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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义炳（1917—1995） 

1、小传 

 

 

 

 

 

 

 

 

 

 

 

 

 

谢义炳（1917—1995），气象学家、气象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现代气象教育

和大气科学奠基人之一。1917 年 4 月 3 日生于湖南省新田县。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

谢厚藩为清朝末届举人，民国初年曾赴日本学习，回国后就读上海南洋公学，湖南省第一

届公费赴英留学生。回国后历任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东北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广西大

学理工学院院长，湖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谢义炳幼时随家庭多次迁移，曾在家乡、衡阳、

长沙以及上海读过私塾、四个小学、四个初中，极不正规。哥哥谢义伟对谢义炳的成长影

响很大。谢义伟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任湖南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1930年冬，

哥哥毅然决定把谢义炳调到自己身边，让他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学习，教他如何读

书、如何建立数理思维，使他成了一个自觉努力向上的少年。 

谢义炳中学时期军阀混战、列强侵犯，内忧外患的现实，激发了他的悲愤感情。高中

阶段，逐步树立了科技救国的人生观。1935年夏扬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 “一

二•九”运动使他懂得了科技发展是与社会进步分不开的。从此他虽然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

但始终关心与支持社会的改革和进步。1938 年秋季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并决定学

习气象学。 

1940年谢义炳毕业后，任贵州省气象所观测员。经过一年基层工作的锻炼，使他懂得

基层工作的意义，并初步体会到竺可桢等前辈创建气象事业的艰辛，使他终生关心基层工

作的同志，并大力支持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1941 年，谢义炳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师从涂长望教授，从事地方性天气与气候以及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1943 年毕业，获硕士

学位。 

少年时代的谢义炳 1945 在芝加哥 任教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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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谢义炳（前排中）在扬州中学 

1932 年谢义炳（左二）在南京中中央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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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谢义炳（前排左一）和北京大学工会足球队合影 

1943 年谢义炳（后排左三）在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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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之后与同学合影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寒窗苦读 20 世纪 40 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与清华 

同学（从左至右冯新德、谢义炳、郭晓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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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40 年代在芝加哥校园 

20 世纪 40 年代在伊利诺伊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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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谢义炳考取美国战时提供的

科技人员培训计划，公费派遣赴美国芝

加哥大学学习，并在美国气象局中期天

气预报科实习。1945年他获得芝加哥大

学奖学金，先后师从芝加哥气象学派大

师帕尔曼和罗斯贝。1949年他以《北美

冷涡的选例分析》论文，取得气象学博

士学位，并留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谢义炳响应周恩来总理欢迎中国

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工作的号召，婉辞

西方师友的挽留，1950年 9 月，受聘清

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 回到了祖国。回

国时，他带着大批的北半球历史天气图、

全球气象资料的幻灯片和国内缺少的探

空气球皮和天气图的填图笔尖。这批资

料成为清华大学、中科院

地球物理所和中国气象局

人员的首批研究资料。 

1952年“院系调整”

时，谢义炳决定改变过去

气象专业属于地理系的传

统，将清华大学气象系并

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将气

象学提高到数学物理科学

的领域。他升任教授，并

被任命为物理系副主任，

主持气象专业工作。他请

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

开设“大气声光电学”，开

创了大气物理学的先河。

从数学所请庄逢甘开设

“流体力学”，请赵九章和

叶笃正主讲动力气象学，

1955年又邀请苏联专家讲授“动力气象”，使北大成为国内气象学的学术和教育中心，在气

象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61 年美国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科学》一书中，有一章论及中国的

气象，特别谈到北京大学气象系。书中说 “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强的气象系，为谢义炳教授

访英期间在准备报告 

在从教 50 周年大会上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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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领导，非常活跃”。1959 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成立，谢义炳任系副主任，1978—1986

年任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地球物理系走上了振兴之路：建立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制度；改学时制为学分制；大力培养年轻人，选派一批教师出国进修，这批教师后来成为

各学科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同时兼任多种重要的社会职务。 

1978年谢义炳当选为中国气象

学会 19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主持《气

象学报》复刊工作并任主编。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部学

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任命为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任地

