天，居斯特罗被封

锁，而几个月前，沿着为邀请人 Erich Honecker 和来访者 Helmut Schmidt 安排的行车路线居住

的居民，就已经受到审查。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显然，电话窃听是审查的一部分。我们从以下

事件中猜到一二。因为觉得好玩，我们表兄弟在通电话的时候，互称对方为“Vetter 先生”，以

至于后来东德安全部门（显然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四处搜捕名叫“Vetter”的人。要不是由于其

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对私人领域进行监控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仍然是国际上待处理的问题，我们

完全可以将这段插曲作为冷战快要结束时某种制度误入歧途的证据置诸高阁。 

在此背景下，听听党在知识获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很有意思。马列主义——这个概念对研

究和出版是否有实际影响呢？ 

当然，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简称“党”）主导了东德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也不例外。党

用马列主义（ “ML”——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流派）制定了纲领性意识形态框架，通过“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确定了纲领的实际执行情况。该纲领从学校教育到 “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研究所和

科研机构中所谓的“党培训年”，通过范例灌输给东德人民。 

其中当然包括博士生的教育。因此，在博士期间，相关课程要纳入人文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社会

科学，并且要在研讨会小组做报告和写论文才能毕业。专业的选择相对自由，无论在格赖夫斯

瓦尔德大学（我于 1974 年以“Dr. rer. nat.”（自然科学分支博士）名衔毕业）以及东德科学院

（我于 1985 年在此获得“ Dr. sc. nat.”（自然科学博士，相当于获得授课资格）头衔），我都利

用这种灵活性来拓展我在哲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任何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解释权均归马列

主义代表所有，因此离开给定的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段时间，我忙于解决为地质学研究方法论制定数学分类方法的问题。这直接把我带到认识论

问题——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从古至今孜孜不倦地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我在格赖夫

斯瓦尔德的马列主义教授接受了我的学期论文开题建议，我全情投入完成这篇论文。在这样做

的过程中，我成功如此正式地描述了分类在地理知识获取中的作用，以致我可以在作为我论文

一部分的软件系统中将它模拟出来。后来，凭借这个软件系统，我在石油钻井中根据地球物理

测量数据发现了储油层。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为了实现我一个具体的目标，我

读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尔以及列宁的著作，将他们的认

识论主张与 Werner、Lyell、Walther、Sander、von Bubnoff 等地质学家的著作相比较，直到我

后明白了如何在计算机算法上实现地质学的抽象性，以及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综合分析结

果。在此过程中，我不必担心既定的控制框架。我做研究的时候，跳出了条条框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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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党还控制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复杂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同时掌握着科学领域

（民主德国国徽上的圆规代表“科学”）。科学实际上发挥着两种功能：一方面通过所谓的“杰

出成就”，巩固东德的国际尊严，另一方面，科学要与经济交织起来，通过“科学渗透”来提高

其效率。这实际上意味着，科研人员要想成立横跨各种社会工作结构的跨学科工作组，很容易

就能获得国家机构的资助。因此，我们建立起一个成效卓著的盆地建模网络，网罗学院研究所

和大学研究所、GDR（ZGI）的地质工作人员以及地质勘探公司。然而，该政治制度对安全荒谬

的过度需求阻碍了出版方面的工作。我们所操作的数据首先由于经济战略的原因（大部分涉及

对国家经济成就而言重要的原材料）被划为高度机密。该等数据须经高度概括和层层审批后才

能发布，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然而，出版仍然有可能，我们的团队紧抓机遇进行出版。 

 

我们今天所说的“同行评审程序”在东德是如何运作的？科学成就在东德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 

东德的评审程序与国家上的一般做法大相径庭。在地球科学领域，作者首先要向他的“国家领

导”（即他的上级）证明发表文章的意义和目标。这在科学院相对容易。而在各机构，例如几

乎无所不能的 ZGI，门槛就要高很多，我的许多同事在那里都遇到了大麻烦。行业相对灵活一

些，来自学院的我和来自 VE Kombinat Erdöl-Erdgas 的同僚在出版方面合作得相当愉快。 

下一步是安全审查。其中包括通过黑匣子方法不受作者控制地对手稿进行检查。这其中有很多

不合理的东西，而且地球科学家们也会很痛苦，比如有些地球科学家未经官方审查批准，即与

东西边界以外的同僚共同发表文章，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甚至要上法庭抗辩。 

手稿的科学评估人，实际上是杂志的编辑及其科学咨询委员会。他们认为，一部科学著作是否

成功，主要取决于观念和想法是否被付诸实践——即应用于工业。是否获得专利或者有否引起

西方国家对东德技术诀窍的兴趣也是其中一项评判标准，它们可以通过对西方进行所谓的 “无

形出口”（IMEX）来改善外汇形势。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科学家 Jan Harff：你的第一项伟大科学成就是在东德科学院开始从事

