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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科技楷模顾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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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顾震潮潜心一志在国家重大需求与科技前沿的交汇点上开拓创新，重 “国之大

者”，研国之所需。一方面为国家建设与国防科技作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为中国科

技界树立了为学为人的光辉榜样。其非凡的人格魅力、科学精神与科技才华，将恩泽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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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以外鲜为人知的顾震潮 （１９２０—１９７６），
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家，虽英年早

逝，但他一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领衔承担多项

国家重大任务，成为创造过人生传奇与科学奇迹

的科技楷模。１９５０年，在世界气象学大师罗斯贝
（Ｒｏｓｓｂｙ）指导下，顾震潮已经完成了被誉为计算
机数值天气预报先声的博士论文主体，只因响应

新中国召唤，放弃博士课程学习与论文撰写，从

瑞典提前归国。１９５２年，只有３２岁的顾震潮出任
“联心”（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合

作成立的 “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简称 “联

心”）主任，成为掌管全国军、地天气预报的最高

领导与首席专家。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
水，在抗洪关键时刻，拍板断定暴雨不会继续，

避免了武汉和荆江分洪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他不是军人，却两次荣立一等军功。他英年早逝，

未能遴选院士，却被大气物理与气象科技界三代

权威科学家心悦诚服地推为科学大家 （如前辈

——— “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同事———国家最

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后学———国家最高科技奖

得主曾庆存）。他无意于当哲学家，却为后人留下

科技哲学的无价之宝——— 《顾震潮谈科学研究

（手稿）》。他秉性率真如松柏，人格魅力数十年不

减，留给熟识的人长久而温情的回忆。

顾震潮先生是笔者大学时代的老师，是中国

科学院的一面旗帜。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０日，《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前身）用整整三个版面的长篇专

文，介绍顾先生的先进事迹。当时读后，激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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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钦佩不已。数十年后重读此文，依然深受教

育。直接的感受与间接的材料，共同促成了拙文。

对于高山仰止的大师，只是略窥而已。

一、青史可鉴的使命践履

与在象牙之塔里从事纯粹基础科学研究的书

斋型科学家不同，也与大量从事实际工作的科技

专家有别，顾震潮兼有纯粹科学与应用科技双重

科技价值观，并具备数理方法与应用才能两种科

技才华。由此造成顾震潮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

里璀璨夺目的丰硕成果与才华横溢的科学风姿。

其中，最感人的篇章是他对新中国气象保障现代

化的全方位提升与开拓，及对当时军事斗争、国

民经济与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的不朽贡献，这些

都鲜明地体现了顾震潮重 “国之大者”、研国之所

需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担当。

（一）军地 “联心”的奇功殊荣

１９４７年赴瑞典师从世界级气象学大师罗斯贝
攻读博士学位的顾震潮，选择了刚刚起步而前景

无限的数值预报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１９５０年１
月１２日，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收到了来自新中
国军委气象局长、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的邀请信：

“国内一切事业都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因

此希望国外的许多有新人生观的同志赶回国内参

加奠基工作。气象方面的建设尤盼你们早日回来

参加！所幸的是，大部分气象工作者是爱国的，

一部分是先进分子而具有高度的技术，这是祖国

气象事业最宝贵的资产……我们感觉人才缺乏

……最迟希望你五月底回到北京。”［１］２１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６日，又收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所长、著名气象学家赵九章的邀请信：

“国内一切已上轨道，正吾辈有所作为之时，

万不可逗留国外也。”［１］２１

顾震潮连收两信后，不再迟疑，立即放弃博

士学业，决定应召归国，参加新中国气象事业的

开拓奠基，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回到祖国怀抱。与华罗
庚、丁文江、李四光、涂长望、陈寅恪、徐悲鸿、

钱钟书等看重内涵、不重形式而有真才实学的留

学生一样，有高度的自信而不在意博士学位，此

时的顾震潮，虽未完成博士学业，但已站立在世

界气象科技前列，不仅掌握了２０世纪挪威学派的
气团、气旋、锋面理论及方法，芝加哥学派的长

波理论及方法，而且成为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数值

预报的开拓者之一，并能熟练地运用天气图进行

分析预报服务。气象科学方法之外，顾震潮还有

敏锐的气象问题意识，不仅关注国际气象学界普

遍关注的欧洲、北美天气分析预报问题，而且关

注万里之外东方中国特殊的天气分析预报问题，

并于 １９４９年在国内 《气象学报》上发表了论文

《中国西南低气压形成时期之分析举例》［２］１２。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年青的顾震潮在天气系统的分析

预报方面，已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涂长望与

赵九章两位前辈诚邀顾震潮并寄予厚望自在情理

之中。

顾震潮归国前，中国气象领域有两个部门：

一是军委气象局，主要负责当时急需的天气预报

服务。“因军事上迫切需要，及当时人力及器材缺

乏，不可能在政府及军队同时建立两个气象系统，

因而划为军委领导，重点为国防，特别为空军服

务，兼顾经济建设服务。”［３］二是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集中了一批高水平的气象专家。１９５０
年５月，顾震潮归国后隶属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
院地球物理所合作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

即 “联心”，顾震潮任 “联心”第一副主任。一年

多以后 （１９５２年春开始），年仅３２岁的顾震潮出
任 “联心”主任，成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天

气独特而科技落后的东方大国军、地两方天气预

报的总负责人和首席预报专家。

当时中国的天气预报业务基础非常薄弱。“那

时的预报组，真是一穷二白，天气信息情报及有

关的资讯图表极少，每天只有两张亚洲部分地区

的地面天气图及一张间接推算的３０００米高空图，
图上测站稀疏，还有不少是成片的空白，除为飞

机场提供预报和实况，并答复有关部门的一些咨

询外，对公众的天气预报服务，只是按老规矩，

每日在报纸上有不足豆腐干大的一块空间以及气

象台的小黑板上发布北京 （不分城郊）２４小时内
的天气预告。”［２］４５面对如此落后的状况，从世界气

象中心之一北欧归来的顾震潮，以忘我的奉献精

神开拓创新。据当时与顾震潮并肩战斗的 “联心”

副主任陶诗言院士回忆，“从接受攻克天气预报任

务的第一天起，顾震潮就一个心眼地扑在事业上。

当时资料奇缺，国外的一些预报方法难以使用，

中国的天气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必须做大量开

创性的工作。他带领大家不断学习国外的新成果，

并结合我国实际去创造新办法。他亲自动手，观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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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天气，培养预报员，看电码，填天气图和作分

析，逐个地建立各种天气预报办法。随着我国气

象台站的迅速建立，我国的寒潮预报、台风预报、

暴雨预报、霜冻预报和中期降水预报等陆续发

布了。”［４］４２

气象基础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的突飞猛进，

使 “联心”在军地两个战场上屡立功勋。“在抗美

援朝的伟大斗争中，气象预报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在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收复沿海岛屿、巩固国防方

