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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竺可桢 １９３４ 年《气象学》讲义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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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气象研究所登报为第 ３ 届气

象练习班招生。 ２３ 日考试，２８ 日揭榜，共录正取 ４０
人、备取 １０ 人。 １０ 月 ３ 日在气象研究所图书馆举

行了开学典礼。 上课地点在成贤街文德里中国科学

社生物研究所二楼教室。 学员除了我们 ３５ 人（开
学报到的正取生 ３２ 人、补充报到的备取生 ３ 人）外，
还有从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四川、浙江、云南等省

保送的学员 １３ 人（陈学溶，２０１２）。
在气象研究所开办的第 ３ 届练习班上，竺可桢

先生为我们教授《气象学》，共 ３ 个多月。 每星期 ５
～６ 个学时，排在早上第 １ 节课，共计 ６０ 余学时。 竺

先生教授《气象学》课时，讲义是先讲后编发。 学生

在听竺先生的课时都做了笔记，我也记了几本笔记，
可惜我的笔记本在文革抄家后散失了。

１９６６ 年文革开始。 不久，江苏省气象局的红卫

兵和造反派到我家抄家，抄走的物品包括书刊、文
稿、信件和笔记本等。 这些东西与他们从别人家中

抄来的东西混放在气象局的一间空房子里，没有专

人保管和处理。 文革结束后，我已调离气象局，经我

多次要求，才陆陆续续地拿回一部分被抄走的物品，
对这些返还的物品我只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 最

近，为了完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需要搜集和整理相关材料，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出

了 １９３４ 年竺可桢先生为我们教授《气象学》时编写

的讲义。 这本铅印讲义原本就是散页，没有装订。
现存的是第 １ 页到第 ８６ 页和后面 ２ 页（第 １２３ 页和

第 １２４ 页），中间 ３６ 页（第 ８７ 页到第 １２２ 页）全部遗

失，成了残本，非常遗憾。
最近我有时间把残本读了一遍。 我知道在《竺

可桢全集》里收集了两篇竺先生的《气象学》 （竺可

桢，２００４）。 一篇是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发表的，刊登在

《竺可桢全集》第 １ 卷第 ２６１ 页到第 ３２９ 页，共 ６９
页；另一篇是 １９２３ 年发表的，刊登在《竺可桢全集》
第 １ 卷第 ４２９ 页到第 ４５５ 页，共 ２７ 页。 残本与《竺
可桢全集》中两篇《气象学》有怎样的关系？ 我对此

做了一点比较。
根据时间，我推测第 １ 本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版的

《气象学》，是竺先生留美学习回国后从武昌高等师

范转到南京高等师范以及后来的东南大学地学部教

授气象时编写的讲义，作教学之用，估计有 ８ 万 ４ 千

字；而第 ２ 本 １９２３ 年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
出版的《气象学》较简要，为科普性质，估计不到 ３
万字。

比较用于教学的 １９３４ 年版《气象学》讲义（下



称《３４ 年本》）与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版《气象学》 （下称

《２０ 年本》）的内容，我发现，竺先生在《３４ 年本》中
已经比《２０ 年本》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因此

可以说，《３４ 年本》是在《２０ 年本》基础上的完善。
对比两个版本发现，《３４ 年本》前 ３ 章的内容变

动不大，第 １ 章只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增加，《２０ 年

本》第 ３ 章中的“天之色何以青”在《３４ 年本》中被

删掉了。 在后面的“温度”、“气压”、“风” 等章节

中，《３４ 年本》就增加了很多内容，粗略统计，其篇幅

较《２０ 年本》增加约一倍。
竺先生在编写《２０ 年本》时，是刚从美国回来后

的两三年，编写讲义主要是根据欧美的一些材料。
而为我们编写《３４ 年本》的时候，竺先生已经在国内

不但进行了多年教学，而且主持气象研究所工作已

经 ６ 年多，积累了南京 ６ 年多气象观测资料。 所以

在讲授温度部分时，就把南京的许多温度资料分析

结果（每小时温度、日平均温度、月平均温度、日较

差和年较差等）加入到讲义里面。 “在温度的记载”
一节中，还专门增加了一小节“地温”的内容，如地

下 ５ ｃｍ、１０ ｃｍ 温度的变化等等。 总之，温度这一章

有了大量的内容增加。
《３４ 年本》的气压部分也增加了很多的内容，例

如增加了沸点高度表的一段。 另外还增加了关于气

压为什么要订正到海平面，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

列出很多的公式讲解如何进行计算。 这在《２０ 年

本》中是比较简略的，篇幅也增加了 １ 倍甚至更多。
“风”的这一章，《３４ 年本》增加了风在南京观

测的资料，如南京冬天和夏天的风以及四季的风和

春、夏、秋、冬的风有什么不同之处。 同时增加了北

平、香港等许多地方的风的资料。 还讲述了白贝罗

（Ｂｕｙｓ Ｂａｌｌｏｔ）定律，也讨论了高空风如何循环等内

容，较《２０ 年本》仅讲山风、谷风、信风增加了很多的

内容。
此外，有关高空空气成分构成的内容，《２０ 年

本》认为，高空的高度越高空气中氢气就越多，而根

据若干年观测的结果，并非如此。 高空的空气的结

构随高度增加变化不大，这些新的发现都补充到了

《３４ 年本》中。

　 　 关于空气的用途，《２０ 年本》只讲了 ５ 种，而《３４
年本》则讲了 ８ 种，把臭氧的用途、高压空气的用途

和液体空气的用途添加进去。
湿度方面讲得不太多。
后来竺所长因公务烦重，无暇继续授讲，讲义也

没有继续改编下去。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但就已经

编写完成的八九万字这些部分而言，在当时已是一

本相当完整的教材了。 之后，由吕炯先生代替教授

《气象学》课程，吕先生没有编讲义。
竺老是我国气象学教育的奠基人，两个版本的

《气象学》讲义是他在气象学教育中完成的两部著

作。 比较两个版本的《气象学》讲义可以看出他把

气象学研究与气象学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教学中

强调研究，又把实际研究成果快速融于教学，这彰显

了竺先生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

教学精神。 留存下来的这份《气象学》讲义残本（图
１）作为文物，仍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和气象学史

意义。

图 １　 竺可桢 １９３４ 年《气象学》讲义残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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