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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涂 长 望 同 志

中国气象学会第十九届常务理事会
’

我国卓越的气象学家
、

知名教授涂长望同志逝世整二十年了
。

在这二十年
,

我们国家

经历几番巨大的变化
,

今天全国人民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
,

正在满怀激情地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
,

我国的气象事业也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

今天我们回忆和纪念涂长望

同志一生在建设和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所建立的功绩的时候
,

更觉得意义深远
。

’

涂长望同志  年生于湖北汉 口
,

自幼刻苦求学
,

高中毕业后
,

人上海沪江大学科学

系
,

选修地学课
。

大学毕业后
,

考取公费留英
,

在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地理及气象学
。

后又

到利物浦大学继续深造
。

这期间
,

他结合中国的气象实际间题撰写了论文
“

中国雨量和世

界天气
” ,

刊登在
《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集刊

》
中

。

他于  年被选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国

外会员
。

年秋
,

涂长望同志应我国气象界老前辈当时任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

竺可祯同志的邀请
,

回国从事研究工作
。

先后在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研究员
,

以及

在清华大学
、

浙江大学
、

前中央大学担任教授
,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
。

解放以后
,

他服从党的

需要
,

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
,

军委气象局转建后
,

他又继续担任中央

气象局局长
。

涂长望同志不仅是知名学者
,

又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教授和 自然科学界的积极

社会活动家
。

早在抗战末期
,

他就与一些进步科学家一起
,

组织了中国科协工作者协会
,

担任了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

解放之后又被选为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 在

全国科联
、

科普合讲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后
,

他又被选为全国科协书记处书

记
。

涂长望同志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
,

并被连选为第一
、

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委员
。

涂长望同志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

解放后
,

担任九三学社领导人
,

先后被选为九三

学社秘书长
、

副主席
。

涂长望同志早年在英国求学时就接触和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学说
,

解

放前他有较长的时间参加民主救国运动
,

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
。

由于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
,

经受长期的考验
,

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

涂长望同志于  ! 年光

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涂长望同志在广大气象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

深受群众的拥护
。

年起他被

连选为第一
、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

涂长望同志在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和在大学任教期间
,

进行了大量气象科

学研究工作
,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

涂长望同志学术上的贡献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开创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 三十年代初
,

他就接受并引用了当时先进的观

本文是根据涂长望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的口头和书面发言整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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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强调我国天气与东亚天气
、

世界天气间的联系
,

从大气环流的整体观点出发
,

研究了

大气活动中心和中国降水与温度变化的关系
,

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

如  ! 年发表于前气

象研究所专刊上的
“

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
”

与

,’ 年的大水与 年的大旱和远东活动中心的关系
”

等代表著作
,

把中国天气和全

球天气联系在一起
,

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
,

而且
,

在目前国内外的长期尹报研究

和业务实践中仍然是主要的思路和指导思想
。

解放后不久
,

涂长望同志还在百忙中抽空

在清华大学讲授他的长期天气预告理论
,

积极从事有关的学术活动
。

我国长期天气预告

研究工作的开展和预告业务工作得以很快的建立和发展
,

均与涂长望同志的鼓励与支持

分不开
。

中国气团和锋面的研究 在三十年代前后
,

由于挪威学派的发展
,

气团和锋面

研究是当时天气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

涂长望同志根据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些飞机探

测记录和风筝记录对中国的气团变性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

不仅对中国气团提出了至今

看来仍然是比较全面的分类
,

而且还分析了各种气团之间的交绥活动
—

锋面以及由此

而引起的天气变化
,

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天气范式的研究 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

可以 年发表于前气象研究所专刊上的
“

中国平均气流与锋面的初步研究
” ,

年

发表于同一专刊上的
“

中国之气团
”

与   年发表于
《
气象学报

》 的
“

中国夏季风之进

退
”

等论文为代表
。

这些工作对发展我国当时的天气分析和天气预报都起了开拓性的作

用
。

中国气候和高空气候的研究 在涂长望同志的论著中
,

对中国气候的研究占了

很大一部份
,

他在有关中国的气候分区的研究中强调降水量分布在气候分区中的作用
,

并

结合 的分类法
,

提出了新的中国气候分区方案
。

此外
,

他还充分应用了当时能得

到的气象资料
,

绘制了我国逐月平均地面气流图
,

研究不同气流之间的锋面和天气气候特

点
,

并利用少量的探空记录
,

分析东亚 自由大气气候的特点
,

这方面的专论分别发表于前

气象研究所出版的
“

气象杂志
”

