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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祯先生
—

我国近代气象学的其基人

纪念竺可祯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陶 诗 言

中国气象学会第 届理事会理事长

今年是我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

竺先生毕生为我国气象

学的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

我国气象事业和研究有今天发展
,

竺先生是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
。

我们今天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
,

就是要缅怀他为我国近代气象学所作的贡 献
,

学 习

他治学严谨
,

刻苦勤奋
,

不断求新知的精神
,

鼓舞我们为我国气象事业的现代化献身 的 斗
二
七

‘心、

竺先生 年公费去美国留学
,

年获博士学位
。

他在美国求学期间
,

就开始写

科学论文
,

他的第一篇气象学论文
《
中国雨量和风暴

》
在 年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创办

的
《
科学

》
月刊上

。

年他回到国内
,

先后在武 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前 身
,

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大学前身 和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

 ! 年他在南京筹建当时 新 成 立

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气象研究所
。

在气象研究所筹建以前
,

中国领土上基本上没有 自己

的气象事业
。

气象观测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
、

下游外国人操纵下的海关所设的测候所
,

气

象预报和警报掌握在外国人办的上海徐家汇夭文台
。

竺先生在建立气象研究所以 后
,

经

过几年的苦心经营
,

在国内建立了四十多个气象台站和一百多个雨量测量站
,

开展了天气

预报业务
,

出版了气候资料
、

图集
、

气象杂志和气象研究所的论文集
。

 !年竺先生出任

浙江大学校长
,

但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直到  ! 年
。

 年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立
,

竺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但他仍不断推动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

例 如
,

他在解放初期就积极建议在我国设立农业气象部门和农业气象教育
,

倡议在气象台站 上

增设太阳辐射观测
,

他还开创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
。

竺先生发表的科学著作中
,

三分之一以上是有关气象学的研究
。

他对中国气象 学 研

究所作的贡献
,

可分成以下六个方面

天气学研究 竺先生在  年到 年先后在美国
《
每月天气评论

》
上发表三篇有

关台风的研究
。

在
《
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 年 一文中

,

他指出台风眼区的高温 是

由于下沉气流
,

这在当时是创造性的新观念
。

在
《
远东台风的新分类

》
和

《
台 风

的源地和转向 年 两文中
,

他根据 一  年 个台风的资料
,

分析 台风 活

动的季节分配
,

移动路径以及转向的地点
,

评论了当时徐家汇天文台
,

香港天文台和 马尼

拉气象台所作台风分类法的缺点
,

提出他自己的台凤分类法
。

年他发表了
《
东 亚 天

气型的初步分类
》
一文

,

他根据海平面气压场形势和气旋
、

反气旋的路径
,

将中国及邻近地

区冬夏海平面气压场分成若干类型
,

给出各型在各月出现的频率和天气的特征
,

这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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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气预报的一个依据
。

在
《
南京三千米高度之风向与天气之预测 年 一文中

,

他

根据 。一 年南京 次测风气球观测记录
,

分析高空风向与未来当地天气变化的

关系
,

指出当高空出现西北风
,

并且从地面向上风向是随高度逆转的
,

南京将出现睛天 或

云天
,

雨天极少
。

如果高空风向为西南风时
,

在未来 小时内雨天多于睛夭
。

这是 根 据

热成风的关系式推论南京上空的暖平流或冷平流
,

并用于短期天气预报
。

在当时天 气 分

析业务还没有高空天气图
,

只能从单站高空风资料找寻天气预报的指标
,

这是有实用价值

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美
、

英诸国战时单站天气预报方法中也采用了这个方法
。

季风研究   年竺先生在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宣读了
《
中国气流之运 行

》
一

文
。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
,

文中叙述了
, , ,

各月 中国地面气

流运行的特点
,

并概述中国上空高空气流四季的变化
,

他当时已指出中国各季气流的运行

受北半球 个活动中心的变化的控制
。

 年发表的
《
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

》
一文中

,

他

从北宋苏东坡的诗句
“

三时已断黄梅雨
,

万里送来帕脾风
” ,

证明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知道

长江中
、

下游 的梅雨和夏季风活动有关系
。

文 中还分析夏季风的活动与中国降水的关系
,

指出夏季风所带来的水汽是中国大陆夏季雨泽的来源
,

指出当夏季东南季风强盛时
,

长江

流域主旱
,

华北主涝 当东南季风偏弱时
,

长江流域主涝而华北主旱
。

这个观点在现 时 已

经是中国季风气候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

但在当时这是个创见
。

这篇论文是我国有关季

风研究的经典著作
,

为以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提供了基 础
。

中国区域气候研究 竺先生开创了我国区域气候的研究
,

他 年发表的
《
南京之气

候
》
一文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性气候志

。

他比较了南京与世界同纬度其他地点的气候
,

说明

南京冬寒夏热的气候特点
,

他又从季风的角度讨论南京气候的特征
,

并注意地区的气候变

化对农业的影响
。

在  ! 年他还发表了
《
杭州之气候

》
一文

。

他在  ! 年发表的
《
中 国

气候概论
》
中

,

对中国气候作了全面的阐述
,

文中还对中国的高空气候作了初步分析
。

农业气候研究 竺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气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
。

