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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淹，1925年生，浙江上虞人，著名
气象学家。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7年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
曾任北京气象学院研究生部教授、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科协常委，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
兼天气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理
事兼水文气象学委员会第一、二届主任，
北京气象学会十三至十五届理事长，北京
减灾协会第一届副会长，长江三峡防洪专
家，国际动力气象学会中尺度（精细）气
象学委员，世界银行援建水库安全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等。

2024年3月4日，西南联大章淹校友走

完了她的百年人生路。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天气预报员，她

一生的愿望便是化暴雨为甘霖，化水患为

水利，化无常为有常，造福人类。

今天，我们讲述章淹的故事，谨以此

文缅怀这位杰出的女性。

送别“雨中人”章淹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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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淹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私塾教

师。父母是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分子，父亲

章廷谦是鲁迅好友，1924年曾同鲁迅等创

办《语丝》周刊，并以“川岛”为笔名，

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1925年1月26日，章家小囡呱呱坠

地，父亲章廷谦欣喜地写下《一个小动物

的出生》：“枝头开着黄花，说这名儿叫

迎春，人们放鞭炮，说他们是在迎神，东

方露着白光说，据说这是日出，就在这个

时节，这个小动物诞生了。”这篇刊登在

《语丝》上的文章，一直被章淹爱惜地收

藏着。

章廷谦曾任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抗

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

部命南迁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章廷谦随校南下，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北

平，待安顿下来之后再举家南下团聚。长

沙临大开学不久，南京沦陷，武汉震动，

战火即将蔓延至长沙，学校已不能维持正

常办学，只能再度迁移。长沙临大迁往云

南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章淹的母

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辗转天津、香港多

地后，到达越南海防，与章廷谦汇合，再

经河内转滇越铁路到昆明。

章淹在昆明南菁中学读完了初三和高

中，本想在大学报考时选择文学专业，而

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父母和她的想

法。于是，抱着科学救国的决心，章淹于

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而当年考入

联大物理系的女生仅有两人，章淹便是其



怀念师友

2024年（夏） 127

中之一。这一年，她才17岁。

昆明自1939年起便开始遭到日机轰

炸，跑警报成为了人们的“家常便饭”，

一跑警报就没法上课，师生们不堪其扰。

雾天与雨天成为了学习的最佳保护伞，飞

机难以测定目标，轰炸会暂时停止，章淹

因此对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恰逢当时学

校决定选出几名学生专门学习气象专业，

章淹主动报名转入了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

习。从此，她与一生热爱与追求的气象事

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人虽不多，却群星

璀璨。单就必修课来说，“气象学”由李

宪之讲授，教材取自德国书籍及当时美国

最新版的《普通气象学》；“天气预报”

先后由李宪之、刘好治讲授；“理论气

象”先后由李宪之、赵九章讲授，先参考

德国教材，后由赵九章自编讲义，这也是

我国第一本《理论〈动力〉气象》教材。

西南联大的教学管理非常严格，章淹

却在每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系里希望她

毕业后留下任助教，继续在气象学领域深

造。章淹也觉得自己在学校的学习还远远

不够，计划在毕业后留校任职，希望在授

课之余有机会接触到更多资料，积累更多

知识。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也结束其办学

使命，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决定

北返复校。1946年5月4日，学校宣布胜利

结束办学，三校师生复员北返，学生根据

各自专业转入各校。章淹随校回到清华，

于1947年毕业。

正当她计划留校任教时，突然接到分

配通知，要求她尽快到华北气象局就职。

1949年北平解放，华北观象台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北航空处通信科接收。章淹成为

了一名新中国气象预报员。

1949年，24岁的章淹接到开国大典天

气预报的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容

不得半点差池。气象预报需要准确的云与

雾预测，以保证阅兵当天飞机可以顺利飞

行。章淹回忆，她与同事们各处翻找，想

要找到北京周边范围的预测资料，可“好

多有用的资料在日本人走的时候全都烧毁

了，只剩一个破大木箱子里头有一些破碎

的图”。最后，他们靠着加强与空军气象

台方面联络，更新气象信息，同时在清华

气象系搜集资料，科学分析数据，计算

降雨概率，加班加点深夜工作成了家常

便饭。

9月30日，在确保万无一失后，章淹

作为值班预报员，在第二天的预报天气图

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章淹后来出色完成了近十次国庆阅兵

的气象保障服务，更是在随后几十年中，

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气象科学的崛起和发

展。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暴

雨、水文的研究中，她的一生获奖无数，

研究成果丰富。

章淹长期从事暴雨理论与应用开发的

教学与科研，主要致力于数量化、精细化

新
中
国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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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机理和预报的研究与实践，是新中国