和德国的
“

三 三

上
。

涂长望同志在气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
,

是紧密地同当时盛行的锋面
、

气团概念相结

合
,

虽然当时资料有限
,

但这些工作为我国天气气候学的发展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在解放前的十几年中
,

涂长望同志在我国气候学
、

天气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

丰硕成果
,

由于他治学严谨
,

观点先进
,

对开展我国的气象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涂长望同志对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有远大的抱负
。

然而在旧中国
,

他这种良好的夙愿

是不可能实现的
。

新中国成立后
,

涂长望同志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负责筹建新中国的

国家气象机构
,

他向周总理提出了发展我国气象事业的具体建议
,

并担任中央气象局第一

任局长
,

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

十余年中
,

涂长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
,

依靠广大的气象

工作者
,

兢兢业业
、

呕心沥血地筹划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和发 展
,

在如下几个方面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旧中国留下的气象工作基础极为薄弱的
。

遵照党的指示
,

涂长望同志除了着手整

顿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有限的一些业务单位外
,

着手大力建设新台站
,

开展新业务
。

提出

了
“

分区建设
,

集中领导
”

的原则
,

有力地领导了全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
。

经过短短几年的

兴建和建设
,  !年 月

,

我国气象情报和天气图分析向世界公开广播后
,

引起了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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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反响
,

日本
、

英国
、

冰岛
、

埃及
、

芬兰
、

墨西哥等国纷纷来函
、

来电祝贺新中国气象事

业取得的成就
。

我国的气象情报对 日本的气象业务工作有很大的作用
,

因此 日本一个气

象职员工会来电说
“

中国成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
,

在解放不到八年的短时期中
,

在贵国辽

阔的土地上直到边境的每个角落
,

完成了这样充实的气象观测网
,

是史无前例的伟业
,

我

们是很感激和兴奋的
” 。

他们并对涂局长为首的中国气象工作者的努力表示敬意
。

中央气象局刚刚成立
,

各项业务工作急需尽快打开局面
,

在当时人力少
,

技术力量

薄弱的情况下
,

涂长望同志和竺可祯
、

赵九章等同志议定
,

由中央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地
球物理研究所共同建立夭气分析预报联合中心和赞料联合中心

,

以集中当时国内有限的

力量促进天气预报和气象资料业务工作的发展和加速干部的培养
。

联合中心成立后
,

双

方专家齐心协力
,

关系融洽
,

很快地开展了业务工作
,

人员的技术水平也得到很快的提高
,

对于当时配合抗美援朝
、

收复沿海岛屿
、

巩固海防
、

治淮等方面的气象保证工作
,

均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

气象部门由军委建制转为归属国务院建制后
,

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国民经

济建设
,

同时兼顾国防建设服务
。

涂长望同志立即紧紧抓住了灾害性天气预报
、

警报的服

务工作
,

经国务院于  ! 年发出通知
,

要求全国气象部门认真做好此项工作
。

在气象为

国民经济服务中
,

他十分重视为农业服务的问题
,

早在   年他就提出了
“

预报下乡
” 。

年后
,

在涂长望同志的支持下
,

县气象站陆续开展了补充订正预报业务
,

并直接为农

业生产的第一线服务
, “

预报下乡
”

成了现实
。

涂长望同志十分重视气象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研究工作
,

并且积极探索科学研究为

国民经济服务和科学研究与业务相结合的途径
。

中央气象局成立初期
,

天气分析预报联

合中心对我国天气的事实的认识和对分析与预报的研究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

涂长望同志

还亲自邀请北京大学谢义炳教授等人着重研究我国的降水和暴雨向题
,
这项研究几经变

化
,

持续至今
,

从业务实践到理论探讨均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

为了加强气象业务部门的天

气预报研究工作
,

在他倡导和支持下
,

年将中央气象台改名为气象科学研究所
,

内设

天气研究室
,

并开始进行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
,

当时在国际上
,

我国的这项研究工作也是

起步很早的
。

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
,

对钱学森
、

涂长

望
、

赵九章等科学家说
“

人工造雨是非常重要的
,

希望气象科学工作者多努力
” 。

随后
,

中

国科协和国家科委与中央气象局共同召开了有关六个省的人工降雨会议
,

提出了关于人

工降雨实验的方案
,

确定了
“

重点试验
,

结合应用
”