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次，这些预报工作还

直接服务于农业、水利、渔业、盐业、工矿和交

通等部门，在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中

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大减小了灾害性天气给

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４］４２

而百年一遇的１９５４年长江暴雨洪水时期的准
确天气预报，更使中华民族的抗洪史与建设史永

远铭记 “联心”与顾震潮的功勋。“１９５４年夏季，
长江中下游连日暴雨，江水猛涨，武汉告急，水

位已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洪水严重威胁着沿江城

市，党中央负责同志亲自过问关注， ‘动员起来，

战胜洪水’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时的

关键问题是要回答雨还下不下？水位还上不上涨？

如果雨还要继续下，水位还要上涨的话，武汉等

地就有淹没的巨大危险，那么中央就决心用荆江

分洪来保护华中重镇；反之，非但不必分洪，而

且可以减少千万顷良田的重大损失。此时此刻，

可靠的中期降水预报就是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依

据。顾震潮以及他所领导的 ‘预报中心’面临着

极为重大的考验，稍有失误，后果就不堪设想。

在此严重的关键时刻，他们日以继夜地应用这几

年刚建立的预报办法，反复分析研究，最后判断：

暴雨不会再下，江水不会再涨。预报成功了，武

汉三镇保住了，千万顷良田结出了丰硕的

果实。”［４］４２－４３

顾震潮领导的这一天气分析预报团队，对

１９５４年长江中上游暴雨与洪水的准确预报，不仅
是青史永垂的中华民族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伟业

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乃至

世界天气预报史上精彩的神来之笔。对暴雨，尤

其是连续大到暴雨的准确预报，不用说是近７０年
前科技落后的中国，即便是今日掌控巨型计算机、

气象卫星、测天雷达等先进设备，并有众多数值

天气预报方法及经验的先进团队，面对中期暴雨

预报也无绝对的胜算。当年的顾震潮率领的天气

预报团队，可谓是 “独树花发自分明”，创造了超

越时代的科技奇迹。这主要依赖于顾震潮等专家

的天分、学养与踔厉奋发的精神，自然也要感谢

上苍的眷顾。顾震潮作为兼擅杰出大气物理学家、

优秀天气预报专家双重素质与能力的人才，其超

越时代的水平，及其与一般天气预报员之间的巨

大差距，可从不久前 《中国科学报》关于中央气

象台天气预报状况的专题报道中略见一斑：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

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６万多个，数
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

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的完全准确。

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

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

手段。”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这是中

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

日前接受 《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 “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

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

的生力军。”［５］

顾震潮团队在六十多年前，在简陋的设备、

有限的数据的基础上，以高超的主观分析判断准

确预报极端天气现象的成绩与能力，仍为今日绝

大多数天气预报员无法企及，尽管他们可以运用

数值预报的结论。这与当前人工智能方法在超越

常规的情况下不逮高水平专家有同样的深层原因。

人的因素第一，顶尖人才资源异常稀缺与宝贵，

洵非虚言。

顾震潮领导的 “联心”，是中国气象史与科技

史光辉的篇章。１９５５年，在圆满完成 “联心”历

史使命后，顾震潮回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因 “中国天气研究”荣获个人一等奖。

（二）核武试验的测天择时

原子弹研发工程，是当年中国科学院最重要

的工程，各相关研究所无不派出最优秀的科学家

参与研发。地球物理所派出了顾震潮、叶笃正、

陶诗言等业务拔尖而又年富力强的阵容。顾震潮

于１９６４年６月进入核试验基地，为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作气象保障。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这项特殊的气象保障
业务在国内当属空白。另外，位于新疆塔里木盆

地东部茫茫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场区及其周围，既

无历史气象资料可供分析，也没有针对这里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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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报经验可供借鉴……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地表

状况使天气系统在这里复杂多变。正是在这样严

峻的形势下，顾先生毅然承担起了当时中国科学

院天字第一号的 ２１号任务中有关的气象保障工
作。”［１］１２１当时尚无气象卫星，又无数值预报计算结

果，只有带无线遥测系统与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的

高空气象火箭作探测工具，且无足够的地域性气

象资料，仅在爆心附近及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建

起了一些气象站［６］。场区生活条件艰苦，喝的是

苦咸水，住的是帐篷，缺少新鲜蔬菜，还要面对

风沙、烈日等恶劣天气。就在这样艰难的工作、

生活与天气条件下，为核试验气象保障把关的首

席科学家顾震潮，创造性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顾震潮同志首先听取了基地气象室关于核试

验气象保障各项准备工作的介绍。对气象室完成

的 《好天气过程预报模式》进行仔细审查。他一

方面肯定了模式做得不错，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不

足。后来他亲自翻阅历史天气图、月总薄、天气

实况演变图，并带领大家找预报指标，从而使气

象室掀起了找指标的热潮。他个人也找到一些指

标，并向预报人员讲述了找指标的方法，结果是

气象室中期组就有中期预报指标，短期组也有短

期预报指标，甚至每个人还有每个人的指标，其

中既有好天过程指标，又有单项要素指标，这些

都对提高预报质量起了很大作用。”［２］６１

除了指导基地气象室同志深化和提升传统的

经验预报方法与资料统计方法外，顾震潮又基于

深厚的动力气象学与丰富的天气理论知识，启发

预报员开阔思路，用天气系统的 “多层模式”分

析方法取代简单的 “一层模式”分析方法：“在做

预报时，预报员习惯用５００ｍｂ图对槽脊作平移外
推，对槽脊的发展只看冷、暖平流或辐合、辐散

等，基本上是 ‘一层模式’。他指出，在分析形势

发展演变时，不仅要看 ５００ｍｂ，还要看 ７００ｍｂ和
３００ｍｂ等其他层面上的情况 （约等同于大气天气

层的高空、中空与超高空———引者），并要注意分

析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在他的启发和指

导下，预报员也逐渐学会了这种方法，并掌握了

‘多层模式’的一些定性预报规则，从而提高了形

势预报的水平。”［２］６２－６３

在顾震潮忘我精神的感召与气象理论的启迪

下，基地天气预报水平不断提升，正式试验用的

原子弹也于 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 ４日运到基地。１０月 ６
日，成立了以张爱萍为首的核试验委员会，是为

首次核试验的前线总指挥机构。５７名委员中，除
了顾震潮，还有著名科学家朱光亚、程开甲、王

淦昌、王大珩、邓稼先等。１０月９日，核试验党
委根据气象预报，将首颗原子弹试爆时间定在１０
月１５日至２０日间，张爱萍随即派专人专机赴北京
向周恩来报告。周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批示：

