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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是人类攀登高峰的见证，科学家则是在神秘莫测的科学王国中披荆斩棘的探险者。
气象是一门自然科学，了解大气运动规律，预测天气气候变化趋势，减轻各类气象灾害影响应对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气候风险，都有赖于科学技术进步。
　　在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涌现出富有科学探险勇气、坚忍不拔毅力和勇于献身
精神的探索者。
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中国的气象科技进步和业务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他们的人格不仅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绽放光芒，而且也为我们朝着气象强国的目标奋进树立了典范
。
　　时值金秋，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60华诞。
此刻，让我们更加怀念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邹竞蒙等老一辈气象人，更怀念那些为我国气象事
业发展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
他们的功绩永不磨灭，他们的精神永驻人心。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2008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重大气象服务表彰大会上指出&ldquo;我们看到了广
大气象工作者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看到了广大气象工作者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奉献精
神，也看到了广大气象工作者发展创新、争创第一的时代风貌。
&rdquo;回副总理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当代气象人的精神，这是在中国特色气象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
中经过几代气象人艰辛努力培育而成的。
由这种宝贵精神财富催生出的先进气象文化，正成为我们当代气象工作者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
重要精神动力，成为我们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加快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我们承担更加繁重的任务。
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需要我们加快推进气象事业发展。
气象事业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坚持中国特色气象事业发展道路，坚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加
强气象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国家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气象人才体系，才能更好
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为人民福祉安康服务。
　　由中国气象局监制，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与中国气象学会联合摄制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风
雨人生》，以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邹竞蒙等老一辈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的人生轨迹为基
本脉络，以他们的科学成就、贡献和重大社会活动为背景，运用大量弥足珍贵的影像、文献资料及近
百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辅以各种电视表现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我国当代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大格
局。
《风雨人生》这部文献纪录片导向正确、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气势恢宏，是对中国气象
事业几十年来辉煌成就的生动表现，也是对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历程的深情写照，是一部迎接新中国成
立60周年的力作。
　　《风雨人生》配画解说词一书，是由电视文献纪录片《风雨人生》衍生而出。
它同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它的出版不仅是我们对历史的铭记，更是我们对先辈们敬仰、缅怀、思念情愫的一种表达。
历史是过往的轨迹，是现实的老师，是未来的预言家。
让我们细细品味《风雨人生》。
　　中国气象局局长 郑国光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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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人生》是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风雨人生》用视觉语言来解读中国当代气象历史的产物。
它不仅具有生动、鲜活的属性，还较文字表现形式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风雨人生》电视文献纪录片配画解说词一书，就是把视觉语言解读历史的再一次文字还原。
他的可读性就在于保留了电视风格。
《风雨人生》用真实的历史和朴实的故事，重温了曾经远离我们的历史。
它以竺可桢、涂长望等新中国老一辈气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的人生轨迹为脉络，以他们在历史进
程中的主要活动和重大科学成就，运用大量弥足珍贵的影像、文献资料及大量口述历史，借助电视表
现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当代气象发展的历史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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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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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画面】南京北极阁、计划书、全国范围内气象台分布图、开支清单 【解说】 上海徐家汇外国
人气象台的电台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没有了声音，这场由竺可桢导演的捍卫气象主权的斗争以中
方的胜利结束了。
在短暂的快慰之后，竺可桢又把目光放在了全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上。
在这本计划书中，他提出&ldquo;如欲得气象上之精确调查统计，则全国至少须有气象台 10所，头等测
候所30所，二等测候所150所，雨量测候所1000处&rdquo;。
这个目标被当时的一批政客讥笑为痴梦。