地质学模型工作时取得的。你能跟我们深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这个问题与地质学的具体认知情况有关。地质学研究对象（地壳）的空间和时间范畴，阻碍了

对其形成过程的直接观察，在实验室对其作实验模拟同样困难。同样，对其结构进行全方位的

观察同样无法实现。后者必须通过空间离散性观察（例如钻井）或者通过对地球物理场的间接

测量从而进行推断。迄今为止，亚伯拉罕ꞏ戈特洛布ꞏ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两百多

年前所提出的将地质研究分为两部分的方法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即，首先通过观察（测量）地

面岩石露头或钻井取芯，推断地壳及/或其各个部分的结构，然后通过反演推导重建其形成过

程。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在科学历史中，地质的数学化也从模拟地壳结构发展为描绘其形成过程。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

题时，国际上有不同的学派从事结构模拟的工作，即有两个方向，沿着东西方两套制度的边界

相互摩擦。当时，这个边界同时也是说俄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之间的语言障碍物，要与边界外

的人沟通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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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学派代表了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非常简化地描述为：以 Dimitrij Rodionov、Robert 

Kogan、Yuriy Voronin 以及 Andrej Vistelius 为首的俄罗斯学派，从现存的由各个均质部分组成的

不连续研究区域出发，这个区域首先被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即“地质对象分类”。接着是区域

化，研究这些组成部分的空间并置（关系），即研究区域的结构。其结果可与“经典”地质图相

媲美。另一方面，“西方”学派追溯至 Georges Matheron、Danie Krige、Andre Journel 等人，该

学派将研究区域理解为连续体，其性质可在输入地球科学测量数据后用（连续）函数来描述。

这些函数通过以 Matheron 区域化变量模型为基础的地质统计学（Kriging）方法而确定。俄罗

斯学派的数字分类程序和西方世界的地理统计模型表面看来互不相容，但实际上这只是缺乏交

流所导致的结果。 

由于我的语言知识，我能够阅读俄语和英语出版物，因此能够在两个派系之间建立理论桥梁。 

我称之为“区域化分类”的桥梁——按照我的理解，在随机意义上，研究区域是不稳定的，我用

数值分类方法将其细分为稳定的子域，并使用地质学统计方法来优化这些子域之间的划分。在

结构建模者相互竞争的同时，Dietrich Welte 等科学家试图引入功能模型来描述地质过程。这首

先关系到作为地壳沉降区的沉积盆地的形成、盆地沉积物的聚集以及地热应力作用下从沉积物

有机质向烃类物质的转换。我们之前对此有过讨论。该等工作受到来自产业部门的经济压力以

及优化和量化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需求的驱动。 

我们与波茨坦 ZIPE 团队合作创建了一个综合了盆地形成过程模型和区域化分类方法的软件系统

“BASIN”。第一个软件集成描述了地质时间尺度上的盆地沉降过程，并从结果中推导出烃类形

成和聚集的指标。在第二个软件集成中，这些指标被同期评估，研究区内具有不同石油或天然

气前景的子域被标定出来。我们成功地将这种方法用于北德 ‐ 波兰盆地和美国中西部古生代陆

架的盆地结构中。  终，这些成功应用也促成了科学委员会对 ZIPE 的正面评价，并帮我们保

住了团队在新成立的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GeoForschungsZentrum Potsdam）的职位。 

那你是什么时候转到瓦尔纳明德研究所的呢？换课题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挑战？那段时间是否

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中心问题？ 

实际上，我转向海洋研究时，正值我的波茨坦团队取得成功之际。《统一条约》中注明的解散

东德科学院研究所的决定被宣布时，Angelika 和我在美国。我的美国同事认为形势很不稳定，

于是就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但我没有接受这份要约。原因是我们希望见证德国统一这个历史进