的方针
,

推动了我国人工影响局部天气

的试验
,

促进了我国云雾物理的研究
。

涂长望同志深知在发展气象事业中气象教育的重要性
,

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

作
。

解放前
,

他亲自指导过一批优秀气象科学家
,

如叶笃正
、

谢义炳
、

黄士松
、

郭晓岚等
。

解放后
,

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把当前的需要与长远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
,

采取多种措

施
,

开辟多种途径以尽快地
、

有效地解决专业人才缺乏问题
。

在他的倡导下
,

从 。年

起
,

中央气象局先后与清华大学合办气象训练班
,

由中央气象台开办具有大专水平的预报

班
,

聘请各方面知名学者任教 接着又创办了观测训练班和预报训练班
,

后来又把它们扩

建为专科学校
,

在全国公开招生
。

专科学校移交给空军之后
,

他又及时建议
,

先后成立了

北京
、

成都
、

湛江三所中央气象局直属的中等气象专业学校 其中北京气象学校不久就发

展成为北京气象专科学校
,

并由他亲自兼任校长
。

他后来还建议成立南京气象学院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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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远见卓识
,

这些教育措施
,

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的各种气象人才
,

也为今夭的气象事

业的发展和建设造就了一批专门人才和技术骨干
。

涂长望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
,

我们今天纪念他
,

不仅是回忆他一生的工作对

我国和国际气象科学事业的贡献
,

更主要地是学习他的高贵思想品质和发展我国气象事

业的创业精神
。

我们首先要学习涂长望同志热爱祖国
,

对敌人
“

横眉冷对
”

的品格
。

涂长望同 志

年到英国留学
,

他身居异国
,

但脉搏却与祖国一起跳动
。

年
,

东北沦亡
,

他痛斥蒋介

石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谬论
,

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中国留学生组织
“

反帝救亡大同盟
”

及其活

动
。

涂长望获硕士学位后
,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但当竺可祯同志电请他回国为祖国服务

时
,

当年秋天就踏上了归途
。

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
,

支持
“

一二九
”

学生运动
,

坚持反对

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的勾当
,

并写信慰问被欧伤的同学
。

面对右翼势力贴出
“

打倒涂长望
”

的标语
,

他也毫不退缩
。

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
,

因支持学生反对反动派的活动
,

遭到国

民党特务的威胁
,

他仍坚持斗争
,

并愤然离开浙江大学
。

他在原中央大学任教期间
,

当发

现他所参加的国防科学技术协会系由陈立夫所把持
,

便毅然退出
。

与此同时
,

涂长望同志与革命组织联系密切
。

他在重庆时
,

常去
《
新华 日报

》
报馆座谈

时局
,

聆听周恩来同志的形势报告
。

他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

不畏风险
,

赠送我解放区

一大批书籍和资料
。

周恩来同志十分珍惜这些资料
,

亲自在其中一张天气图上作了批示
。

抗 日战争胜利之后
,

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
,

涂长望同志坚定地站在我党一边
,

积极参加
“

反

饥饿
、

反内战
、

反独裁
、

反迫害
”

的民主运动
,

在白色恐怖下
,

向爱国学生作
“

民主与科学
”