“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１０月１５日到
２０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
期和时间。”［７］２６２－２６３

中国首次核试验，经历前期中央决策、机构

组建、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创新等长期准备，至

此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时试验场区里，

顾震潮的临门一脚功夫成为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焦

点。“１０月１４日１９时１９分，原子弹安全吊上铁
塔，场区各方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天气是关

键。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同志与气象专家顾震

潮等，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经几次订

正，发现１６日比１５日天气好，因此预定１６日８
时为 ‘零’时，到１５日凌晨３时，又研究确定１６
日１５时为 ‘零’时，并报经周总理批准……１２时
３０分，总理批示。”［７］２６３－２６４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成功。

在近半个世纪前，在现代气象探测工具与数

值预报尚不完备的条件下，顾震潮与基地气象预

报员呕心沥血，以过人的勤奋与智慧，依靠有限

资料、传统经验与精深理论相结合基础上的超水

平发挥，将只有短期气象资料积累的局域定点天

气预报精确到小时等级，是令人惊叹的气象预报

奇迹。须知，定点精确到小时的超短时天气预报，

在有先进探测工具、数值预报结果、长期资料及

经验积累的今天，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科技

难题。１９６４年１０月，顾震潮荣立个人一等功。
顾震潮又于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与１９６６年５月９

日成功完成第二次与第三次核试验气象保障任务。

在试验圆满成功后的一次庆功时，张爱萍副总长

向再次荣立一等功的顾震潮敬酒，并诚邀人到中

年的顾震潮参军［１］１２３。顾震潮虽然没有直接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队伍，但对中国国防科技

事业的重大贡献与奉献精神，将永垂史册。

（三）人控天气的科学探索

１９５６年制订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时，“钱学森提出将人工降雨试验作为重点项目列

入规划；涂长望、赵九章积极支持，并愿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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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毛泽东主席也重视这项工作，１９５６年１月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当面向涂长望提出了对气象人

员的希望。涂长望重点考虑的是人工降雨试验的

落实。”［８］１９５８年，根据组织安排，顾震潮的工作
从数值预报的理论研究转到人工降雨的应用服务

研究。“顾震潮毅然地把这副重担子挑了起来。”［９］

顾震潮接受这项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任务后，一

方面筹划与任务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方向及课题；

一方面又将气象服务工作从人工降雨扩张到人工

消雾、人工防雹、森林雷电预防、雷暴灾害测防

等领域。

顾震潮如同当年领导 “联心”一样，在新的

气象服务工作中，深入一线，亲历亲为。１０多年
的时间里，他跑遍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东、

中南、西南的许多地方。他的工作环境，有高空、

平地，有森林、山地，有乡村、城市，在大兴安

岭、祁连山、昔阳大寨、重庆、长沙、上海、泰

山、衡山、黄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踪迹。由同事

记述的这位有名望的杰出科学家在现场一线的艰

辛与情怀，今天读来仍令人钦佩和泪目：１９５８年
祁连山人工降水试验时，“正是夏末秋初，很少碰

到层状云……一般到下午才出现积云，云底又很

高，要飞到６ｋｍ才能接触到云，一次飞行要４小
时。飞机机舱不密封，４０００ｍ以上都要吸氧，入云
后飞机颠簸强烈，一次飞行要经历地面到高空超

过５０℃的温差，对体力的消耗很大。顾先生从始
至终都亲临第一线，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几乎

每次试验都上飞机，记得有几次在离祁连山顶只

有几百米的高度上试验，颠簸十分厉害，很多人

都吐了，这时候顾先生争着每次都上飞机，让高

空反应大的同志留在地面。”［２］７９

在人控天气的科学探索中，顾震潮的工作繁

忙且辛苦，既是大家的理论指导，又是团队的组

织指挥，还积极参与现场试验，并且是眼光独到、

理论总结的高手。１９６２年，顾震潮承担了东北大
兴安岭森林雷电火测防任务。“在内蒙古牙克石建

立了雷达站，对可能产生雷击火的雷雨云进行观

测……我们把综合的探测结果报给指挥部，防火

部门再指导飞机搜索，尽早地发现火灾，并及早

采取扑救措施。顾震潮就是这项工作的主持人，

我们连续三年在牙克石推行观测，不仅积累了大

量的科学资料和防火手段，而且改变了当地林业

部门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雷击火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２］１３４－１３５

二、才华横溢的科学大师

顾震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

勤奋好学，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尤

爱自然科学，能辨认许多星座，喜欢做物理、化

学实验。父亲顾执中是有名的新闻记者，创办了

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并想让儿子从事新闻工

作，顾震潮初中毕业后，即就读于父亲的新闻学

校，毕业后又由父亲推荐到香港当记者。但是，

顾震潮志在科学，半年以后赴重庆考入中央大学

数理系，后转入地理系气象专业。１９４２年毕业时，
是气象系４名毕业生中唯一的甲等优秀生。１９４３
年，考取西南联大研究生院，成为著名气象学家

赵九章的第一位研究生。当时，各背一个大书包，

在校园里边走边争论问题的杨振宁、黄昆和顾震

潮，是西南联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１９４５年
研究生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助理

研究员，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气
象系攻读博士，师从世界气象学大师 Ｃ·Ｇ·罗斯
贝。出国留学以前，顾震潮已在气象学领域崭露

头角，展示出非凡的才华与学术前景。２７岁时已
在国内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１０篇论文，其中与赵
九章先生合作发表于 《气象学报》 （１９４７年）的
论文 《蒸发方程及其新解》，显示出深厚的数理功

力与优异的创新能力。瑞典留学期间，在罗斯贝

指导下，又很快进入当时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数值

天气预报领域前沿。应召归国后的顾震潮，除为

军事与国民经济的气象保障作出不朽的重大贡献

外，还在大气科学领域做了一系列开拓性与奠基

性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超越具体科研范畴的科学

思想与战略思维层面有深刻的探索与独到的见解，

成为罕见的集专门科学家、科学思想家与战略科

学家于一身的复合型科学大家。

（一）大气科学家

著名大气科学家巢纪平院士曾为 《中国现代

科学家传记》撰写顾震潮传，从学术创新的视角

指出顾震潮大气物理研究的四大贡献：一是首次

提出无脚锋面的概念。 “国际气象学界和天气预

报，都沿用２０年代挪威气象学派的概念，根据冷、
暖气团间的温度差来分析锋面的位置。顾震潮在

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工作期间，经多次实践后

指出，由于中国地形复杂，湍流和对流强，气团

容易变性，两个气团之间的温度差在地面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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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将挪威气象学派的锋面概念搬到中国来，

