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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

疯狂的时期。在爱国思想驱动下，在清华大学的头

两年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加入了民族解放

先锋队（“民先”）。第三年我走出了校门，参加

了“民先”组织的青年学生救亡团，团长（或副团长）

是清华十级同学刘毓珩（后改名为陈其五），跟随

当时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做抗日

宣传工作。

1945 年，叶笃正来到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

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并于 194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

由于叶笃正的勤奋和聪颖，留美期间，他发表

了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特别是他的博士论文“长

波能量频散理论”，由于发展了老师罗斯贝的“大

气动力理论”，而使他蜚声国际气象界，并迅速成

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1949 年，叶笃正结束在美国的学业，他的博士

出 生 地：天津

毕业院系：西南联合大学地

质地理气象学系

获奖年度：2005 年度

叶笃正

青山隐隐，霞光满天。他和祖国一起走过了 20

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百年沧桑，风起云涌。他带

领中国大气科学研究事业始终跟随着世界的脚步：

“我们一直跟着跑，并没有落后多少；我们不能跟

在外国人后面去‘同国际接轨’，而要让外国人来

同我们接轨。”

新中国的气象科学发展史上，深深镌刻着一个

大写的名字——叶笃正。这位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

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中国大气科学界及全球

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把自己的满腔热忱和聪

明才智，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哺育他的国家和人民。

投身气象矢志报国

叶笃正出生于 1916 年，在 1930 年进入著名的

南开中学后，他开始全面接触和认识社会。

1935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多年以后，叶笃正

回忆在清华和浙大的求学经历时说：其间有两件事

值得叙述。

第一件是选系，我本来想进物理系，可是当时

物理系四年级的学长钱三强劝我学气象（钱三强先

生和我一起打乒乓球，这样熟起来的），他说气象

也是物理的一部分，但比较实用。我接受了他的劝

告，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

在我一生从事气象事业中，赵九章和李宪之教

授是我的启蒙老师。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入

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涂长望和王淦昌先生是我的

老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是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竺

可桢前辈，他办校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这些老师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件值得谈的是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参加

叶笃正：气象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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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引起了美国

气象界的关注，

并借此获得了一

份年薪 4300 美元

的工作，而当时，

美国一个大学教

授也只有 5000 美

元。

此时新中国

成立的消息传到

美国，中国有希

望了。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叶笃正几乎想都没想，

就决定启程回国。

美国气象局找到叶笃正的老师罗斯贝，让他劝

说叶笃正留下来。罗斯贝也认为叶笃正应该留在美

国，但叶笃正对罗斯贝说，中国在气象方面非常落

后，他回国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芝加哥学派”的北

京分学派，让“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发展。

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

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罗斯贝被说动了，

在他的帮助下，叶笃正重新恢复学生身份，经过一

年的等待，1950 年 10 月，在新中国正在欢度第一

个国庆日时，叶笃正与妻子冯慧登上一艘将在香港

停靠的轮船，辗转回到了中国。

叶笃正回国后，新中国的气象事业除了竺可桢、

赵九章以外又多了一位杰出的学者。

回国后的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

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中国的气象研究。整个气象

室 10 多个人，没有一张像样的天气图。

叶笃正曾向弟子们描述当时的工作状况：“没

有图，我们自己画，第一张图画出来，是五百毫巴

地面图，相当于五公里左右高度的天气图，实验室

所有的人专门做了庆贺。”

在当时，天气图在国外是最普通的配件，做研

究做预报都要用，可中国没有。

他的很多学生都记得叶笃正指着挂在墙上的巨

幅天气图所说的话：“中国的天气预报要在物理、

数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天有不测风云的时

代该在中国结束了。”

但在“文革”中，叶笃正却被当成美国特务，

不仅被停止工作，连儿子结婚他也不能回家。

1979 年，恢复工作不久的叶笃正带领中国气象

团访问美国，遇到留在美国的一些同窗，一个曾力

劝他回国的老友见他第一句话就问“你后悔吗？”

叶笃正的回答是“不后悔”。

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应该为中国做事，为

中国的老百姓做事。”

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

比叶笃正小两岁的、我国大气科学界德高望重

的著名学者陶诗言笑称叶笃正是他的“头儿”。从

1950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起他

们就在一起工作，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叶笃正任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诗言任大气物理所代所长，

叶笃正始终是他的“头儿”。

“叶笃正一直是我的头儿，同时，我们又是好

朋友。”从 1950 年算起，同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的

叶笃正和陶诗言，有着 50 多年的友谊。

在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

组，有几个实力很强的人物，被外界称为“叶顾陶

杨四大金刚”，分别指的是叶笃正、顾震潮、陶诗

言和杨鉴初。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叶笃正、陶诗言、顾

震潮等一起合作完成“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3

篇论文均发表在国际著名气象学杂志 Tellus 上，深

受国际大气科学界的重视。

1948 年叶笃正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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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那几篇文章表明，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中国的大气科学研究始终在跟随着世界

