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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召开纪念叶笃正先生百年诞辰

学术思想研讨会，共同回忆叶笃正先生对

大气科学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作出的重大

贡献，追寻叶笃正先生走过的学术和人生

道路。

叶笃正，1916 年 2 月 21 日生于天津，

中国现代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

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1940 年，叶笃正

毕业于清华大学气象系，1945 年赴美国芝

加哥大学深造，1950 年 10 月回国投身新

中国气象事业，耕耘 70 余年。

一代宗师 德才为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

王会军、符淙斌，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延晓冬）

叶笃正先生一贯主张科学

研究的本质就是创新。他认为，

要创新就必须一要看到出成果

的苗头，二要勇于冒险和承担

责任。正是基于此，他经常向

年轻同志请教自己所不熟悉的

问题。他重视理论研究，也重

视实际工作；对我国天气预报

和研究工作，也尽其所能做了

大量协助工作。

1972 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回

国访问的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流体力学

教授张捷迁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愿意短期

来华工作。周总理批示中国科学院，要求

做好中美学者学术交流与协作。叶先生接

到任务后，首先想到了建造大气环流物理

模拟实验室。他认为除了开展理论分析和

观测事实分析外，也可以用流体实验方法

模拟研究大气环流的动力学问题。这在当

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他率领一批科技人

员去做了，并取得了成功。1974 年，叶先

生和张捷迁等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在随后

一系列的大气环流物理模拟实验工作中，

他巧妙地把大气环流理论与流体实验结合，

在实验室里直观地显示了青藏高原对东亚

他们眼中的叶笃正先生

2005 年 1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叶笃正（右）、吴孟超颁奖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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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的动力及热力作用，发现了许多

前人未知的现象。

叶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他曾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等学校任教多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院士、

教授、研究员和业务骨干。他治学是“严

字当头”，对学生严格要求，注重培养他

们学业的扎实基础和严谨的学风，鼓励学

生独立思考，提出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

除了对科研严格把关外，叶先生反对

别人对他的观点唯唯诺诺，乐于与别人就

科学问题争论。曾有一个研究生，在与先

生讨论问题时，多附和了一些，先生立即

就中止了谈话，严肃地告诉这位学生，这

样是做不成科学研究的。这位学生后来把

这次谈话当成自己成才的起点。先生名气

大，媒体采访不断。有一次，电视台来采

访学术讨论会，以为拍摄上几分钟就可以

了，哪知先生谈起问题没完没了，还与做

报告的学生争论了起来，弄得电视台记者

只好拍摄下去。后来，该记者表示：“这

真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精神课。”

叶先生在治学严谨的同时，还非常注

重关爱和提携后辈。气象界学生后辈很多，

他从来没有门派偏见，都乐于帮助。为加

大我国地球科学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以他

的国际影响，叶先生大量介绍和推荐我国

科学家到国际学术组织工作。

“文革”结束那年，百废待兴，尽管

需要众多助手帮助他完成手头的重大科研

课题，但他认为年轻学者在国际最新领域

得到历练才对国家和他们个人最有利，因

而坚持推荐青年俊才到世界各气象科学研

究机构深造。他们回国后，都成为各个领

域的骨干，为我国地球科学走向世界起到

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早年，一位有数学背

景的气象科学工作者的论文，因为其交叉

学科性质，没有专业刊物愿意接受，叶先

生了解后，立即做了工作，使问题得到解决。

几十年后，人们看到数学背景的科学工作

者在大气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时，都在感

叹先生的远见和爱才之心。

叶先生担任《气象学报》主编 12 年，

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多年，

通过扩大这些刊物的作者群，提高刊物的

质量和学术水平，为使之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先生治学的精髓实际上是其高尚的

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操。因为此，当年他才

能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

国，努力开拓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事业；因

此，他才不计个人得失，团结和组织来自

各方面的科研人员攻克一个个的难关，取

得一项项重大科研成果；因为此，他才有

无尽的精神力量克服物质上的不足和过去

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坚守自己的科研阵

地。叶先生总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他人，

并提出他的“舞台学说”，他曾说过：“个

人离不开群众，荣誉归于大家，要感谢舞台，

因为舞台是大家给的；要感谢大家，因为

单人唱不成戏，配角甚至更光彩。”