并指出可以根据风的切变大小来分析锋面位置

……无脚锋面的概念已被数值模式的模拟结果所

证实。”二是关于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和天气变化

影响的研究。“顾震潮指出，由于青藏高原呈椭圆

形，西来的气流遇到青藏高原时，除爬越外，也

可以从高原的南北侧绕过去……当气压槽经过高

原北坡时，移动速度加快，当经过南坡时，移动

速度变慢，这样所产生的天气变化也不同……他

和叶笃正首先提出，青藏高原虽然被雪覆盖，从

热量收支平衡的观点看，在夏半年是一个热源，

并影响东亚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和季风的爆发。”

三是暖云降水起伏理论和云雾物理完备方程组的

建立。“北欧气象学家发展起来的云形成的冰晶学

说为基础的冷云降水理论，不能照搬到中国来

……顾震潮和周秀骥首次提出暖云降水的起伏理

论，这一理论得到国内外云雾学界的好评……６０
年代初，顾震潮首次把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结合

起来，建立一套云雾发展的完备方程组。”四是提

出数值天气预报的历史资料演变方法。“１９２２年，
英国Ｌ·Ｆ·理查孙首次提出天气预报可以在初始
时刻的气象要素已知时，用数值化求解流体力学

方程组的方法求出以后时刻的气象要素场。通常

称这样的方法为数值天气预报的初值问题。５０年
代初大型计算机问世后，初值问题的数值预报方

法已被国际上广泛使用。５０年代末，顾震潮……
首次提出把历史资料应用到数值天气预报中，称

为数值天气预报的历史资料演变法。顾震潮提出

的这一新方法，在６０年代已被他的学生丑纪范、
杜行远实现，作出了 ２４小时和 ４８小时的数值
预报。”［１０］

巢纪平院士在严格的学术规范标准下，概括

了顾震潮关于大气科学领域的四大学术创新，这

是对世界大气科学的四大原创性学术贡献。巢纪

平先生所言之外，还须强调的是顾震潮于１９５８年
提出的数值天气预报新思想，即是今日国际数值

预报主流方向 “四维同化”的核心思想，而西方

直到１９７９年才提出类似的思想。任何一位大气科
学家，只要有上述任何一项原创，都会在大气科

学界声望卓著。令人遗憾的是，顾震潮英年早逝，

没有机会遴选院士与获得国家重大奖项，惟有大

气科学界及有关人士知悉顾震潮的重大科学贡献。

但是，这些重大贡献与顾震潮的英名不会褪色，

并将在中国科技史与世界大气科学史上永远地

传承。

值得关注的是，顾震潮上述四项重大科学创

新中有两项不是源于学科体系内生的科学问题，

而是源于任务导向衍生的实际问题。无脚锋面的

新理论，直接源于 “联心”时期气象保障任务，

因此提升了天气预报准确性的需求。在欧洲传统

的气团、锋面分析方法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天气系

统的情况下，从天气预报的实际需求中产生了新

发现和新理论。暖云降水理论与云雾物理方程组，

则源于人工降水任务衍生的云雾物理研究课题。

顾震潮的科学创新实践表明，基础理论的突破有

两条路径：一条是从学科体系内生的科学问题出

发；另一条是从任务导向的实际研究中发现的科

学问题出发。毫无疑问，应用基础理论的创新，

任务导向的实际研究也是重要的源泉。顾震潮既

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又有承担重大任务的勇气与

能力。

其实，顾震潮的科学贡献远比巢纪平院士所

述丰富。顾震潮科学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

任务导向型的工作和研究中度过的。尽管依靠优

异的天赋、过人的勤奋与良好的环境作出了许多

一流的科学创新成果，但是有大量的科技创新处

于半经验半理论状况，而未能臻于成熟完善的理

论境界。例如，１９６１年夏，为解决湖南地区的旱
情，顾震潮率领一个人工降雨试验课题组赴长沙，

开展飞机人工降水试验。经多次高空作业实践，

顾震潮 “很快总结出一套试验方法，如选择相近

两块发展较好的积状云，从中间穿越撒盐粉，降

水效果最佳。”［１］１３２１９７１年，顾震潮又在山西昔阳
的防雹试验实践中，“探索以太原的探空资料进行

昔阳的短期冰雹天气预报，经过几年逐步改进，

昔阳冰雹天气预报有较高的准确率，对那时昔阳

的防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当时全国各地尚未开

展冰雹天气预报业务，由于老师将这工作进行推

广，使得后来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冰雹预报业

务。”［２］９９顾震潮还尽可能将一线的天气预报或人工

控制天气的个体性经验，提升到理论水平，如

１９６２年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对流性暖云人工降水

作业中撒药部位与撒药颗粒对撒布效率影响的初

步理论研究》的论文。顾震潮在论文结尾对这一

研究所处的初级阶段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承认，

上面这些理论计算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作为这

方面理论工作的开始，还不能一下子就研究得比

较完善。因为我们不论在南方自然云雾降水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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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测分析上，还是人工降水实践和理论分析上

都缺经验。但是本文中的估计还是可以参考

的。”［１１］象顾震潮这样积极应对国家重大现实需求

的杰出科学家的一些半经验半理论的研究工作，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值得研究。我想，对于在实

践中有效而理论上尚不完善的研究工作，应予充

分肯定。事实上，科技成果与知识体系包含三个

部分：可以交流、受到公认的有普适理论价值的

部分；半经验、半理论性的尚待继续发展完善的

部分；默存于个体经验中的一些独门诀窍。巢纪

平院士的传记，精辟记述了顾震潮第一部分成果

的主要方面，但没有记述其已经发表的大量密切

联系实际的研究性工作，这是传记的不足之处。

而顾震潮本人未全面记述其天气预报及人工

影响天气试验中独特而珍贵的个体性默存经验，

则是中国大气物理学与天气预报事业的损失与

遗憾。

（二）科学思想家

顾震潮作为杰出的一流科学家的形象世所公

认，其人文艺术方面的才华也令人惊赞。在两张

原子弹基地气象处所赠西北苍凉山景照片上，精

于摄影又有诗人情怀的顾震潮，分别以唐代贾岛

与杜甫的诗句题照：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在阅读中

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著作时，他发现疏误而去

信纠正，因此在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

的再版序言里，“范文澜先生提到感谢顾震潮同志

来信指出疏误。”［１］１５１但是，顾震潮的才华不仅体现

在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两极，在二者相交叉的科

学思想领域，顾先生广博精湛的思想，至今远未

被充分挖掘、阐发与发扬。人们只知顾先生是大

气科学与气象事业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却不

知顾先生还是中国科学思想的开路先锋与一代

大家。

顾先生丰富精彩的科学思想，一方面广泛散

见于其科学著作与同事、学生的纪念文章中；另

一方面又集中在记述其心得见解的 《顾震潮谈科

学研究 （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中。这一

著作虽未能在其生前整理出版，犹似随笔式的散

论，但它填补了中国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之间的不少思想空白，有真切的独到见解，并贴