程。这个决定证明是明智的：我的波茨坦团队被纳入 GFZ，而我自己，则终于有机会实现成为

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我没有把转到瓦尔纳明德视为一个断裂，因为两边的工作都是相似的：

团队建设、跨学科的生活以及使用量化模型描述沉积盆地的形成。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重建盆地沉积物的形成条件 

‐将海岸描述为地壳运动、海平面变化以及沿海形态发生的结果 

‐以及对我来说全新而且特别让人振奋的：设计沿海地区的未来场景 

我随身带着方法论工具，只是方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会有所改变。首先是时间尺度缩短为晚第

四纪到“人类世”。于我而言，这个时间跨度正是有趣之处，人类在此期间开始创造性地“干扰”

自然。为了了解距今稍近的过去，我们与考古学家合作，他们帮助我们识别现埋在水下的旧海



第 22 页  

 

 

Hans von Storch 与 Reinhard Dietrich 访 Jan Harff 

 

岸塌陷区域，并根据文化遗留物设置时间戳，以重建石器时代的环境特征。有了这些参数，我

们才能建立逼真的模型，有了这些模型，我们就能窥见未来。 

 

2002 年乘坐“Albrecht Penck 教授号”科考船在维斯马海湾（Wismarer Bucht）进行跨学科考察的

参与者合照。照片前方是一块化石——从 7 米水深处打捞上来的大约已有 8000 年历史的古树

干，生长于如今由于海平面上升已被淹没的一片曾经的沿海森林（前排右二为 Ottfried Albrecht

船长） 

 

每一个意识到海平面上升会导致海岸线不断撤退以及洪水所带来影响的人，都能够明白窥见未

来的重要性。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想想“Katrina”飓风。但要明白这个问题，并不需要

我们长途跋涉。我们门前就有波罗的海，在波罗的海的沿岸——正正在南岸——我们可以在实

验室里研究海岸过程。正是沿海居民向我提出的关于其未来的直接问题，促使我在近几年的多

个研究项目中钻研海岸过程。 面包师 Graf 先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的面包店正好坐落在

Rerik 悬崖上，他想从我这里知道面包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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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上讲，你在东德政治变革中经历了什么？ 

对我来说，德国统一帮我实现了我的职业理想：成为一名海洋科学家。首先，我和其他地球科

学家一样，都需要有旅行的自由，而现在我享受到了。在德国刚统一的时候 ，我们欣喜若狂，

从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历经多年并仍

在持续的过程。 

科学委员会的评估是重要的一步。我第一次见识到，与能干的前西德同事进行讨论时，应怎样

回答关于自身科研工作的重要问题，如研究理念、出版活动、合作关系以及向年轻学者传授知

识等。我认为，这些评估激励我们去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从而有助于确定自己所处的

位置。 

我认为这样的评估是公正、公开、客观的。 显然，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因为自德国统

一以来，评估已成为前东德评估现状和衡量全国所有科研机构的科学成就的长久标准，我们对

此感到很满意。一个问题当然是所谓的荣誉委员会，这些委员对作品的评价没有科学委员会客

观，但却要决定东德雇员由于其在东德时期的行为是否能在联邦德国机构继续就业。 

我还注意到不同联邦州之间有很大的方法上的差异。因为我从勃兰登堡转到了梅克伦堡 ‐ 前波

莫尼亚州，我是基于对这两个州的比较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我发现这里有非常人性化的决

策，但同时也看到过那些我无法理解的决策所带来的艰辛。  

如果我们主要着眼于德国统一所带来的正面影响，那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欧洲扩张也有类似

的积极效应。东欧国家的加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间，也为科研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我自己也通过在波兰的活动直接从中受益。 

 

东德的科研和科学家在联邦共和国的融入情况如何？你们被全盘接受还是有所保留？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差异性，我只能谈谈我的个人经历。 我是在波茨坦地球物理中心研究所经历 

的统一，并且在边界开放后立即有西柏林的同僚联系我，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当然，他们自己

也看到了双方合作以及使用我们东欧网络的新的可能性。 但他们也多次找我们谈话，单纯是为

了向我们介绍进入联邦德国科学界的途径以及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帮助。而我收到的第一份邀

