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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气象局

由拱世年
、

陈文言两同志撰写
、

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
中国气象史

》
问世 了

。

这是我国
’

气象史上的一件大事
,

值得庆贺
。

我国是具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

中英民族以其勇敢
、

勤劳和智慧创造了
‘

光辉灿烂的科学
、

文化
。

在各类经史典籍文献里
,

散见大量珍贵的气象史料
,

诸如风
、

云
、

雨
、

雪
、

光
、

电等大气现象 气象观测和气象仪器
,
天气预测 气候和物候 农业

气象 海洋气象等莫不具备
。

但片断而不成篇
,

杂乱而不系统
。

洪
、

陈两同志有鉴于此
,

早就立下撰写中国气象史的宏愿
。

他们博览群书
,

追根穷源
,

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集旅

成裘的精神
,

历时十余载始得完成这部著作
。

全书共约十一万二千字
,

是一本中国气象

史的纲要
,

其主要特点和贡献如下

大体仿照编年史的体裁

从春秋
、

战国
、

秦
、

汉
、

三国
、

两晋历经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民国以至解放后的
·

今天
,

按年代先后编排撰写
。

前后对照
,

可看出各个历史时期气象观测
、

天气预报
、

气

候物候等沿革和进展情况
。

气象行政机构的沿革和变迁

在我国近代气象文献里
,

有关古代气象行政机构沿革及变迁情况很少论及 本书广

证博引
,

对各个朝代领导天文和气象工作钦天监
,

就其主要任务和编制等方面
,

作了较

详尽的介绍
。

在评述的基础上
,

作了简要的历史总结
。

我国从殷商起已有管天象的太史

令的设置
,

到汉代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

延续到元
、

明
、

清各代
,

钦天监的机构
、

编制已

相当健全
,

组织人数和规模已相当庞大
。

由于历届封建王朝的重视
,

气象观测项目渐趋

正规
,

水
、

旱
、

风
、

冻等各类灾害性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记载
,

到明清已相当完 备和 详

尽
。

正是保藏 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
,

才使今天得以开展气候变迁的研究
。

竺可祯先生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这篇名著的问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

物候学和农业气象学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物候和农业气象学起源最早也最系统的国家之一
。

在古代历史文献里

记载甚丰
,

阅读起来
,

不免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

本书通过适当的取舍和剪裁
,

记述详

尽但读起来却引人人胜
,

比如后魏时期的
《
齐民要术

》
中关于防霜记载

“

⋯⋯天雨新晴
,

北方寒切
,

是夜必霜
。

此时放火作楹
,

少得烟气
,

则免于霜矣
。 ”

既科学而又简炼精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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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通过本书对
《
农桑辑要

》和《王祯农书
》的介绍

,

使人感到这两本书中有关农业气象方
’

面的科学性更胜一筹
。

又如王祯把季节
、

物候以及农业生产程序等融会为一体而绘成缘

合图
,

使人看了非常明确
,

使用十分方便
。

明末徐光启撰述的
《
农政全书

》
则把我国的农

业气象和物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他提倡农业生产要因天
、

因地和因时制宜
,

主张

根据气候条件对作物驯化以及治蝗要事前掘取蝗卵的主张
,

都是前无古人的
。

读这本书

会受到很大的启发
,

增进了对古代农业气象较深刻的了解
。

太平天国在气象事业上的贡献

过去气象界对太平天国的气象事业很少论及
,

了解也不多
。

而本书专列一节较详尽

的予以介绍
。

这可以说是其一个最大特点
。

太平天国领袖们从促进农业生产出发
,

每年

颁布具有气候变化和农事活动特点的历书
,

用物候节气裁定农时
,

同时抓紧观测和天气

预报方面的工作
。

和过去各个朝代相比
,

太平天国采用科学的办法来举办气象事业是很

杰出的
。

新旧气象事业对比激励着我们前进

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源于 年法人设立的徐家汇天文台
,

继之是 日人在 台 湾

和德人在青岛建立气象台站
,

具有浓厚的殖 民地和半殖 民地色彩
。

辛亥革命直至北洋军
、

阀和国民党统治期间
,

气象科学被当作点缀 品
,

经历了艰难荆棘的道路
。

中国真正的气

象事业是从解放后人民政权建立后开始
。

由于政府的重视才得以建成今天稠密的气象合

站网
,

开展广泛深人的天气预报和气候资料服务
,

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和有计对

的人才培育工作
。

本书的第五
、

六章差不多以三分之一的篇幅
,

对新旧气象事业作了详

尽而鲜明的对比
。

材料丰富
,

事实确凿
,

感染力强
,

令人信服
。

对于这些情况
,

很多人不

尽熟悉或知之不详
,

讲不清楚来龙去脉
。

从作者收集这样大量史料和分析较透辟的情况
,

看来
,

用力是很勤的
。

这对今天的广大气象工作者来讲
,

不音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的

一课
。

总的讲来
,

本书写得简炼扼要
,

剪裁得宜
,

层次清楚
,

内容精辟
,

是我国第一部简

明而系统的气象史专著
。

它的问世
,

有助于国内外广大气象工作者了解我国气象工作从

古至今发展的概貌
。

但还有些不足之处
,

比如对天气预报史料的收集似嫌不足
,

阐述过

于简略也不很系统
。

实际上我国民间测天经验十分丰富
,

从《
诗经

》到清末梁章矩撰述的
《
农候杂占

》 ,

涉及预测天气的谚语或经验很多
,

好些均旁证博引
,

分部备列
。

建议本书

再版时
,

作者可对风
、

测雨
、

测温等以及预测灾害性天气的谚语
,

广为收集
,

取其精粹

个例
,

加以编辑和锉释
,

加重预测天气的分量
,

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

另外
,

我国古代关于大气光象的记载很多
,

例如公元前 年到 年间
,

就有大

量的关于北极光的记载
。

有关大气光象的记载就更多了
。

如沈括
《
梦溪笔谈

》
中关于

“

虹
’,

‘

的记述
,

范成大在
《
三峨山记

》
关于峨眉宝光的描述都非常精采

。

其它如唐代韦充
,

南宋

朱熹
,

元代曹文晦等人都对
“

霞
”

有独到的描绘
。

本书在大气光象史料的收集上
,

似嫌过

少
。

但不论怎样
, 《
中国气象史

》不失为一本好书
,

成功是基本的
,

缺点是次要的
,

一每

话
, “

瑕不掩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