近自然科学，不仅在中国一流自然科学家中绝无

仅有，而且令科技哲学界的专业人士钦佩不已。

《手稿》一方面基于科技史的大量案例，另一方面

发自顾先生丰富的科研实践与深厚的学术功底。

同时令人惊讶的是，著作写于１９６４年前后，在西
方科技哲学智慧几乎与中国学界完全隔绝的条件

下，顾先生独立地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其中国风格的科学思想方法

中有不少提法，与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精华有异

曲同工之妙。顾先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关于科学思
想的思考与见解，不仅是中国科技史的杰作，也

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生的科技哲学的先声。顾先

生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史家与中国科技哲学的先驱。

《手稿》全文约三万字，本文结合其他相关论著，

就其主要思想作一简要述评。

１研究特殊性
《手稿》紧密结合气象科学研究的历史与实

际，深入发挥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观

点：“要搞出东西来，就要抓住中国气象的特殊性

……并且提高到原则高度，从中看出普遍意义，

也就是抓住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丰富一般性

……我们有我们的特殊问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是中国的问题，或在中国解决问题，或者问题不

同，或者角度不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它的

特殊性，不是国外所遇到的那类问题，也不是他

们那样角度所看到的问题。我们创造性地解决这

些人家所没有的问题，我们就有特殊贡献，特殊

成就，把这种特殊成就进一步总结提高，就会丰

富气象的普遍理论。因此，中国气象学家要抓中

国环流、中国天气、中国云雾、中国气候、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气象问题……我们过去就抓西

藏高原，抓东亚寒潮，抓梅雨。任何气象普遍理

论都是由特殊东西出来的，藤田 （日本气象学家

———引者）的中尺度天气系统先是日本的，后是

美国的，我们有的用了。同样，中国天气中的东

西，也可以搞出普遍性的，为什么总只有我们用

他们的，验证他们的结果，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跑

得满头大汗，又永远跟不上呢。”［２］３６９紧盯中国气象

的特殊性，注重解决中国气象的特殊问题，顾震

潮科学生涯自始至终目标明确，路径不偏。顾震

潮早在瑞典留学期间，就在国内的 《气象学报》

发表关于中国西南低气压形成的论文，归国以后，

无论是任务导向的 “联心”气象服务、核试验气

象保障、人工控制天气的科学试验，还是自主从

事的数值天气预报研究，都是从不同角度解决中

国气象特殊问题的科学研究，并力争从中提炼气

象普遍理论以更好地指导特殊问题的研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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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世界气象学理论作出中国的贡献。

２注重直接经验
顾震潮作为杰出科学家，掌握那个时代气象

学家的顶尖数学物理理论与方法，但是顾先生强

调象牙塔中的科研人员要注重气象方面直接经验

的积累。这是实践第一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运用，

也是顾先生切身体会的宝贵传授：科学研究与气

象服务中许多独特的敏感性源于个体独特的直接

经验。如顾震潮在数值预报研究中引入天气图分

析方法，这一领先世界的学术思想，是因为５０年
代初在 “联心”工作时期，运用天气图分析方法

预报天气曾有很好的效果。据顾震潮同事和家人

反映，顾震潮经常边走路边看天观云，对天气现

象有细致入微的直接经验。女儿顾汛回忆说：“有

一年夏天，西边天阴得很厉害，眼看就要下大雨

了，父亲跑到阳台看云，但由于周围楼房和树木

的遮挡看到的范围较小，父亲想了一下，回家拉

上我就直奔３３２车站。我问父亲去哪？ ‘去颐和

园’，父亲回答时一脸兴奋的样子。这时已经开始

起风了，人们都在往家跑，只有我们往外跑。车

到颐和园时，已是狂风大作，地上的尘土和树叶

都被风卷起打到脸上，父亲全然顾不上这些。下

车后，只身在前面一路小跑，进门直奔昆明湖岸

边一幢房子，站在这，向西望去一片开阔地带，

真是个看天观云的绝妙好地方。此时抬头远望，

整个天空乌云翻滚着，场面十分壮观。几分钟以

后，一道闪电划过，暴风雨来了……此时父亲依

然探出身子抬头观云，完全不顾半边衣服已被淋

湿……后来，我了解到这个看雨的地方叫藕

香榭。”［１］１５０

重视直接经验的积累，不仅因为从事科学研

究的切身体会，而且基于科学史的反面案例。顾

震潮曾指出民主德国前科学院副院长、气象动力

学理论家Ｅｒｔｅｌ的教训：“他从不看天气图，从不参
加天气实践，只凭数学物理知识，拿了一个小本

子，到散步时有 ‘灵感’就记下来，搬用数学物

理上的一些方法，如 ‘推迟势’ （电动力学上搬

来），‘奇异平流’等。但计算了一大堆，站住脚

的很少，经不起考验。”［２］３８３顾震潮这一质朴的科学

思想方法，曾深刻地影响后学的成长。吕达仁院

士回忆说，顾震潮先生教导我：“要从研究对象本

身中去提炼前沿科学问题，要学会从观察大自然

本身中去提炼问题。其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介

绍我阅读美国女科学家 Ｍａｌｋｕｓ（后来担任 ＴＲＭＭ

热带卫星降水测量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在飞

机上观察非洲云系特征的论文……顾先生特别教

育我要十分注意观察大气过程本身，就是用肉眼

观察的现象。只要有好的理论基础，善于联想思

考，同样可以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科学启发……他

的这一教导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使我逐渐养成了

喜欢观察天空现象并注意思考理解。从事大气物

理几十年来，不少研究工作都与我对大气现象与

过程的直接观察相关，比如有关能见度及其遥感

的研究，全天空成像辐射对云与气溶胶遥感的研

究等，其原始概念均与对天空的观察有关。”［１］９２

３凝炼科学问题
科技哲学界的学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

曾引入西方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一个观点：“科学

始于问题”，由此取代了 “科学始于观察”的旧命

题。然而深入阅读 《手稿》即可发现，早在１９６４
年前后，顾震潮作为自然科学家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 “科学始于问题”的命题，但实际上已将问题