学二组组长。1982 年当选为中国气

象学会 20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并选

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外籍荣誉会

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当选为九三学社七届中央委员会委

员，至 1988年连任。1984年被聘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评

审组成员，兼大气科学组组长。1986

年被推选为中国气象学会 21届理事

会名誉理事长，至 1990年连任。1991

年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地学部评议组组长。1992 年当选为

九三学社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

员。 

 

 

 

 

 

 

 

 

 

 

 

 

 

 

谢义炳与李宪之接待台湾气象学会会长，台大教授陈泰然 

1994 年会见台湾气象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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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义炳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及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科研实事求是、成果为国民经济建

设服务的原则并亲自实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思考着大气科学中的基础

性和重大实用性问题，深入钻研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为未来解决气象学问题奠定基础。他

认为，中国是受季风影响的农业国，降水对农业至关重要，研究降水更加有用。暴雨及灾

害研究是他一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回国后他就经常参与中央气象台的重大天气会商。

1954 年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他承担了中央气象局的研究课题“中国夏季降水问

题”。1975年河南重大水灾后，他立即组织北大教师成立暴雨研究组，后来又成立了由部分

省市气象部门和北大、大气所等 15个单位的北方暴雨课题组，开展“高校-研究所-业务部

门”的科研大协作，在没有专门经费的情况下，科研协作持续了 15年。其科研成果极大地

推动了气象部门业务预报水平的提高，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78 年为了加强汛

期预报，北京大学教师参加了设在水利部的全国防汛指挥部的汛期防汛值班。他虽然年过

60，还对负责人说“排我值班，紧急情况，随叫随到”。 

 

 

 

 

 

 

 

 

 

 

 

 

 

 

 

 

 

 

建立“东方气象学派”是谢义炳始终不渝的志向，他带领学生为之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认为挪威气象学派是应航海和航空业之需，从研究中高纬度地区的天气系统发展起来的，

以温度和风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的学者有能力也有责任研究中国及亚洲中低纬度地区的天

气系统及降水特征，开创新的学派。他从研究东亚锋区开始，研究了台风发生发展机制和

活动规律、我国降水系统的结构和演变、中低纬度大气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水汽在大

气环流理论中的作用，最后发展成系统的湿斜压天气动力学及天气系统发展理论。他将湿

斜压引入模式，提高了降水过程预报的准确率，对中国的天气分析和预报实践起了指导作

1979 年中国气象代表团访问芝加哥，与 1940 年代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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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丰富和发展了大气环流理论，对

气象科学做出了贡献。他的科研成果

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

奖。由于他的“湿斜压动力学及天气

系统发展理论”，1988年获帕尔门气象

国际奖，成为唯一获得此奖的亚洲人。 

谢义炳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

赴美留学后回国，都以“振兴中华”

为己任，将该宏伟目标和自己的本职

工作联系起来。他说中国的科学家应

该有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不能妄自菲

薄！自改革开放以来，谢义炳多次出

国访问，他坚持“有理有节，不卑不

亢”的原则，积极对外进行科技交流

和友好往来，既推动了中国气象科技

和教育的进步，又维护了国家与民族

的尊严。1979年 2 月他参加了在日内

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紧接

着又率团到马德里参加世界气象教育

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新中国气象教育

和科学的报告，获得广泛好评。该报告被选载在世

界气象组织刊物上。他重视和支持国际科技合作，

促进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打开了气象

国际合作之门。他大力支持中日北太平洋云辐射试

验，使之获得成功。 

谢义炳非常重视相关学科的发展，倾力扶植

尚在襁褓中的海洋学和大气环境科学等学科，使之

成长、壮大。为了推动和发展我国大气科学的前沿

领域研究，他提倡并亲自组织和主持了前两次全国

大气科学前沿学科研讨会。根据国际大气科学的发

展趋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我国大气

科学研究的优势，会议提出了 20世纪 90年代后半

期我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与前沿课题。 

1994 年，谢义炳在中国气象学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与前

美国气象学会会长 Newton（右一）等人合影 

1983 年在瑞典接受“翻越北极圈证书” 

1983年访问芬兰与导师气象学大师Palman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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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义炳在气象教育方面做出