水文气象交叉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者之一。

对暴雨、中国梅雨及其与我国洪旱灾害和

南水北调等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在世

界性难题暴雨预报领域，水文气象学和减

灾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

章淹的丈夫朱上庆也是西南联大地质

系的毕业生，夫妻二人一位研究气象，一

位研究地质。这样的工作让他们与家人聚

少离多。在暴雨研究的十几年时间里，因

为经常要深入一线研究暴雨和洪水，章淹

总是哪里有暴雨就驻扎在哪里，一刻不停

地追随暴雨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一

个又一个灾区一线。

章淹的儿子朱禾回忆：“我总感觉到

我妈要么是在出差，要么在出差的路上。

基本上在家待一个礼拜，下礼拜就又该走

了。那会儿就在湖南、江西、三峡那边来

回地跑，不停地忙。”全国各地不停的奔

波伤害了章淹的身体，她患上了胰腺炎、

胆囊炎和肝病等多种病症，只要发作就疼

痛难止，但她从未主动放弃一次下基层台

站的邀请。

就在国际上普遍认为，暴雨中期预报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章淹没有退

缩，她不仅打开了我国中期暴雨预报的大

门，还将中国暴雨预报的准确率，由当初

的10%提升到了60%到70%。

为提高暴雨预报精度和降水胚体是否

会发展为强烈降水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

初，章淹等开创我国降水精细气象学研

究。为解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水旱

频发”的严峻问题，她又与一些水文工作

者，从水文气象交叉学科角度，合力加强

相关学科优势互补，提出和开创了多种新

概念、新方法。而在长期进行中国暴雨、

梅雨的科研与教学中，章淹将理论结合实

际，开展了系列研究，在1991年江淮大水、

梅雨和临近预报中均发挥了较好作用。

章淹始终坚持参加一线研究实践与教

学，重视集体力量的提高，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为推进暴

雨学科理论及应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曾先后被国家教委与国家科委联合评为全

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气象系统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气象

局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教师、北京市劳动模范，三次评为北京

市科协最佳理事长。章淹有14项成果分别

获国家、部委及省科技奖，独（或合）著

有《长江三峡致洪暴雨中期预报》《中尺

度暴雨分析预报》和《暴雨预报》等专著

3本，编著论文集9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50余篇，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

的科教工作者。

即便到了晚年，章淹也始终关注着她

所钟爱的气象事业。她的孩子回忆：“母

亲晚年身体一直健康，头脑清晰，精神矍

铄。一直到去年冬天，还一直保持着阅读

的习惯，时常与我们讨论教学与气象研究的

情况，询问关于气象研究的最新进展。”

就在今年春节正月初三（ 2 月 1 2

章淹 (左 )与丈夫朱上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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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章淹度过了自己99岁的生日，步入

100虚岁。2024年3月4日11时，章淹在北

京逝世，告别了她挚爱的家人朋友，告别

了她耕耘一生的气象事业，享年100岁。

章淹先生是西南联大的优秀学子，她

一生都怀抱着浓烈的爱国情怀。为支持抗

日防空事业，她毅然从联大物理系转而学

习气象学。作为新中国水文气象交叉学科

的创建与开拓者之一，她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雨中人”。靠着永不言败的精神，她

与气象同仁们从无到有，闯出一条中国自

己的气象观测之路，她在世界性难题暴雨

预报领域、水文气象学和减灾方面都作出

了突出贡献。

百年人生，她以“刚毅坚卓”的精

神，书写了一生爱国报国的绚丽华章，她

以减轻自然灾害、为民谋利为己任，在国

家的气象事业中贡献了巾帼力量。

（转自“西南联大博物馆”公号，

2024年3月9日）

2024年3月12日下午，我的爸爸张立

华在北京先农坛网球馆打球，突发身体不

适，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爸爸

才82岁，一向身体健康，乐观面对工作和

生活，爱护家人和亲朋，如此匆匆而别，

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这些天，爸

爸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眼前，每每想

起，泪如雨下。

优秀运动员

爸爸1942年9月出生于广西桂林，16

岁开始练自行车，上高中时有了第一辆自

行车，爱不释手，不久便在一次中学生比

赛中获得冠军。1960年，爸爸以优异成绩

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进校门就加入

了体育代表队。他曾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

一举夺得4枚全运会金牌，成为清华园里

的“体育英雄”。凭借着天赋和努力，学

生出身的爸爸赛过专业选手，此后，从20

为体育而生，为体育而去

——缅怀父亲张立华

○张丝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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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打破全国纪录27次，

开辟了国内自行车的“张立华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市自行车协会

成立，爸爸当选协会的首任主席。在担任

主席的30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运动员和

教练员的身份，带领北京队站在全国前

列。爸爸先后27次打破5项全国纪录，获

得4届全运会冠军。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