请，则来自鲁尔区的大学，那里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当地所形

成的一种文化，因为鲁尔区属于采矿区，不论国籍或其他外在分化因素，矿工们要团结一致才

能顺利开展地下工作。这种团队合作精神在海上工作中很常见，这也是我到瓦尔纳明德以后，

与来自基尔和不来梅的同僚之间的合作也会尤其团结的原因。想起德国统一以后那段动荡不安

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BMBF）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帮助我们这些“东德人（Ossies）”在统一后重新起步。当然，

我们也还记得那些“西德人”的嘴脸，他们认为我们不可理喻，将自己凌驾于我们之上，并且和

我们对着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把这些冲突归类为“社交冲突”，而它们已消失在今日现实

的喧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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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什么是你科研生涯 重要的成果？还是说一系列重要成果？ 你认为它们得到了应有的认

可吗？ 

我认为，我的工作以及我所参与的团队有三项重要成果： 

综合法国和美国开发的“区域变量”（Regionalized Variables）理论和俄罗斯数学地质学派的“地

质对象分类”（Klassifikacija Geologiczeckich Objektov），发展出“区域分类”这个概念 

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 BASIN，开发出用于分析沉积盆地和评估其油气前景的概念模型 

海岸带研究概念的实施，这个概念包括对海岸形态发生的物理海洋学和地质描述，以及史前到

历史时期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用途，以及对未来情景的预测。 

 

2016 年 1 月，Jan Harff 于什切青大学图书馆交付《海洋地质科学百科全书》 

我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得不到认可。我因数学地质学工作荣获 1998 年国际数学地质学会

（IAMG）颁发的 高奖 ——“Krumbein 奖”。 1989 年，东德地质科学学会（GGW）年会为我颁

发“Friedrich Stammberger 地质奖” ——东德为地质学家颁发的 高科研奖——以表彰我们发展

盆地建模概念的工作。我因海洋和海岸研究方面的工作荣获 2009 年德国地球科学协会

（DGG） “Serge‐von‐Bubnoff 奖”。这个奖项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因为 Bubnoff 的科研工作和思

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伴随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作为对我海岸研究理念的认可，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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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过 DFG 和 BMBF 以及波兰通过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正在推进相关项目。而我认为，我在中

国的工作以及于 2013 年获得的国家大奖——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奖，则以特别的方式，对我

的成就加以肯定。 

 

 

Jan Harff 不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国际科学家，同时也是他家乡梅克伦堡居斯特罗的重要人物—

—这份剪报印证了这个观点。 

 

我认为，将结果进行分类并以某种方式综合起来，也是科学家的任务。 如今，单靠一名科学

家，很难完成综述研究。 此外，知识增长的速度太快，对合作的依赖性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强。2008 年，我的好朋友，来自新西兰的海岸研究员 Terry Healy 建议我出版一部“海洋地球科

学百科全书”，这个任务变得具体起来。国际上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大增，相关出版物多如牛

毛，几乎无法对进行管理。我很清楚，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独立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我四处

寻找盟友。我找来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 Martin Meschede，由他负责板块构造学这一部

分，来自基尔 GEOMAR 的 Sven Petersen 负责火山活动和海洋资源，来自基尔的 Jörn Th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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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职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处理深海地质学和古海洋学。我们共同在 2016 年的

Springer‐Nature 上发表了《海洋地质科学百科全书》。2017 年，地球科学信息学会（GSIS）为

我们的百科全书颁发了“Mary B. Ansari 佳地球科学研究资源作品奖”（Mary B. Ansari Best 

Geoscience Research Resource Work Award），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肯定。可惜 Terry 无法

亲睹这部作品面世。 但是这个奖项向我们表明，他所提出的建议——创作这样一个海洋地球科

学纲要——正合国际科学界的心意。我们谨将此书献给 Terry Hearly 以及 Eugen Seibold，Eugen 

Seibold 所影响和塑造的不只是我们这几个编辑，还有二战后的海洋地质学界。我们已经谈过

他对我职业生涯的影响。我和我的共同编辑共同希望，这个奖能进一步促进本书的流通，让本

领域有更多学生和年轻科学家能够读到这本书。 

你乘坐“Maria S. Merian 号”到格陵兰的考察也是一次重要事件。 

我们为这次考察做了很多努力，2007 年夏季，我们终于得以与一个国际团队合作，在西格陵

兰沿海地区和峡湾开展工作。我们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上一个冰河时期结

束时，该等地区极大地受到了芬诺斯堪的亚（Fennoscandian）内陆冰席活动的影响。然而，我

们的地质调查结果显示，冰盖变化这个现象其实是由气候变化、及其对海平面和相关海岸带变

化的影响所造成的产物。 为了“实时”研究这些过程，我们必须前往格陵兰，并在冰的边缘研究

气候变化对海岸冰盖的影响。Reinhard，你当时也在场，你的测量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

