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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郑培明
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唤起越来越

多地球人的觉醒。少数先知先觉的科学家预言：
如果全球继续变暖，地球上的许多岛屿将被海
水吞没，大洋沿岸的很多城市也将面临灭顶之
患。

95岁高龄的中国大气科学家叶笃正就是这
样一位先知先觉者。从 1935年在清华大学专攻
气象专业，到今天成为中外著名的大气科学大
师，他在气象科学领域已经耕耘了 70多个春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说，不管到世界什么地
方，只要一提到芝加哥学派，提到芝加哥学派中
的叶笃正，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人们说，在地球
环境变幻莫测的今天，叶笃正是守护春天的使
者。

果然是“蔫人出豹子”

1916年，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说

来也巧，那一年叶笃正也在天津降生。叶笃正的
父亲叶崇质曾是清朝末年北京清河道道台，叶笃
正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七。
叶笃正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蔫七”。在兄弟

几个中，叶笃正不太活泼，但成绩很好。父亲不买
新学堂的账，认为“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东西，
是必须要学习的。为了给孩子们打好中文基础，
父亲让叶笃正兄弟接受私塾教育，直到叶笃正
14岁考入南开中学。后来，叶家兄弟中出了好几
位科学文化名人，哥哥叶笃义是民盟的主要领导
者、组织者，哥哥叶笃庄是著名学者、《物种起源》
的中文译者。
叶笃正虽然看起来性格内向，但他的内心

却是一腔热血。有句俗语：蔫人出豹子。叶笃正
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做出过很多不同凡响的事
情。
叶笃正从小很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遇见以

强凌弱的事情总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有一次，
17岁的叶笃正路过国民党省政府门口，见到一
个国民党兵买烟不仅不给钱，还一脚把老人的烟
摊踢翻了。叶笃正很气愤，上前质问，结果被国民
党兵带到省政府扣了起来。
叶笃正读中学和大学时，中华民族遭遇了战

火纷飞、民生动荡的厄运。1935年，日本侵略者
制造华北事件，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叶笃
正所在学校阻止学生出校，面对校方压力，同学
们都退缩了，只有叶笃正一个人走进了校长办公
室。为此，他差点儿被学校开除。事后，叶笃正在
谈到这件事时说：“我知道我有理，为真理而斗争
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彩云向着祖国飞

1943年，叶笃正在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史地
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我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
可桢先生慧眼识珠，推荐他进入中央研究院气象
研究所工作。这一年秋天，他考取了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气象学家、海洋学
家罗斯贝，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大气环流团队的
成员。1948年叶笃正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研
究助理。
由于叶笃正的勤奋和聪颖，留美期间，他发

表了十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这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他在美国《气象杂志》上发表的博士论文《大
气中的能量频散》，这篇论文被誉为动力气象学
的三部经典著作之一，并使叶笃正蜚声国际气象
界，迅速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
主要成员之一。
叶笃正的这些出色成绩，引起了美国气象局

的关注。美国气象局表示愿以优厚待遇请叶笃正
到美国气象局下属的研究部工作。但是，当时新
中国刚刚成立，叶笃正一心要回国参加建设。美
国气象局请罗斯贝教授劝说叶笃正留在美国，叶
笃正向罗斯贝诉说了自己的心迹：“教授，我要回
去建设我的祖国。中国在气象方面非常落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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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位立
志振兴中国气象学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罗斯贝
笑着同意了叶笃正回国的请求。
于是，1950年 8月 27日，叶笃正登上“威尔

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绕道香港回到了朝
思暮想的祖国。

对于叶笃正的回国，他的老师赵九章、涂长
望喜出望外，对他今后的工作作了精心的安排。
叶笃正担任地球物理所副研究员以及该所北京
工作站站长。

当时，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很低。天气动
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院士说：“很多人都知
道现在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了，但并不知道这是
我国建立起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功劳，更不知道
中国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是在叶笃正先生的支持
和指导下建立的。中国气象预报业务系统的逐步
完善浸透了叶先生的很多心血。”

1957年，叶笃正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东亚
大气环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了东亚环
流的季节变化，描述了影响东亚天气的主要天气
系统，以及西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就西藏
高原是热源还是冷源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这篇
论文发表后，在国际气象学界引起极大关注。50
年过去了，它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大都得到了实践
的检验。