我们想，学习叶先生，品德才为先。

叶茂根深 学笃风正

（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荣辉）

叶笃正先生的一生是为现代大气科学

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努力奋斗的一生。他

在国际上首先创立了大气长波的频散理论

和东亚大气环流理论，不仅为大气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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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天气

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

提出大气运动适应过程的尺度理论，开辟

了中、小尺度环流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新途

径；他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的先河，

提出了青藏高原对亚洲季风产生和变异的

热力和动力作用；他还提出了全球气候变

化的适应理论，推动了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的发展。

早在 60 多年前，叶先生作为芝加哥学

派成员之一，创立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

他提出了大气平面 Rossby（罗斯贝）波的

能量频散理论。此后，该理论被广泛应用

于短期和中期天气预报，且推动了行星波

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叶先生与我国

著名气象学家顾震潮先生、陶诗言先生及

杨鉴初先生等人合作，揭示了冬季和夏季

东亚上空平均大气环流的动力和热力结构

及年际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初，叶先生

和陶诗言先生、李麦村先生发现，东亚和

北美环流在过渡季节.（春季、秋季）有急

剧变化的现象。他们指出，东亚大气环流

从冬季到夏季的季节变化是在突变中完成

的。这一行星尺度的突变是东亚夏季风的

开始，这一理论比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早 20

多年。这一发现不仅对东亚大气环流研究

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东亚地区的天气

预报有广泛指导意义。

北半球的阻塞高压在相当程度上影响

着北半球冬季寒潮和夏季梅雨锋维持。上

世纪 50 年代末期，叶先生与合作者系统地

研究了北半球冬季阻塞高压的形成、发展、

维持和崩溃。他们所著的《北半球冬季阻

塞形势的研究》至今仍在我国天气预报中

被广泛运用。

在大气运动中究竟是气压场还是风场

为主导，这是上世纪 50 年代大气动力学

的一个基本问题。叶先生深入研究后，于

1957 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大尺度运动是以

气压场的变化为主导，较小尺度的大型运

动则是以风场的变化为主导，从而赋予了

大型准地转运动受尺度影响的概念。上世

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他又与李麦村

先生共同提出，在大气各种空间尺度的系

统的生成与发展中都有三个不同时间尺度

的变化阶段。这一理论不仅被视为地转适

应理论中的一大突破，而且推动了大气中

大尺度环流动力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中、

小尺度环流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新途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叶先生率

团队，分析了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及

天气气候的影响，首创青藏高原气象学研

究领域。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叶先

生就指出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一个巨大热源，

在冬季是个冷源。叶先生等还深入研究了

夏季青藏高原热源及其对东亚大气环流的

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叶先生担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在叶先生的倡导下，国际

上兴起了全球变化的研究。该研究把地球

的各个部分.（大气、水、冰雪、陆地、生物、

人类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中各种

过程的相互作用，从而进行包括气候在内

的全球环境演变研究。由于叶先生的倡导

和努力，我国关于全球变化，特别是全球

气候变化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记得，在叶先生 80 大寿时，中国科

学院原院长卢嘉锡先生曾题写一副贺联，

很好地概括叶先生的学术成就：“叶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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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东亚环流结硕果；学笃风正全球变化创

新篇。”