解这些过程。 

 

在格陵兰岛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格陵兰陆架上的沉积物。 有了它们，我们就能够获得气候

档案，并对比末次冰期与全新世时期的欧洲气候变化。 我们知道，格陵兰岛东西两边的气候

发展形势虽然相似，但方向是相反的。我们称其为“翘板效应”。 理解这些影响以及全球气候系

统的 好办法，是对沉积物中所携带的区域气候和古海洋信号进行“解码”，并与其他气候档案

进行比较，例如， 来自冰芯的气候档案。考察期间，我们从西格陵兰大陆架、迪斯科湾

（Disko-Bucht）以及无冰海湾获得了宝贵的沉积岩芯。 数据评估仍在进行中，但一些重要结

果已经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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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6 月，Jan Harff 在“Maria Sybilla Merian 号”科考船上进行“咀嚼测试”，以评估到达西

格陵兰前的大陆架的全新世沉积物的含沙量

 

西格陵兰 Kamarujuk 峡湾，摄于 2007 年 6 月，前为 Jan Harff，背景为“Maria S. Marian 号”科

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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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乘坐“Merian 号”对格陵兰岛进行考察期间，您还探访了 Kamarujuk 峡湾。 你们在 Alfred 

Wegener 考察之路的起点登陆，当时你静静地呆在那里。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来到科学史上意义如此重大的地方，令人感慨万千。Alfred Wegener 对我们现代地球科学思想

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属于这样一类科学家：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念，并为

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不愿将他的人生英雄化，但他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在 1930 年

到 1931 年所进行的考察，旨在完成一项气象目标：澄清格陵兰冰川上方大气过程对于北大西

洋天气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航海事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Wegener 对科学

突出的重要性在于他为发展板块构造模型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是活动论对于固定论的胜利。 我

们知道，启发 Wegener 形成大陆漂移假说的，并不是无可辩驳的数据，而是是将大西洋东岸

和西岸形式进行比较得出的分析结论。 这个结论需要高度的直觉，我们一开始谈论我的专业抉

择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格陵兰之旅期间，你在“Merian 号”上接待了高层官员的政治访问。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能够

并且应该带来什么呢？ 

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向我们这些“前沿”科学家展示，政界开始理解气候

及其变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我们整个团队很乐意地介绍了我们的工作目标，已取得的成果

以及预期的成果。在接待来访期间，我们特意没有中断我们的工作，而是邀请政治家们到我们

船上的工作站那里观看我们工作并提出问题。 我们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感到，他们实实在在对

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兴趣。 

诚然，问题在于要把兴趣转化为政治行动。 这个肯定取决于我们传达信息的紧迫性。 我们在

格陵兰尝试了一种方法，我很乐于推荐给大家。 我们与当地居民接触，并将他们整合到我们的

理念当中。考察前一年，我和我夫人一起去了格陵兰，拜访了乌曼纳克（Uummannaq）的高

中。我们和老师一同启动了一个项目，请学生们向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年长的熟人了解他

们所经历过的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一一记录下来。一年后，我们将

船停靠在乌曼纳克，请学生们向我们展示项目结果。全球变暖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

明摆在眼前，尤其是，要进入峡湾冰川进行捕鱼和打猎已经越来越困难。之后，我们邀请乌曼

纳克的学生、老师和感兴趣的市民到我们的船上，在甲板上和实验室里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工作

方法和研究成果。 

因此，我提到了两个目标：将所经历的乌姆曼纳克地区气候变化（尤其是定性数据）存档，以

及加强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 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群拥护者，他们将我们的信息传

递给政客，并在民主选举中，把选票投给那些 能代表他们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中的利益的候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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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6 月，在格陵兰海岸对出的地方，首席科学家 Jan Harff（右）在科考船“Maria S. 