叶笃正的另一个学术成就是创立了青藏高
原气象学。20世纪 50年代，在两次科考数据的基
础上，叶笃正开创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一个热
源、在冬季是一个冷源的学说。青藏高原的动力
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之一。
1959年叶笃正与他人合著出版的《西藏高原气
象学》和 1979年与他人合著出版的《青藏高原气
象学》，以及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在青藏高原所作
的艰苦卓绝的数十年考察研究，终于使青藏高原
气象学这门学科系统地建立起来。如今国际气象
学界在研究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时都接受并运用
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1985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成立，叶笃正
任主席。

2003年《世界气象组织通报》载文指出，叶笃
正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指出大
气化学研究的必要性，为全球变化研究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思想，如全球变化的可预报性气候和生
态敏感地带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

同年，世界气象组织向叶笃正颁发了世界气
象组织奖，表彰叶笃正在基础和应用两个方面作
出的重大贡献。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此殊
荣。

学术界对叶笃正的评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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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科学上的诸多
贡献，叶笃正荣获了 2003年度第 48届世界气象
组织最高奖“IMO奖”。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
歇尔·法罗曾用“广受尊敬、世界闻名”来赞誉叶
笃正的杰出贡献。

“叶笃正氛围”与“舞台学说”

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把叶
笃正尊称为叶老。
叶笃正的秘书崔桂云说：“几百个人的研究

所，很多研究人员都是叶笃正的学生，还有不少
是叶先生学生的学生。譬如，黄荣辉院士和黄刚
研究员父子俩都是叶笃正的学生，都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这在研究所里被传为佳话。作为晚辈，我
们跟叶老在一起，从来不用担心相处问题，他不
会因为谁资历浅而不重视谁，也不会因为谁声望
高而轻信谁。你可以轻松地跟他开玩笑，不同意
他的观点也可以直接跟他争辩。”

叶笃正从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在谈到他的学
术成就时总是要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
荣誉应该属于集体。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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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延晓冬给老师的这段话起了个名
字，叫“舞台学说”。

2005年在庆祝他 90寿辰的大会上，来自国
内外的科学家和他的学生争相发言，赞扬叶笃正
是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叶
笃正却说：“今天大家为我讲了很多好话，对我来
说，值吗？配吗？我不敢说。我希望在走完这一段
之后，能够配得上大家的夸奖。”

提携年轻科技人员，为他们脱颖而出开道，
是叶笃正的一贯作风。吴国雄院士现在只要一
谈到叶先生对他的培养，总有说不完的感激。他
于 1977年考取叶笃正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大
气物理研究所推荐他参加到国外学习的考试，
结果成绩合格。吴国雄犯愁了，去还是不去？他
舍不得离开恩师。考虑再三，他决定留在叶笃正
身边继续学习，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叶先生。没
有想到，叶先生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国
家封闭了很多年，国外在大气科学领域前进的
速度非常快，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到国外好好
学习先进的科学，学成之后再回来做研究工
作。”谈起这件事，吴国雄深有感触地说：“叶先
生的高尚就在这里，当时他非常需要人，但还是
坚持让我去国外学习。”

1980年，吴国雄在英国获博士学位，欧洲中
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希望他留在那里工作，他
立即给叶先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叶笃正在回
信中说：“‘欧洲中心’是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
人家削尖脑袋都进不去，你不应该放弃这个学
习的机会。”吴国雄铭记着恩师的嘱托，在该中
心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 1984年回到祖国。吴国
雄回国后，在大气科学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
贡献，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有时担心自己的选题
被别人抢去，影响自己出成果。叶笃正就批评他
们：“我说一句很苛刻的话，是没出息！应当从你
成功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应该怕人家抢了你的饭
碗。”
黄荣辉院士是深受叶老影响的学生之一，他

说：“有的学生在发表文章时，为了让自己的研究
成果显得更重要，会用到一些‘高调’的字眼，叶
老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改成
‘指出’就行了。”

