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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燕园，天高云淡，落叶缤

纷，色彩斑斓，可是再也寻不到王绍武

先生的身影。2015年1月11日，先生因

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临终前夕，

他还在撰写最新的一本专著，去世前3

天还在和学生讨论科研工作。

就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

的学者，对我国古气候、气候诊断、气

候预测、气候变化及气候影响等研究领

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先生离开我

们两年多了，但是他的为学和为人都给

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过的

每个学生，无一不钦佩先生对学术追求

的坚持。

2016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召开了

气候人生泽中华
——追忆著名气候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绍武

纪念王绍武先生逝世一周年暨气候科学

前沿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缅怀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科研

精神，在气候科学研究的路上不断探索

创新，以他为楷模和榜样，为推进学科

进步做出贡献。

会上，北京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决定成立“王绍武基金会”，用于奖励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品学兼优的学生。

《气象学报（英文版）》“王绍武先

生纪念专辑”在先生逝世两周年时出版。

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深感欣慰。

书山有路勤为径

1951年，青春年少的王绍武考入了

清华大学气象系，1年后转入北京大学

物理系气象专业。1954年，为了协助前

苏联专家阿基莫维奇工作，成绩优异的

他得以提前留校工作。

在协助阿基莫维奇讲授动力气象学

期间，先生尝试从动力学观点研究天气变

化机理。那时，我国的科研设备还比较落

后。天性豁达的他全然没有将这些硬件设

施条件放在心上，他以算盘和计算尺为工

具，用笔计算出涡度等物理量。	

即使在后期有了计算机，由于资源

短缺，他上机操作的时间经常被排在夜

间。有时为了尽快获得计算结果，他每

日早出晚归，甚至乘火车到位于天津的

海洋情报所上机。

1956年，王绍武先生在《气象学

报》发表学术生涯第1篇气候研究论

文，将研究方向转为长期天气和气候研

究。从此，他将余生都交给了气候学。

无论做何种研究，对先生来说不变

的是勤奋。他从天气图上手工整理和积

累了国内最早、最完整的北半球500百

帕高度场气候资料。与此同时，他将研

究视野扩展到全球，整理了自1871年以

来全球海平面气压场的图文资料。

没有人知道，在那段岁月里，王绍

武先生写过多少张纸，熬过多少次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编制《中国近

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他与协作单位

同事搜集整理中国五百年来的旱涝图集

2011年10月王绍武教授在气候科学前沿学术报告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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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开展韵律研究并应用到中国季气

候预测中；收集整理太阳黑子资料，寻

找其与气候的关系，尝试做十年时间尺

度的气候预测；分析海洋、冰雪等与大

气韵律的关系，进而开展灾害性天气的

长期预报……

当王绍武先生将研究成果展现在

大家眼前时，人们均惊叹他的毅力与坚

持。更令人可敬的是，他将自己多年的

研究成果无私地分享给了他人，被国内

外科学家广泛使用。

直到今天，王绍武先生这种淡泊名

利、心胸豁达的精神仍然影响着后学。

而他的博学和多才多艺，也常为人津津

乐道。他精通英文、俄文，还能阅读

日、德、法等多语种文献，对甲骨文、

集邮和刀币收藏和鉴赏颇有心得。

为了与国际接轨，精通外文的王绍

武先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即每周

至少看2篇外文文献。他不仅这样要求

自己，也嘱咐学生这样做。生前，他一

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而他的学生坦言，

没有恒心、执着与勤奋，一周看一篇英

文文献都是很难做到的。

也许正因为时刻关注国际气候学的

动态，王绍武先生对我国气候学做出了

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如较早开展了统计

预报和计算机应用，利用单板机计算相

关系数、回归方程；引入和大力推介小

波分析方法，邀请国外原创者来北大讲

学；较早开展数值模式研究，协助和指

导建立统计气候数值模式……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令先生著

作等身。他主编文集十余部，编著了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长

期天气预报基础》《中国季平均温

度及降水量百分比距平图集（1880-

2007）》《现代气候学概论》《现

代气候学研究进展》《C l i m a t e	 o f	

Ch i n a》《全新世气候变化》和《全球

变暖的科学》等。

从这些书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他的学

生，还有许多素未谋面、来自五湖四海

的莘莘学子。

丹心育桃李，满园竞芳菲

王绍武先生从1986年开始指导硕士

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他培养的大多

数学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

所气候学研究的主力军。时隔多年，先

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形象在学生心

中依然历历在目。

为了提高学生的外文阅读能力，他

亲自讲授科技英语阅读课程；为了扩大

学生视野，他将自己从图书馆复印的外

文期刊做好笔记后借给学生看；为了提

携后学，先生邀请学生为自己即将出版

的书籍作序。从先生成为教师的那一刻

起，就将传道授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任。

在先生病危时，学生去看望他，他

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反而继续传授培

养学生的经验。先生将学生分为两种，

一种是知道如何动手做；一种是不知道

如何做。对于前者，他常常施以援手，

帮其完成得更好；对于后者，他往往从

侧面启发，打通学生的思路。如果和学

生聊的时间长了，他总会担心“在我这

儿会浪费时间”。

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先生淡泊名

利，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精神。他的学术

论文和专著几乎都是通过研究某一问题

自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做文章而

做学问。这种纯粹的探索精神使得先生

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他主持或作为骨干

参与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

获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长期

天气过程机理与气候变化研究”获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短期

气候预测系统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

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退休后，先生也没有闲着。他说：

“研究气候是我的工作，研究历史是我

的爱好，这种爱好从我在南开读中学时

就开始了。但以往忙于工作，少有时间

来研究历史，现在我退休了，有时间来

把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做点自

己感兴趣的事情。”先生临终前正在撰

写的专著是《气候人类文明》。

科研成果要服务于国家需求是先生

长期坚持的理念，先生时刻关注着国家

气象台站及预报业务的发展。早年气象

站单站预报在气象预报业务中占有重要

地位，先生饶有兴趣地做了很多工作，

并向基层气象站介绍推广。自20世纪50

年代开始，他坚持每月参加中央气象台

长期科的月天气会商，并发表自己的预

报意见；坚持每年参加中国气象局举办

的汛期会商以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的汛期和

渤海冰情预报会商，在会商会上发表预

报意见和作特邀学术讲座。

直到2014年春季，先生还带病参加

全国汛期预测会商会议并给出预测指导

意见。2014年夏，还带病参加国家气候

变化评估报告的编撰研讨工作和给青年

学子授课。生前，先生多次到气象台站

讲学和举办短训班，深入浅出地介绍气

候变化科学的诸多热点、难点、疑点和

前沿问题以及最新国际动态，积极推动

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先生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气候学

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为我国大气科学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今，我

国气候学的发展正迈上新的台阶、呈蒸

蒸日上的态势，这也许是对先生最好的

缅怀。

谨以此文纪念王绍武先生诞辰

八十五周年。科

（供稿人：罗勇，周天军，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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