Merian 号”上欢迎高层官员作政治访问：欧盟委员会主席 Barroso（左）及其妻子、丹麦首相

Rasmussen（中）及其妻子以及格陵兰总理 Enoksen（右二） 

 

2008 年 8 月，Jan Harff 与什切青大学的 Ryszard K. Borowka 和 Krystyna Osadczuk（从左到右）

在 Wollin 岛的更新世悬崖边 



第 30 页  

 

 

Hans von Storch 与 Reinhard Dietrich 访 Jan Harff 

 

我想，我们可以推广在格陵兰岛的经验，并且应该分两条路走。 一方面，作为科学家，我们应

该寻求与政界的直接接触，并且用我们的论据，来说服他们有意识地采取有利于气候和环境的

行动。第二条路是通过选民与政界间接接触。我们必须根据选民和未来选民（即年轻人）的情

况传达信息，使我们的信息有说服力并且普遍能够被他们所理解。 我们有多种不同的沟通渠

道：研究所的开放日、公开讲座和媒体。 

 

你在瓦尔内明德退休之后，开启了科研事业的另一阶段，也就是在什切青以及定期在中国逗留

和考察。 

2008 年退休后，我作为科学家在德国活跃的时期告一段落。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精

力充沛，并且我有太多的科研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不能停止工作。 尤其是关于波罗的海海岸

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西南沿海区域。 但是，我们也知道，要理解海

岸过程，必须把整个南部沿海区域当作一个自然实体来把握，也就是说必须跨境工作，所以这

时问题就在于东部毗邻地区。 

我接受什切青大学 Andrzej Witkowski 的邀请，成为波兰科学基金会学者后，得以在那里着手

处理这些问题。 两年后，即 2010 年，我从资助学者转为海洋地质学教授，并任职至今。 之

后，我的研究项目（来自德国、立陶宛以及爱沙尼亚的科学家也有参与其中）就由波兰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资助。 

 

2004 年，Jan Harff 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SCSIO）的周娣（左）以及广州海洋地质调

查局（GMGS）的郑志昌（中）在珠江口渔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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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工作时就已经与中国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因此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1999 年，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SCSIO）的周娣向我发出邀请，那是我首次到中国。我们首先在珠

江口合作，试图了解自然影响和人为压力在粤港澳三角洲沉积物岩相中的体现。我们有一个很

好的对比区域：梅克伦堡湾——当年东西方发生碰撞的地方，造成严重污染的工业废物被倾倒

在此。 后来，中山大学的吴超羽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GMGS）的郑志昌及其环境部门加入

我们的合作。 尽管我曾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广州的研究机构至

今仍是我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 

我转战波兰后，德‐中项目很快变成波兰 ‐ 中国项目，德国方面也有参与其中。 我们的主要兴

趣在于河控陆架沉积物，重点关注三角洲的形成，我们的研究区域位于珠江三角洲与河口、黄

河三角洲以及南中国海北部的北部湾。 

这牵涉到南海北部大陆边缘 后一个冰河时期的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我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GMGS）积累多年成功合作经验后，我们说服在 GMGS 和海南地质调查局的合作伙伴开展

北部湾项目。 期间，根据我们的建议，该处已完成海上钻井工作，目前正在由一支由中国、波

兰以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进行检查。 总之，我把 1999 年以来我能够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

项目，视为对我的高度认可。此外，在对中国边缘海的气候、地质过程和人为影响之间的相互

作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部分地进入了新的领域。 

在与中国机构的联系中，我们与多所大学之间的关系尤其令人振奋，我们在那里通过教学活动

认识了年轻一代充满活力和天赋的地质科学家。 

 

2014 年 1 月 10 日，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 Jan Harff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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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强调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在你的工作中，物理学有多重要？ 

于我而言，物理学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我在学习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以后，

才开始初步理解我写论文时必须而且想要阐明的分类在地质学中的作用。 它涉及到连续体之间

的过渡，而这正是地质学家在区域化过程中必须掌握和描述的——即边界的划分。这种划分是

分层次进行的，因为要确定不连续区域，划定相对均匀的区域，然后根据地质任务进一步分

拆。然而，研究区域的等级分拆有一个客观的下限，这是由 Sander 的“地质过渡”决定的。 在

此地质体内部，空间并置特征不能反映时间序列。Sander 称其为“时空不相关”，类似

Heisenberg 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 。通过地质统计学方法，地质边界可被随机描述和空间