无悔人生

叶笃正的夫人冯慧对叶笃正的人生轨迹产
生过重要影响。
冯慧出身于书香门第，两个弟弟冯康和冯

端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慧也曾就读于浙江
大学，于 1943年与叶笃正结为伉俪，1947 年赴
美国留学，1950 年和叶笃正一起返回祖国，后
来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研究员。66个春
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冯慧总是坚定地陪
伴在丈夫身边，他们互相照顾、互相扶持，一起
分享快乐、共同分担痛苦。叶笃正遇到过很多
次险境，冯慧总是以外向开朗的态度与丈夫一
起面对，渡过难关。
“文化大革命”中，叶笃正被扣上“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受
尽批斗之苦。专案组把叶笃正和夫人冯慧从家里
赶了出来，关进了专政队。叶笃正先是被关进了
牛棚，后来又进了“特务学习班”。专案组要他交
代特务问题，并问他在国外生活条件那么优越，
为什么还要回国，是不是领有特殊任务。许多人
还对叶笃正拳脚相加。夫人冯慧回忆说，那时叶
笃正确实很伤心。冯慧一有机会见到丈夫就劝他
说：“一定要想开，要坚持活下去。”对于“文革”带
给他的种种伤害，叶笃正没有过多的抱怨，他坚
信报效祖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叶笃正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当孩子们长大出

国留学时，叶笃正送给每个孩子两幅自己亲笔写
的书法。一幅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另一
幅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嘱咐孩子们身
在国外，心向祖国。
在日常生活的标准上，叶笃正是最没有要求

的。叶笃正夫妇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们衣着朴素，
一日三餐也很简单，保姆做什么饭就吃什么饭。
有的时候，保姆请假，同事们就看见叶笃正在街
边小贩跟前买一块钱两个的大包子带回家当午
饭吃。有时，到离家不远的小点心铺里买几块出
炉不久的糕点，对于叶笃正夫妇来说，就是很享
受的事情了。
现在，年事已高且与病魔顽强搏斗的叶笃

正，仍然没有停止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近年来
他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研究如何保持祁
连山冰川厚度，积蓄冰川固体水库。第二个问题
是水循环，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
水循环会怎样？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在什么地方，
怎么预防？第三个问题是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
中国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关键点，譬如三江源。三
江源是长江、黄河的源头，这些地方如果出了问
题则是关系到全国的大问题。
显然，他盼望后辈能够接过他手中的接力

棒，将他钟爱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人物介绍：

叶笃正，1916 年 2 月出生于天津市。

1940 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3 年

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 年 11 月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气象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

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

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

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0 年 5 月 4 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先后发

布公报通知国际社会，将国际编号第 27895

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叶笃正星”。

站在珠峰之巅
———记大气科学家叶笃正院士

郑哲敏：有探索才会有创新
姻本报记者 洪蔚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是我国爆炸力学的

专家，也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两
钱”学生，他在钱伟长的课堂上第一次接触了现
代力学；在钱学森的叮嘱下，走上了爆炸力学的
道路。而让人意外的是，记者在采访中才知道，这
位国际著名的爆炸力学专家，在取得博士学位回
来参加祖国建设之前，连炸药都没有接触过。

名师门下

郑哲敏 1924年生于济南。父亲郑章斐念过
几年私塾和小学，后来进城当学徒，进而经商开
厂。他崇尚实业，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更多的上学
机会，因而全力支持和鼓励子女用功读书，教育
子女中规中矩、修身养性。这给幼年时期的郑哲
敏带来深远影响。

1943年，郑哲敏以理工科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改学机械
工程系。他喜爱物理，愿意为同学答疑释难，自己
也从中得到了提高。
第一次接触现代力学，是在钱伟长的课堂

上。那是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西南联大
解散。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除了化工专业外，全
部归入清华大学。
那时，国内大学的工程基础还没有跟上国际

前沿。因此，刚开始接触钱伟长的“近代力学”课
时，郑哲敏感觉很新鲜：“钱先生的课是我走上研
究力学道路的启蒙。从那开始，我才真正接触了
现代力学。”

1948年，24岁的郑哲敏考上国际扶轮社的
留美奖学金，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
州理工学院学力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郑哲敏做
了钱学森的博士生，进行热应力方面的研究。
从力学到爆炸力学，是郑哲敏科研人生的重

大转变，与他在回国前导师钱学森的叮嘱不无关
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对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希望。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
后，他即着手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
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
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
临行前，钱学森找郑哲敏叮嘱道：“回国后，

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番话郑哲敏
牢记在心，奠定了他人生旅程中科研与国家关系
的基础。
刚回到国内，中科院力学所还没有成立，郑