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只有培

养出新一代的气象学工作者才能

真正振兴祖国的气象事业。所以回

国后他决定从事教育事业。当时国

内没有合适的气象学教材，国外也

不多，他从整理、选择原始文献入

手，先后讲授了“天气学”，教授

学生天气学基本原理和分析天气

图的实际能力；讲授“中长期天气

预报”、“气象统计”、“大气环流”

等课程，将现代气象学引入中国。

1952 年曾在中国科学界中作数值

天气预报讲座，引进当时尚在萌芽

状态的新理论方法。他十分注重学

生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工作能力的

培养，告诫学生，大学里重要的是

培养自学能力以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要敢于走别人没有

走过的路，大胆去攀登”。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和帮助学生，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受到学

生的爱戴。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气象工作者，遍布在全国各地并在关键岗位上从事研究、

业务和管理工作，在气象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力

量，其中有两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这些人或者

是他的学生，或者在学术上受过他的重要影响。 

1995年 8月 24日谢义炳在北京去世，终年 78 岁。 

1988 年，谢义炳获芬兰 E.Palman 国际奖，是获该奖唯一亚洲人，典礼后在招待会上谢义炳回答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谢义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科学家座谈 

 



谢义炳（1917—1995） 

 11 

 

 

 

 

 

 

 

 

 

 

 

 

 

 

 

 

 

 

 

 

 

 

 

 

 

 

 

 

 

 

 

 

 

 

 

 

下图 

与教研室教师和学生

讨论卫星云图 

左图 

给学生辅导 

右图 

回答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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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春节全家福，前排左三为谢义炳 

1943 年与夫人李孝芳在重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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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和家人合影 

1948 年与夫人李孝芳在俄亥俄州 1947 年与夫人李孝芳在芝加哥 

1947 年与夫人李孝芳在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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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 

1970 年和外孙女合影 

上图 

1992 年与夫人李孝芳和女儿谢庄合影 

左图 

1982 年和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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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表 

时期 时间 岁数 地点 简历 

童年 1917 出生 湖南新田 4 月 3日生于湖南省新田县 

中学读书 

5 年 

1930 13 江苏南京 入南京中大实验中学初中学习 

1935 18 江苏扬州 扬州中学高中毕业 

读书清华 

2 年 
1935 18 北京 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 

读书西南

联大 2 年 

1937 20 广西梧州 日本占领北平，清华停课，回广西梧州家中 

1938 21 云南昆明 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 

任职贵州 

1 年 
1940 23 贵州贵阳 毕业任贵州省气象所观测员 

读书浙大 

3 年 

1941 24 贵州遵义 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1943 26 贵州遵义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4 27 贵州遵义 考取公派美国学习 

留学美国 

5 年 

1945 28 美国 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1949 32 美国 取得芝加哥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1949 32 美国 留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任教清华 

2 年 
1950 33 北京 受聘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 

任教北大 

43 年 

1952 35 北京 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任物理系副主任 

1959 42 北京 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副主任 

1978 61 北京 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至 1986 年 

1978 61 北京 当选中国气象学会 19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80 63 北京 当选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81 64 北京 
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任地

学二组组长 

1982 65 北京 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 20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84 67 北京 
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评审组成

员，兼大气科学组组长 

1986 69 北京 推选为中国气象学会 21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1988 71 北京 获帕尔门气象国际奖 

1991 74 北京 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评议组组长 

1995 78 北京 8 月 24日在北京去世，终年 78岁 

 

本篇由谢庄编写，并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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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平地图 

 

 

 

 

 

 

 

 

 

 

 

 

 

 

 

 

 

 

 

 

 

 

 

 

 

 

 

 

 

 

 

 

 

 

●扬州 

●遵义 

●新田 ●新田 

1 出生、读书新田 

5 读书扬州 

6 读书清华 

3 读书长沙 

8 读书西南联大 

9 任职贵阳 

10 就读浙大 

11 留学美国 

12 回国任教 

13 任教清华、北大 

谢义炳清华故居 

北院 3 号乙 

●衡阳 

●梧州 

2 读书衡阳 

4 读书南京 

7 回广西梧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