捕获‐‐即基于计算机算法。我们已将这一理论概念用于对沉积盆地分析的实际指导。 在地质过

程研究中，我们与物理学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合作。 在对碳氢化合物的成熟过程（即石油和天

然气的形成）进行评估时，有机物在基岩中的热负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了钻井所得的指标

数据，例如镜质体反射，我们也使用了模拟盆地下沉过程中的热流的模型。 此外，我们寻求与

莱比锡大学物理学家的合作。在对空间分辨率更高的沿海动力学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我们使用

了来自“流体动力学”领域的物理概念。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只有通过合作，

即与该领域的专业人士的合作，才能实现有效的综合。通过与物理海洋学家的合作、获得第三

方资助的职位以及物理学家在该等职位的就职，我在我的项目中实现了有效的综合。 

然而实际上，跨学科对地球科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景”。地球科学概念所融合的不仅仅有物

理学，更多的是生物学和化学，还有如今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学。 我们首先在海岸研

究项目中采用这种合作方式。就南波罗的海而言，这涉及到对海岸变化过程的驱动和过程的自

然科学 ——生态的理解，还关系到对沿海地区居民生态状况和社会经济效应的影响，而且不仅

以历史上的影响为着眼点，还考究史前的影响。 我们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乘坐 

“Professor Albrecht Penck 号”科考船进行考察时首次聚集在一起。 

 

你会在青年科学家的职业道路上给他们什么建议/信息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早，也就是在年轻一代择业的时候就给他们提供建议。 

在做出决定之前，年轻人就应该对职业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其中包括日常工作细节。 这样的

工作简介向大家介绍在研究所、工程办公室、公司或机构实习或做助理的情况。 在做出决定

时，不应只考虑财务因素。我们应该选择有趣、并且尽可能让人感到兴奋的职业，这样才能做

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阶段的准备。要激发对地质工作的兴趣，我一如既往地推荐阅读 Hans 

Cloos 的《与地球的对话》（Gespräch mit der Erde）一书。 我告诉我的学生和年轻的同事：如

果你们感到内心的激情，请遵从内心的声音，不要忘记初衷。 

你们的目标 终都会实现，但有时候，你们也要沉得住气。失败时，要保持冷静。无论是项目

申请被拒，还是求职失败，都会有自己的一部分原因。 因此，冷静下来对处境进行评估，是下

一次取得成功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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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以前的老师向我介绍他的孙子，他的孙子想研究地质学，想让我给点意见。 在谈话

过程中，我意识到他对地质学专业的看法是理想化、不现实的。 然后我向他描述了这个职业的

缺点，以为他听了以后会放弃研究地质学这条路。 同年，我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地理与地

质研究所见到了他：他考上了地质学专业。如今，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教授。 

此外，我建议尽早跳出学科和国家的边界思考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要应对的主要科学问题

——气候变化、地质资源稀缺（包括能源）、环境污染、全球化以及工作场所的数字化——都

很复杂，只能通过跨学科和国际合作来解决。 因此，跨学科和国际联网是成功设计和实施研究

工作的 佳前提。 

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那就是职业满足感。 我们不是在真空里运作，而是有义务去从事有益

的活动4。 因此，我建议，在研究项目开展之前、期间和之后，与我们希望从中受益的社会团

体，即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 对话应透明、诚实并使用作为用户的合作伙伴所能理解的

语言。 

 

我们可不可以问另一个问题——你会给那些年纪越来越大、多年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同事提供

什么建议？ 

我没有权利去给你所说的同事提供建议。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打算。 我只能告诉你，对于

我来说，什么才是好的。 但在经历过政治体制过渡的那批人当中，我也是一个例外。 我是后

来才被允许从事我所选择的海洋地质学家职业的。因此，当我在德国退休时，还有太多问题有

待解决，我还不能停下来，而且我很乐意接受去波兰的邀请，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回答这些问

题。但是我们并不是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家庭。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妻

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支持我的想法，而且在多次讨论中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十年前，

她也支持我去波兰的决定。 她甚至陪我去什切青，与我分享许多美好的经历和努力。 我对此

十分感激。 

                                                            
4根据康德的“绝对命令”提出的做有益的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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