大气科学的脚步。“我们一直跟着跑，并没有落后

多少。”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

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

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

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

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

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

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

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

几乎波及半个地球。

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

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

象学建立了起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如何解释对天气预报至关重要的大气环流。为了

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

合作者从观测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

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

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

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

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的预报

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

了理论基础。他们的成果《北半球冬季阻塞形势的

研究》，迄今仍广泛应用于中国天气预报的实践中。

对于在国际学科前沿的工作，叶笃正并不只是

跟在外国人后面去与国际接轨，而是做出了系统的

原始创新成果，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他的研

究成果也已成为这些前沿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就是叶笃正常说的，“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

基本问题》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指出，大气环流

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

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

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

1958 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 20 多年提

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

1980 年叶笃正获 1980 年度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中国现代科学家（七）》纪念邮票——叶笃正



24

专题

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

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 15 年后

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1958 年到 1966 年，在叶笃正担任中科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天气气候研究室主任期间，该研究室迅

速发展壮大。到 1965 年已拥有研究员 5 人、副研究

员 4 人，全室共 183 人，为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成立

储备了足够的人才资源。在叶笃正等科学家的带领

下，该研究室在东亚大气环流、大气适应过程、寒潮、

东亚季风、长期天气预报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并开创了数值天气预报、人工增雨、云雾

物理、积云动力学和中小尺度动力学、大气边界层

物理、大气臭氧、大气探测等诸多新研究领域。

1966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将地球物理研究

所按不同学科分为四个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是

其中之一。

1978 年 10 月，叶笃正出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所所长。“八五”期间，作为气象学界的首席代表，

叶笃正担负起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我国

未来 20 年 - 50 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

古稀之年另立山头

1984 年，几位美国气象学家专程来到中国，寻

求叶笃正的支持。这一次合作的成果，被叶笃正认

为是自己最大的贡献。

当时，他已接近古稀之年，因开创了国内大气

动力学的研究，已是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之一，但

这一次，他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另一领域，成

为“全球变化”这个国际研究新领域在中国的开山

鼻祖。

“全球变化”与今天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

有关，比如温室气体，比如全球变暖。但是在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的活动可

以导致气候的变化。

“当我在中国提出这个课题以后，也有许多反

对的意见。有一个院士就说，什么全球变化不全球

变化的，关我们什么事，它要变就让它变去好了。”

当时，叶笃正为此经受了不小的压力。

近百年来，人类无序的活动造成了生存环境的

急剧恶化。在人们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喜悦

时，叶笃正却心怀忧虑。于是，他在 2003 年首次

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人类无节制的活

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牵制了人类的

活动，这样彼此的交叉互动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无法

返回的困境；人类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叶笃正（右一）1978 年 3 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叶笃正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198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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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要加强气

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气候研究原本不是他的本行，

但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叶笃正的学

生，著名动力气象学家李崇银院士说。

李崇银解释，过去的气候研究基本上就是统计，

统计一段时候的天气情况，看平均值，借以推断今

后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或寻找它的变化规律。但

叶先生等人首先提出了应该把气候的变化作为一个

系统来研究，把它放到地球多个圈层里（包括大气、

海洋、冰雪、生物等）来考虑。

在他的倡导下，1985 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

成立，叶笃正任主席。李崇银说，“这是我国气候

研究走上良好发展轨道的开端，也几乎是与国际发

展同步的。在国际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

是 1984 年公布的。”

气象大家

叶笃正不断地攀上国际气象科学的一座又一

座新高峰，带领我国科学家在大气环流方面作出

许多国际领先的研究：他和李麦村在 1957 年提

出的大气运动适应理论，到 10 年后才被西方科学

家所认识；他和陶诗言揭示的东亚大气环流突变

现象，同样是 10 年后才在全球其他地区被发现；

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

阻塞高压形成作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

而国外在 15 年后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

天气的联系；还有前面提到的青藏高原气象学的

创立……叶笃正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他的豪言壮

语——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学术界对叶笃

正的评价是，是他使中国的气象研究变成了一个

系统工程。最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他的努力，中

国的气象科研始终与世界保持了同步。

叶笃正还是中国大气科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重要

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他为中国气象界培养造

就了几代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仅培养大气科学界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多达 6 人。叶笃正的学生遍布海

内外，堪称桃李满天下。

1998 年，叶笃正把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技术成就奖”110 万元港币的一半拿出来，捐给

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所以此设立了“学

笃风正”奖，这个奖不单用于奖励大气所的青年科

研人员，而且面向整个中国的气象界，中国气象局、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很多青年学者都曾获

得过该奖。

2003 年 5 月 27 日，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

举行会议，决定将第四十八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

奖——国际气象组织奖（IMO）授予中国气象学家

叶笃正，以表彰他在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

气环流的突变、提出大气能量频散理论、倡导与可

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全球变化研究和人类有序活动对

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等领域所作的贡献。世界气象

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法罗曾用“广受尊敬、世界闻名”

来赞誉他的杰出贡献。

“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他考虑问

题不仅从大气物理所出发，而是从国家、世界科学

的发展着想，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胸襟。科学研究

及科学活动应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而为。”

李崇银院士说。

叶笃正在清华校友活动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