哲敏到中科院数学所设立的力学研究室工作。几
个月后，钱学森也冲破阻力回到祖国，创建中科
院力学所，郑哲敏参加了力学所的创建工作。

1955年 10月，力学所组建之初，钱学森就提
出“每个组的研究方向要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问
题”。
不久后，郑哲敏出任力学所弹性力学组组

长，“围绕国家重大问题”，他开始进行水坝抗震
的研究。1958年，又领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
证。

爆炸力学的开拓者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他应邀参加了周恩
来总理宴请科学家的盛会。总理在祝词中恳切表
示，国家建设要依靠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郑哲
敏开始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他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

理论和应用。
经过 3年的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

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
导弹零部件，使爆炸成形成为以科学规律为依据
的新工艺，获得 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
在同一时期里，他还指导另一研究组在爆破

技术方面开展研究。通过爆炸成形和爆破的研
究，郑哲敏在力学和工程技术之间搭建了一座桥
梁。

1960年，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
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他
所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

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
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
作等。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预研，郑哲
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并主动考虑地下核爆
炸威力的预报问题。1965年，与国外同时，他和
解伯民独立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
体弹塑性体模型。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郑哲敏就曾提出过
用室内小型枪击试验可以代替实弹靶场考核的
建议，并且准备探索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应用到
穿破甲机理研究中去，以改进我国兵器的落后面
貌。70年代初，珍宝岛战役打响，为改变我国常
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开始组织力量研究穿
破甲机理。经过 10年努力，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
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
性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炸和
穿破甲研究上的贡献，1982年郑哲敏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郑哲敏说，从上世纪 70年代起，我国爆炸力
学的规模逐步扩大起来。
出于对爆炸事故和灾害的关切与忧虑，从上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郑哲敏便着手组织气相燃
烧和爆炸、粉尘燃烧和爆炸的研究，紧接着又开
始煤与瓦斯突出、森林火灾的发生和防治等课题
的研究。煤和瓦斯突出事故在我国煤矿频繁发
生，由于现象复杂，世界上主要产煤国家都对此
进行了长期研究，却鲜有解决之道。

1982年，郑哲敏发表了《从数量级和量纲分
析看煤与瓦斯突出的机理》一文，对我国历年发
生的大型突出事故从力学角度作了分析。此后，
他领导的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定性地
揭示了突出的主要过程和特征，为一个重要的实
用突出判据提供了理论说明。

科学的目标是探索

郑哲敏一向坚持“科学院不抓基础研究是站

不住脚的”这一观点，他认为力学的基础研究应
该成为力学研究所的一个主攻方向。经过多年酝
酿和准备，1988年 6月，力学所正式成立了“非线
性连续介质开放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研
究方向和内容是：研究探索连续系统动力学中的
非线性效应，特别是下面几个具有重大应用前景
的课题，即固体材料的非线性力学性质、湍流与
稳定性、非线性波理论、分离与旋涡，以及环境与
灾害力学中的若干基础问题等。
郑哲敏在组织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着

意营造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定期组织各种相关
学术会议，有计划地组织、邀请综合或专题学术
报告，以把握学术最新方向。他把召开学术会议
看做是短兵相接的讨论，是最能开动和启发创造
性思维的手段。
如今，郑哲敏肩上的科研重担减轻了许多。

然而，他对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却没有停
止。
科研的担子轻了，就有了更多时间去阅读。

他偏好史学、哲学读物，也喜欢思考涉及史学、哲
学的问题。大概和自身经历相关，郑哲敏的阅读
较多地集中在自然哲学、欧洲史、科学史等与科
学相关的领域。
通过广泛研读历史，并回顾思考师辈与自身

亲历的科研历程，郑哲敏对目前我国科学界面临
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深刻而中肯的见解。
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

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在这种精神
的指引下，欧洲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现
代科学等多次对人类文化影响深远的“质变”。纵
观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因“探索”而
引发的质变相对不足，探索精神的相对薄弱，是
造成我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
以钱学森的科学历程为例，郑哲敏认为，钱

先生心中理想的科学进程应当是：技术科学要
应用和发展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理论手段，来解
决工程面临的实际问题，科学要以新的概念、技
术和方法来带动工业前进，并促使它不断发生
质的飞跃。

人物介绍：

郑哲敏生于 1924年，著名力学家、爆炸
力学专家。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研究，开拓和
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1980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1993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
籍院士。

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非线
性连续介质力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力学
学会理事长，力学学报主编，中国科学院海
洋工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
技术科学部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