在 年 发 表

的《
气象与农业之关系

》
和 年发表的

《
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

》两文
,

是他早年

的农业气象学研究
。

在 年代初他很重视农业气象和农业气候工作
,

对农业气象研究机

构的建立和农业气象人材的培养给予了大力支持
。

年他发表的
《
论我国气候的若干

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
》
一文

,

用太阳辐射总量
、

温度
、

雨量三个要素
,

论述我国

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

指出各地区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 自然条件
,

同

时应克服一些不利的因素
。

这是一篇为农业生产指明方向的农业气象论文
,

曾受到 毛 泽

东
、

周恩来同志的赞赏
。

物候学研究 竺先生从 年开始在南京观测物候
,

年以后在北京进 行 物 候

观测一直到 年
。

在这 年的漫长岁月中
,

他积累了南京 一
,

一

年 北京  !一  ! 两地 年的长期物候资料
。

 年他组织了全国的物候观测网
,

各地的物候观测一直在正常进行 中
。

他与宛敏渭合作编写的
《
物候学

》一书在 出版
,

 年修订重版
。

此书以引人入胜的笔法
,

概述我国古代和外国物候知识的发 展
,

物 候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 的研究 在竺先生的气象学研究中
,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

的研究是他用力最多
,

持续时间最久的领域
。

他自己说
“

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
,

但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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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从事于一个课题的研究
,

这个课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
。

我从 年开始研

究起
,

五十多年了
” 。

在  年发表的
《
南朱时代我国气候之鑫测

》
一文中

,

他根据南宋春

季终雪 日期较迟
,

大寒年数较多的文献记载
,

推断当时的气候比唐代
、

明代和现在 要 冷
。

在这以后的 年中
,

他 曾发表三篇有关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文章
,

指出我国在第噢
、

第

和第 世纪比较干旱
,

至 世纪比较湿润
,

世纪则比较干旱
。

他从历史文献中的物

候记载
,

推论东汉时期比现代暖
。

在上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

他从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经史

子集以至方志
、

游记
、

日记
,

无不广征博引
,

加以整理
,

日积月累
,

逐渐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资料
,

年他发表
《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

》
一文

,

阐述 在

世纪上半期全世界气候变暖的事实
,

并指出 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期 与 欧 洲

的
‘

,,
、
冰期

”

是一致的
。

年他完成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英文稿

,

该

文重建了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迁的时间序列
。

以后他对原稿不断补充修改
,

在  ! 年

的《
考古学报

》
和 年的《中国科学

》
上正式发表此文

。

此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 温 度

变化作了系统地论述
,

指出在前二千年
,

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
“ ,

冬季 温 度 高

一 ℃
,

与现代长江流域气候相似
。

在后三千年出现了一系列的冷暖波动
,

每个波动历时

四百至八百年
,

年平均温度变化的辐度为 一 ℃
,

他这篇文章给出了我国近 五 千 年

温度变化的轮廓
,

文章的立论严谨
。

发表以后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
。

这篇文章 是 在

他 岁的高龄时完成的
。

他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
,

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

在 年代到

年代
,

在竺先生的工作指引下
,

我国不少 中 青年气象学者继承了竺先生开创的中国 历

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
,

进行了大量研究
。

例如
, 《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

》
便是规模较

大的我国近五百年的旱涝史料的研究
。

在我国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有关寒暖和旱捞的

记载很丰富
,

这有待于我们进一发掘整理
,

并重建分辨率更高的
,

定量化的历史时期 气侯

变迁序列
。

竺先生是我的太老师
,

年代我在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时
,

曾多次受过他的

教诲
。

在 年代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
,

我曾顾问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气候研 究
,

他启发我对气候学研究的兴趣
,

并引导我在近十多年的东亚季风研究
。

竺先生一生待人真诚
,

生活朴实
,

治学严谨
,

刻苦勤奋
,

大公无私
,

刚正不阿
,

他是我们

后辈学 习的楷模
。

竺先生 曾长时期担任过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

在他诞生 一 百 周 年之

际
,

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会决议
《
气象学报

》
出一期纪念竺可祯先生诞生一百周 年的专 刊以

表示我们对竺先生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