置于科学创新的起点：“新方法、新观点、新工具

哪里来？这要靠自己来创造。问题不同，要求不

同，分析方法也自然有不同。这是必然的。”［２］３７０顾

震潮不仅有丰富的科学研究实践，而且有活跃的

哲学思维，二者相结合，关于科学问题的科学哲

学思想便无师自通，有些方面的概括与认识，甚

至比专业科学哲学家更胜一筹。如关于如何凝炼

科学问题，他有深远而精细的眼光：“要从大处着

眼，在问题的提法上尽量提高了来看。做具体研

究时很容易就事论事，钻在某一问题中陷在固定

的看法、固定的角落、固定的做法里，而且常常

在这里碰了壁，走入死胡同，又出不来，是愈弄

愈不通，至少愈弄愈复杂、繁琐。因此，很重要

的是，不但在工作之先要抓住问题，把问题的提

法提对，并且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后，再回过

来考虑一下问题的提法也是很有帮助的。问题的

提法不对，会使研究得不到解答，或得不到好的

解决……寒潮南下常常由一些小槽发展并入大槽

使大槽发展或 ‘转向’造成。如果问题提成如何

报出这小槽何时出现，或者，归结为小槽如何产

生的问题，那么至少对中期预报来说，问题就解

决不了……实际上，并不是小槽出现不出现的问

题，主要因子还在大槽内部……与小槽本身出现

不出现这问题不一样。”［２］３７４

如何凝炼科学问题，还有一个精彩案例。陶

诗言院士早年的一项研究涉及东亚寒潮爆发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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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学问题，但论文题目却是 《产生西北低槽

的大形势转成寒潮南下的形势》。顾震潮认为槽的

存在来源问题，比起寒潮发展来还是小问题，便

建议把论文题目改为 《东亚寒潮爆发前后大范围

流型转变研究》。这一突出寒潮问题的提法，是顾

震潮学术交流的得意之笔。“之后我国寒潮许多研究

从这条线做下去，也影响到别的重要天气的研究。

所以，提法、解释研究结果还是很重要的。”［２］３８６

４以简驭繁的艺术
深谙近现代气象科技发展史的顾震潮独具慧

眼，从中悟出了 “大道至简”的哲理，也即最早

从扑朔迷离的天气迷雾中发现的经典性现象及其

规律，都非十全十美，而是抓住主要因素、忽略

次要因素的简约性论断：“行星波理论发表时只有

地面图，没有高空图验证。气旋锋面学说出来时

没有理论基础，没有理论解释，也没有见到三维

的锋面，只有一条地面不连续线，又在地形起伏

十分复杂的挪威，地形影响严重。以我们许多人

来看，是不是锋还难说，还得慎重。然而，这些

工作都是经典性的，因为在主要方面是对的。它

们为气象注入新血液、新生命。以后再细、再完

全、再高级的理论也只是它的发挥、补充，价值

远不及它们。可见，不必怕幼稚，只怕内容是老

生常谈、人云亦云，没有新内容、新东西……没

有学术上的战斗性、革命性。”［２］３６８对于经典理论创

造者以简驭繁的研究艺术，顾震潮从唯物辩证法

的高度作出了解读：“要能简化得恰当，就是有所

不为以达到能有所为，就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

盾的主要方面。”［２］３７５ “简化是否草率，这要看是

否解决了问题。没掌握最主要的因子会形成草率

……简化与全面并不矛盾，前者为后者开路，先

简化搞出苗头，再进一步考虑更复杂的，效率

更高。”［２］３８７

可以说，“以简驭繁”既是科学性的本领，也

是艺术性的才华。是人类文化进步面临的永恒主

题，气象科学也不例外。正如荣获２０２１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气象科学家真锅淑郎所说：“气象预报

曾经更似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１２］顾震潮是高

度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简驭繁、创造奇迹的高人。

学习顾震潮关于以简驭繁研究艺术的深刻论

述，不禁使人想起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理论明明

简要地解决了微观领域的许多重大物理问题，其

衍生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也于爱因斯坦在世时就

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与人们生活的面貌，但是，

爱因斯坦依然对量子力学理论的 “不完备性”耿

耿于怀，对海森伯式不按常规出牌的独特研究风

格疑虑重重，甚至认为 “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也

不能认为是一个完备的理论。”［１３］４９９爱因斯坦似乎

没有想到从解决实际问题与抓住主要因素的视角

来肯定简约性理论：“从物理学的立场来看，要假

定一个 ‘逻辑上简单的’理论也就应当是 ‘真

的’，那是没有什么保证的。”［１３］５０２我们不能不说，

伟大的爱因斯坦，因执拗于科学完美性与过分偏

爱自身的科学风格，而使其科学思想受限。

５交叉创新
今天的学界，交叉创新观念已深入人心，教

育部也已于２０２０年将交叉学科列为第１４个学科门
类。但是，无论是实践上的交叉创新成果，还是

理论上结合自身学科专业深入思考交叉创新问题

的深广度，今天绝大多数学界人士仍不能不让位

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顾震潮。顾先生曾独创性地

将天气图方法、控制论方法与国际流行的数值预

报方法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风格与特色的数值天

气预报路径，也曾将西藏高原的热力、动力效应

与国际流行的大气环流理论相结合，与叶笃正院

士等共同开创了东亚环流及天气预报的新格局。

关于交叉创新的理论与方式，顾先生也结合自身

的研究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学科的杂交点常常引起新分支，引起新的生

长点。”“可以有新东西引入的其他学科，可以分

为几个方面：

（１）是基本学科，如数理化、无线电技术、
计算机技术、实验技术等。

（２）是姐妹学科，如流体力学、海洋学、高
层大气物理等。

（３）是近代尖端学科、新技术，如火箭、原
子能、自动化等。

（４）其他可以触类旁通的、有启发的学科，
如科学史、射电天文、振动理论等。”［２］３７１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界，对于跨界创新的规

律性与跨界人才的培养方式，都尚在探索之中，

许多科学大师的创新实践可为我们提供深入研究

交叉创新的精彩案例，而绝无仅有的中国风格的

顾震潮 《手稿》，则是引领我们深入堂奥的重要

路标。

（三）战略科学家

３６岁时顾震潮已是参加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技术
长远发展规划的重要科学家，而且一生面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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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需求、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国际气象科学前

沿，多次领衔担当国家重大任务，又长期担当中

国顶尖、国际知名学术团队领军人物，加上具有

深广的哲学思维与战略思维，站得高，看得远，

是不可多得的高端战略科学家。

１擘画中国气象科技发展路径
中国气象科技如何发展，顾震潮有明确的方

向意识，很早就鲜明地主张 “走自己的路”［２］３８６。

坚决反对亦步亦趋地盲目跟从西方国家的相关理

论与方法，并在天气分析与科学研究实践中走出

了自己的路。“１９５０年对我国天气分析基本上仍照
挪威学派的方法办事，当时针对这问题，指出挪

威学派的方法的局限性，要按我们天气实际情况

来分析，不是硬套几个阶段、几个模式。经过了

四、五年，挪威派影响算基本上不硬套了……西

藏高原影响问题看来虽是一般大地形影响原理用

到中国来，实际上我们从中国天气各方面来研究

了这问题，联系到地面天气，联系到中国整个和

各地区的特征，联系中国天气系统发展，联系到

气候形成理论……可以说在解决中国天气实践过

程中及基础上，又提高丰富了气象学的一般原理。

所以以研究中国天气为中心、西藏高原影响为中

心，我们在１９５７年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对东亚大气
环流的研究，写成连载三期的长文 （瑞典Ｔｅｌｌｕｓ杂
志发 表）时，国 际 上 都 很 注 意，至 今 沿 用