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 端义宏）

作为我国大气科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重

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叶笃正先生

始终如一地关心和支持中国气象事业发展。

他认为，中国气象业务发展是中国大气科

学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的基础。

上世纪 50 年代初，叶先生积极支持在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成立“联合天气

分析和预报中心”与“联合气候资料中心”。

很快，由于得到科研院所强有力的科技支

持，我国气象业务部门的天气分析预报和

气候资料业务逐渐步入正轨。

“文革”结束后不久，叶先生出任中

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在他的积极努力下，

在中断 16 年后中国气象学会很快恢复各种

活动。利用这个平台，他积极推进气象部

门“拨乱反正”和气象现代化建设工作。

他强调，气象学会有责任和义务举全行业

之力推动气象事业的发展。他认为，没有

一个发展得很好的业务体系，科研和教育

将一事无成。他率先垂范，领导组织和解

决关键研究问题，推动气象部门建立先进

的气象业务和技术系统。

上世纪 80 年代，他积极支持和推动气

象部门建立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亲自参加

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积极参与并推

动气象现代化发展规划、重大建设项目论

证等工作，是我国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积极

推动者。

如今，中国气象局正在积极开展高分

辨率模式系统、资料应用及气候预测技术

方面的重要攻关，以进一步缩小我们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这个关键时刻，我

们更需要深入挖掘并继承叶先生等老一辈

气象科技工作者的崇高品质和高尚精神，

承担起实现我国气象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做出气象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他鼓励向权威“挑战”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李国平）

我在 1985 年至 1988 年攻读气象

硕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叶笃正先生。

尽管他当时已 70 岁高龄，但仍然热心

给予我们许多具体指导，告诫我们“治

学上要求实、求实、再求实，认真、认真、

再认真”。他要求我们每一至两周当

面向他汇报研究进展，平等地与我们

讨论问题，同时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

和生活。

得知我立志毕业后去成都信息工

程学院（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任教

后，叶先生十分支持。他说，“从事

气象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很有意义”，2007 年 7 月，本刊编辑部采访叶笃正学长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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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特地建议我做一项当时属于国际前沿、

国内空白、回到成都后有条件开展的研究。

后来，我在青藏高原地面热力作用研究方

面的工作获得认可，充分证明了叶先生的

远见卓识。

多年来，叶先生不遗余力地培养学生、

提携后辈，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几代气

象工作者，分别成为各个时期中国气象科

研和业务发展的骨干。“我最不喜欢唯唯

诺诺的学生，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

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

敢于向权威挑战。如果学生不比我好，那

我就失败了，我希望学生超过我，这样我

才有成功的感受。”在培养、提携后辈上，

叶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宽阔的胸襟。

对于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

那是在 2003 年初，叶先生在几本重

要期刊上看到我发表的关于青藏高原地面

加热系数的研究论文。在文章中，我对他

1979 年组织进行的首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

试验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表示质疑。

对此，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到十分欣慰，

特别叮嘱吴国雄院士邀请我到大气科学与

地球流体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客

座研究。还未等我去拜望他，他竟亲自到

研究室看望我，并与我亲切讨论。交谈中，

叶先生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对学生的殷切

期望、对学术发展的关怀，溢于言表。

作为全球知名且广受尊敬的气象大师，

叶先生的成果和为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

国际大气科学界的影响和地位。他在晚年

间曾预言，今后全球和中国的大气科学将

有跨越式发展。那么，我们应如何应对这

种机遇和挑战？这是作为叶先生的学生和

后辈所应思考并为之努力的问题。

“叶笃正星”永远闪耀

（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场环境保障局副

局长 张建川）

叶笃正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铮铮民族风

骨，令人敬仰。

叶先生年少时积极参加学术抗日救亡

运动，坚定了“国家富强需以科学为基”

的信念；他远渡重洋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掌握了报效国家的本领；当新

中国成立时，叶先生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怀抱；回国后，他致

力于气象领域科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叶先生对科学、人类的贡献，也令我

们难以忘怀。2006 年 1 月，叶笃正先生获

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年，叶先生被

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颁奖词中所描述的“风华正茂时已经是奠

基人，古稀之年仍然是开拓者”，是叶先

生孜孜以求、敢于进取、勇于创新精神的

真实写照。

叶先生勤于实践，把野外科考作为必

修课；善于分析，总能从实际资料中凝练

出理论成果。他一直强调，科研一定要“求

实、求实、再求实，认真、认真、再认真”，

他时常鼓励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

已经成为科学大家的他说“不”。这些都

表现了他对待科学工作严肃认真、严谨治

学、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是我们的光辉

典范。

深邃的星空，有一颗以我们气象人命

名的“叶笃正星”，将永远闪耀，不断激

励着新一代气象工作者。.....................

（转自《中国气象报》2016 年 0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