从1929年到1941年底，气象研究所克服了经费不足和人员有限的困难，共建成和接管各级测候所28个
，包括在雪域拉萨首创的西藏测候所。
至今，在南京的档案馆中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份当年筹建西藏测候所的开支清单。
　　【画面】《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测候须知》、《测风气球观测须知》等书 【解说】 竺
可桢还亲自制订出《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测候须知》、《测风气球观测须知》等实用的气象
业务指导手册和工具用书，把全国的气象工作逐步纳入到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当中。
　　【画面】气家三班学员合影、陈学溶照片 【解说】 随着全国气象事业的全面展开，专业技术人
员缺乏的矛盾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针对这个情况，从1929年起，竺可桢先后开办了四期气象练习班，毕业于第三期气象练习班的陈学溶
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况。
　　【采访】陈学溶 一共考了四个内容，一个就是所谓国文，就是语文。
语文出的题目好像是，一下子记不清了，也是同气象有关系的。
考第二门就是英文，第三门就是数学，第四门是物理。
上午考两门，下午考两门，一天考完。
　　【画面】各科书的照片、气象学讲义 【解说】 当时练习班的学习课程除了气象、物理、微积分
等，还要学习英语、无线电，要求学员既掌握气象学的基本知识，也能成为业务技术的多面手。
竺可桢还为第三期练习班亲自编写了讲义，并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气象学。
　　【采访】陈学溶 竺先生教的内容很丰富，当时他教的是自己写的讲义，用道林纸印的。
当时讲的内容远远超过他的讲义，所以大家听得很有兴趣。
但是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竺先生的口音，有时候不是那么听懂，他讲的是绍兴话。
竺先生也知道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曾经请赵元任先生来教他，看怎么样学普通话。
赵先生这个人据说是到了哪里就会讲哪里的话，能够把当地话的规律找到，于是就教竺先生。
教了之后呢，赵先生也摇摇头，说实在没得办法了。
　　【画面】史镜清的照片、北极阁竺可桢雕像 【解说】 对于这些有志于中国气象事业的后辈，竺
可桢始终抱着尊重和鼓励的态度对待他们。
第二届气象练习班学员史镜清，在清华气象台施放高空气象风筝时触电殉职。
竺可桢得知后，马上呈请中央研究院拨款成立了史镜清纪念基金委员会，以怀念我国气象学界殉职第
一人。
后来这四期气象练习班的学员被补充到各个气象部门，成为技术骨干，南京北极阁也遂有&ldquo; 中
国气象人才摇篮&rdquo;之美誉。
　　【画面】国际会议照片、泰山日观峰气象台照片 【解说】 竺可桢对气象工作的国际合作也非常
重视。
1931年，国际气象组织第二次国际极年观测，竺可桢带领气象研究所应邀参加。
除了在南京、北平增加高空观测的项目之外，还在峨眉山、泰山设立了两个高山测候所，获得了大量
极有价值的气象资料。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大家庭里，第一次读到了来自中国的信息。
　　【画面】报纸摘要、远东气象会议代表合影 【解说】 1937年他到香港参加远东气象会议，期问港
督和会长两次设宴，都把中国和当时被称作暹罗的泰国排到了末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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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有损国格的歧视侮辱，竺可桢一改往日的谦和大度，与其他两人中途退出了会议以示抗议。
中国科学家的举动，让与会各国代表大为惊叹。
　　【画面】南京珞珈路竺可桢故居空镜、诸篇论文特写 【解说】 竺可桢在担当科研领军人物的同
时，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位科学工作者的身份，稍有空闲他就会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
在北极阁任职期问，他公开发表的气象论著共约50多篇。
《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他亲自主持编印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资料，是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
的、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
第六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新月令》，是竺可桢积累了9年物候观测的成果所作的，
是他第一篇物候学的著作，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物候学。
　　【画面】空镜一组、杨杏佛照片 【解说】 在气象研究所任职的8年当中，竺可桢主要潜心于科研
事业，并不多过问政治。
但是1933年，竺可桢多年的好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
党特务刺杀，这个消息却令竺可桢在悲愤之余，开始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
　　【画面】历史影像资料、郭任远照片 【解说】 1936年春天，在竺可桢的事业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
转折，而事情的起因则是1935年底&ldquo;一二&middot;九&rdquo;运动中浙大学生驱逐校长郭任远
的&ldquo;驱郭&rdquo; 运动。
　　【画面】浙大求是书院、&ldquo;一二&middot;九&rdquo;运动历史影像资料 【解说】 浙江大学前
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创办。
后经几次易名，到1927年改建制为大学。
1933年，原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郭任远出任浙大校长。
此时国内正值国民党全力内战，并效法德、意推行法西斯制度。
郭任远借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力量，在校内任意处分学生、凌辱教员。
1935年底，浙大学生为支持北平&ldquo;一二&middot;九&rdquo;运动，与郭任远矛盾激化，遂发
表&ldquo;驱郭宣言&rdquo;，不再承认他为校长，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继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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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人生》是以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邹竞蒙等老一辈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的人生
轨迹为基本脉络，以他们的科学成就、贡献和重大社会活动为背景，运用大量弥足珍贵的影像、文献
资料及近百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辅以各种电视表现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我国当代气象事业发展的
历史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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