引用。”［２］３８０

２规划研究课题与人才培养
顾震潮在具体发展战略上非常成功的一个方

面是统筹课题规划与人才培养，最终赢得了科学

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双丰收。作为中国科学院一个

顶尖团队的学术带头人，顾震潮目光深远，着眼

中国气象科技的长远发展，积极投身国际气象科

技前沿的开拓和竞争。不仅自己成为中国数值天

气预报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而且成为中国不少顶

尖科技人才的引路人。２０２０年中国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著名气象科学家曾庆存院士，曾深情

回忆顾震潮先生在数值天气预报研究及成才道路

上给予自己的指引：“１９５６年国家选派我和黄美元
等赴苏联当研究生，学什么呢？……顾先生指示

我应跟大气动力学大师基别尔通讯院士学数值天

气预报理论，黄跟费多罗夫通讯院士学云雾物理

的理论和飞机观测作业，以适应祖国将来的发展。

其实顾先生等前辈早已规划好了发展的蓝图，例

如此前他即已派朱永?去跟基别尔先生学长期预

报，周秀骥去跟费多罗夫先生学云雾物理和试验

研究方法。后来又派周晓平跟基别尔先生学对流

数值模拟，以便组织一个完整的研究队伍。我能

留学有成，十分得益于此。回国后，尽管顾先生

忙碌不堪，只要我来请教，他都如惠风一样，吹

拂我的心灵。他鼓励我搞好理论研究，还介绍我

和好几位数学家认识，如冯康、吴新谋、田方增

诸先生，使我在做与大气科学有关的计算数学、

偏微分方程和泛函分析研究时得益不少，这不仅

限于数值预报和大气动力学，也及于后来我从事

大气遥感的数学物理理论研究。”［１］８３－８４

据不完全统计，受惠于顾震潮直接指导而成

长起来的院士就有曾庆存、周秀骥、巢纪平、丁

一汇、丑纪范、吕达仁、李崇银等。

３关注慎对科技国际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
富于战略智慧的顾震潮还是目光如炬的守门

人。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在数值天气预报开拓性研

究中，顾震潮独创性地提出了将一般数值预报的

初值方法与天气图演化方法及控制论方法相结合

的学术新思想。１９６２年经丑纪范院士引用泛函分
析等数学物理方法，打开了一条新道路，这是对

１９０４年以来数值预理论的革新，是中国特色的数
值预报方法。顾震潮鉴于当时中国电子计算机尚

不先进，决定暂不公开发表这一成果。“这方法如

果发表一定会很受注意，但我们还不发表，因为

会被他们 （指已有高速电子计算机的国外研究者

———引者）利用，对他们太有利 （我们还没气象

专用电子计算机）。”［２］３８４直到十二年后的１９７４年，
顾震潮方将这一创新成果推荐到刚刚复刊的 《中

国科学》第６期正式发表。

三、科坛同赞的人格魅力

笔者大学时代的同窗裴申，是周口店中国猿

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院士之子，曾在顾震潮所

在的大气物理所工作数十年，从小就见识了不少

优秀科学家，对科学家品格有独到见解，曾多次

对笔者谈及顾震潮非凡的人格魅力：去世多年魅

力不减，全所上下无不钦佩。这一印象也在吕达

仁院士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所有与顾震潮有

过接触的人，特别是受过他教育、教导和在他领

导指导下参加科研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人不为他

的为人、治学、奉献、爱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

力所感动、所影响。”［２］５５顾震潮先生的人格魅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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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探索创新的精神

虽说探索创新精神是科学家共同的人格特征，

但顾震潮身上的这一特征特别鲜明和强烈。从研

究生时期的论著 《蒸发方程及其新解》《暴风频率

分布的一般规律》 《原子弹改变了气候吗？》到临

终时摸自己颈动脉，作生命的最后体验，其一生

欣喜于探索创新，而恩泽无限。其创新的主要领

域，遍及大气科学各学科专业，还有科学技术哲

学。其中，数值天气预报、西藏高原大气物理及

其对东亚天气的影响、暖云降水，都是大气物理

与气象领域里突破性的成果。而关于科技哲学与

科学思想方法的探索也独树一帜。顾震潮的师兄、

同事、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评价说：“顾

震潮兴趣广泛，而且有开创性，被赵先生 （指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赵九章———引者）派往各