的讲演
。

之后
,

他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
,

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斗争
。

南京解

放前夕
,

涂长望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

他被迫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

接着国民党

特务也跟踪到上海 后经党组织安排他去香港
,

然后经海路到北京
,

终于回到党和人民的

怀抱
。

历史表明
,

涂长望同志是一位不屈的民主战士
,

是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儿子
。

其次
,

我们要学习涂长望同志
—

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精神
。

涂长望同志怀有建设祖

国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
,

对气象科学事业有远大的抱负
。

他潜心科学
,

刻苦钻研
,

顽强攀

登
,

治学严谨
,

这是他在气象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 因
。

他一生发表了许多很有学

术价值的气象学术论文
,

尤其在气候学和长期预告方面更有突出的贡献
,

在我国近代气象

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涂长望同志在解放前先后受聘于三所大学担任教授
,

诲人不倦
,

平易近人
。

不论在任

何一个工作岗位
,

总是有一批萃萃好学之士围绕着他
,

请教问题
,

探讨学术
。

他一生为祖

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气象人才
。

涂长望同志对气象事业的贡献是全面的
。

在担任中央气象局局长时
,

他善于根据气

象科学规律和特点
,

进行领导工作
,

努力探索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气象工作现代化道路

和方法
。

为了有成效地发展我国气象事业
,

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
、

建议和措

施
。

涂长望同志以建设我国的气象事业为己任
, 。年

,

在他病危之际
,

仍亲笔写了长达

二千余字的发展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议书
,
内容涉及气象工作的各个业务领域

,

有许多建议

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

充分表现了他对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毕生奋斗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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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学习涂长望同志热爱社会主义
,

听党的话
,

对党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
。

涂长

望同志信赖党
,

听党的话
,

对党有深厚的感情
。

年 月 日
,

涂长望同志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

他兴奋地写道
“

我步人了党的战斗行列
,

找到了光荣的归宿
” ,

他在党的领导

下
,

更加积极忘我工作
。

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
。

协助党制定并

以身作则地执行党关于建设
、

发展社会主义气象事业的具体工作方针
,

十分尊重党组的

意见
。

他担任九三学社的领导工作
,

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和方针
,

广泛团结社员和科技界

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在为我党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

最后
,

我们要学习涂长望同志肝胆照人
,

助人为乐的精神
。

涂长望同志为人正直
、

襟

怀坦 白
、

关心同志
。

能够把气象界各方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一起
,

共同搞好气象事

业
。

新中国成立伊始
,

他受郭沫若同志的委托
,

热情写信给尚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国气

象学家回国参加建设
,

信中深切地说
“

祖 国已经统一
,

气象事业将快速发展
,

切盼尽快回

国服务
,

楚材晋用
,

终非了局⋯⋯
” 。

在社会主义的感召下和他个人的影响
,

一批有才华的

气象学家
,

象叶笃正
、

谢义炳
、

顾震潮
、

朱和周
、

黄士松
、

谢光道
、

刘好治等同志纷纷回到了

祖国参加到祖国气象事业建设的行列
。

纵观涂长望同志光辉的一生
,

正如人们所说的
,

涂长望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气象

科学和祖国的气象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如果把竺可祯同志比作我国近代气象园地的

播种者
,

那么涂长望同志和赵九章同志则是护苗人
,

今天中国的气象事业欣欣向荣
,

与他

们当年的劳积是分不开的
。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同志在纪念涂长望同志逝世二十

周年纪念会上回忆对涂长望同志的印象时说
“

他是一个学问渊博
、

思想敏捷的学者
。 · ·

一
对待同志和霭可亲

,

平易近人
” 。

南京大学气象系朱炳海教授深有感触地回忆和纪念涂长

望同志时说
,

涂长望同志平易活跃的形象不时在他的眼前
、

耳边闪烁着
。

每当他的工作走

到十字路 口和与别的同志有争论时
,

就还想能够向他请教
。

涂长望同志逝世后
,

郭沫若同

志在
《
挽涂长望同志

玲
诗中说

同君屡次赋欧游
,

才千堪推第一流
。

肝胆照人风洒脱
,

』

自胸涵物韵容休

敬天志在争民主
,

返 日戈挥夺 自由

努力一生无懈怠
,

令人长忆旧渝洲
。

郭老的赞颂
,

恰当地评价了涂长望同志的一生
。

涂长望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
。

现在
,

在党的十二大的路线指引下
,

全党
、

全国

正在满怀信心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
,

我们在这种形势下纪念涂长望同志
,

就要学

习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

热爱党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
、

学习他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毅力

和精神
。

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

以涂长望同志为榜样
,

团结起来
,

把我国气象事业推向更

高的水平
,

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而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