专业去打头阵，开拓新的领域……大家互相支持，

团结一致，把当时的气象研究室建立成一个优秀

的研究集体，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世界领先的成

果。这其中顾震潮同志起了关键的作用……用科

学的态度来探索世界，是他一辈子生活的精髓

……他是一个永不停步的探索者，是一个不断前

进的科学家。”［２］４－５

关于顾震潮何以会形成如此非凡的科学探索

创新精神，叶笃正先生也有分析：“顾震潮数理功

底扎实，对大气物理学各分支学科有深透的认识。

加上他天性聪慧，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并能深入

思考；加上他对人民的忠诚，形成了他敢于创新、

敢于开拓的人格魅力。”［２］４叶先生的分析是较为全

面的，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培养有很大启示，不足

之处是忽略了早年坚定立志的重要作用。与袁隆

平早年违背父母意愿，自出机杼地坚定选择农学

有异曲同工之妙，顾震潮也在早年未遵父旨，不

走新闻记者之路而改学气象。其父顾执中曾回忆：

“１９３８年５月在港时 （当时顾震潮由父亲安排在

《新闻报》驻港办事处当记者———引者）……顾震

潮对气象方面的研究仍很有兴趣，他从不出去坐

咖啡店、逛舞场，却每天风雨无阻地到香港的一

个码头，去抄气象报告……他表示要投考大学专

攻气象。这是跟我对他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我强

烈地希望他在新闻岗位上工作，并且不久也成为

像我那样的名记者，他率直地表示不愿意……震

潮坚持要学气象。”［１４］６２４顾震潮早年发自内心的坚

定科学志向是其探索创新精神这一人格魅力极其

重要的因素。

（二）大局至上的风范

中国杰出科学家中，钱学森是多次成功改行

的一位，并以此为自豪，“根据国家需要，改行是

常事，我就改行６次 （即在６类学科专业领域工作
过———引者）。我在交通大学学的是火车机车专

业，到了美国改学航空专业，后来研究空气动力

学，再改行研究火箭发动机……研究工程控制论。

回国之后，成为研制火箭、导弹的组织管理者，

所以现在要研究组织管理问题。”［１５］与钱学森相比，

顾震潮改行次数也多，改行的跨度也大，且大多

发生在归国后，与新中国的实际需求紧紧相连。

顾震潮在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学的是气象专业，

留学瑞典时，研究数值预报，回国之后从事天气

预报的服务、研究及管理，后来又搞数值预报，

再改行研究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云雾物理，又从

事核试验气象保障，再研究大气射电，最后又研

究空间物理。所从事的学科专业达８个 （其中两

度研究数值预报）。顾震潮改行，都会从国家需要

与科技发展的交汇点出发，而思想深层都有报效

祖国的情怀与小我服从大我的初心。这种情怀与

初心，在留学归国前给父亲的信中已有强烈的表

达：“我现在正加紧学习，希望能掌握一些技术，

回国在建设工作中尽一些力……我要及早回国，

我们不会象一般留学生那样一味想学位，想入外

国籍，想住 ‘天堂’，不会丢了自己人民，做高等

华人的。”［１４］８５６同样难能可贵的是，顾震潮每次改

行，不但能改一行、专一行，而且敢于创新，善

于创新，有的研究更独辟蹊径，引领潮流，如数

值天气预报的三法结合 （初值方法、天气图方法、

控制论方法）。探索创新精神与大局至上高尚风范

的完美融合，使顾震潮的人格魅力登上德艺双馨

的高度。

（三）言传身教的作风

顾震潮先生是笔者就读中国科技大学时的老

师，虽因文革未及讲授６２级的专业课，但有幸聆
听过顾先生两次讲话。印象深的是１９６３年５月的
一次专业介绍。在北京玉泉路校区物理系的一个

教室里，一位系领导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的赵九章、叶笃正、顾震潮领进教室后介绍说，

他们都是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希望同学们认真

听讲。我目光转向三位科学家，赵九章先生西装

革履，叶笃正先生一身黑色呢子中山装，二者气

场使教室蓬荜生辉。唯有瘦削的顾震潮先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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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与同学无异的学生装，衣服整洁，但洗得颜色

泛白，不是我心目中海归科学家的形象，心中惊

愕不已，以至未能认真聆听赵九章先生的讲话，

今天已不记得其所讲内容。叶笃正先生介绍了大

气物理的研究内容，印象深的是：一次大雷暴隐

藏着原子弹级的能量，若能引导利用，将是人类

能源供应的福音。顾震潮先生介绍了天气动力学

研究及其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关系，列举了亲历的

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大暴雨预报与抗洪决策的惊险一
幕：时任 “联心”主任，忍受巨大的压力，最终

作出暴雨不会继续的正确预报，保住了荆江分洪

区的大片农田与人民生命财产。顾先生的精彩讲

话，令我终生不忘，使我懂得科技工作者必须有

真才实学，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次专业介绍，

使我对赵、叶、顾三位先生产生敬畏与崇拜，但

对顾先生别有一种亲切共情之感。

凡与顾震潮先生有较多交往的科技工作者，

从初级研究人员到高级专家，无不受惠于顾先生

真诚直率、切中肯綮的言教。章震越研究员曾深

情回忆自己科研起步时，顾先生给予的 “启蒙式”

指导： “在 ‘联心’，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关

怀。他做了一个如何写科学论文的报告，从科研

题目的确定、文献的阅读到科研的展开及论文的

写作，都结合自己的体会，做了全面深入的讲解，

其中甚至还讲到如何引用文献。从而使我们能够

更快地步入科研工作的殿堂……当我离开地球物

理所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后，他对我的帮

助完完全全是出自他的无私关怀……我到哈军工

后能很快开出动力气象学课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及发展，世界气象界

掀起了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那时我对它几乎一

无所知，顾先生为我概述了发展与现状，开出了

一系列的阅读文献，并用实例讲解泊松方程的数

学解法，就这样引导我入了门……不久，我在哈

军工开出了数值天气预报这门课。”［２］６７－６８顾震潮曾

给后来成为国际知名数值预报专家的丑纪范院士

贡献出自己宝贵的学术新思想，启迪其成为 “四

维同化”数值预报主流的先驱科学家之一；顾先

生也曾为后来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曾庆存院

士指点留苏学习研究的专业方向；顾先生甚至还

曾帮助大学同窗、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院士凝炼

论文题目。

言传之外，顾先生的身教同样深入人心，令

人感动。其以身作则、亲历亲为、同甘共苦的作

风，至今仍传为美谈。如为培养数值预报队伍，

顾先生呕心沥血，甘为人梯，自己先行一步，花

费２个多月，阅读２００多篇文献，从中挑选出２０
篇精华文献供青年研究人员学习，并与年轻人一

起讨论，给予指导。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条件下，

用手摇计算机与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于１９５８年做
出了我国第一张数值预报图；一次乘机从事人工

影响天气的试验，飞行途中氧气不够，顾先生带

头取下吸氧设备，以保障飞行员吸氧，完成试验

任务；１９６３年，在泰山进行高山云雾降水试验时，
与年轻人同甘共苦，一起将木板床步行搬上千米

高峰；１９７１年，在山西昔阳进行人工消雹试验时，
为抢救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农村妇女，参加献血活

动，不幸感染肝炎，由此造成英年早逝的病因。

四、结语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评价说，

“顾震潮是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大气科学
中最聪明、最活跃的人。”［２］２顾震潮在科研资金不

足、仪器设备匮乏的年代里，所以能成为最聪明、

最活跃的人，有赖其非凡的完整的创新素养结构：

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从理论修养到动手能力，

从数理功底到哲学思维，从刻苦钻研到科学志趣。

同时，也有源自小我服从大我的家国情怀的强大

精神动力。在物质环境优越的当下，如何营造高

端人才培养环境，顾震潮先生完整的创新素养结

构模式，或能提供借鉴。

（裴申、狄敏、屈婷婷、毛鸽枝为笔者提供了

宝贵的研究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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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７．

［４］　陶诗言，王昂生，黄美元．中国气象界的功臣———顾震
潮教授［Ｊ］．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８５（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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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涵盖了人才知识、技术、谋略、创新的多

层次维度。相关成果已经作为所在单位的教学研

究成果，分层次纳入新修订的本科和研究生培养

方案中。

六、结语

本文以指挥决策领域联合作战保障专业为例，

探析了基于岗位职责挑战的人才能力素质模型设

计方法。从未来作战形态特征、岗位任务场景构

建入手，分析该领域岗位职责面临的挑战。在此

基础上，综合运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集中研

讨等具体方法，进行了核心能力素质模型的设计。

本文是新领域新专业人才能力素质模型的探索实

践，可作为其他新兴学科专业论证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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