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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创手记

我在北京工作、居住了65年，过去
曾为《北京晚报》的“科学长廊”和“五色
土副刊”版等写了20多年的北京天气气
候文章。5年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社李栓科社长委托我写本书，这就是

《季风北京》。全书共40个全新问题，涵
盖春夏秋冬、天上地下、生活文化八个
方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
成果，所以才称“新说”。先举些例子：

北京的春天，“北京春天咣当一声
来了，又匆匆走了”“二八月乱穿衣，乱
在何处？”“春旱也是资源”……

北京的夏天，“冰（窖）与火（热）
并存的世界”“北京的六月热还是七
月热”……

北京的秋天，“既已立秋，何来处
暑，既设处暑，（立秋）何须‘贴秋膘’？”

“一叶知秋，是秋已至，还是将至？”“春
捂是老人养生，秋冻是年轻人锻炼，不
可混为一谈”“治病养生，不能只跟着
季节走，要跟着节气走”“白霜的千古
奇冤和无功受禄”“白雪压绿枝，青枯
碾作尘：北京有趣的季节交叉现象”，
等等。

北京的冬天，“北京为何‘小雪’雪
比‘大雪’大，最大雪竟在雨水节气？”

“下雪不冷化雪冷的真正原因，蒸发论可
以休矣”“北京出现罕见冰雪灾害（雨
凇）”“北京世界公园中的‘世界气候奇
迹’”“北京冬季为何成为我国同纬度上
最暖和的地方？”在“北京的风”这一章
里，除了季风以外，本书还讲到了北京
的山谷风（坡风）、焚风、乡村风和汽车风
等其他书不讲的许多地方性风，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部分文
章，还是当时反潮流的论点。例如，

“下雪不冷化雪冷”的原因，全国词典
大多说是因为化雪会消耗吸收大量热
量所致，我列举大量事实，把它批为悖
论。这种例子还有一些。

其中，还有许多内容纯是我自己
的科研成果的普及，例如北京冬季中
最强的冷空气的降温高度，不在地面
也不在高空，而在低空 1400 米左右的
地方。还有我国冬季北京同纬度上最
暖的城市是哪个？也许很多人想不到
竟然是北京！还有我国 24 节气立秋
后面，有一个处暑（暑热停止）节气，这
个问题难倒了我国历史上许多英雄好
汉。其实，24节气是天文架构，四季和
节气时间都是等分的（古代没有气象

观测，只能等分），故立秋节气只能落
在八月初，即地面夏季的后期。所以
才要在真正秋初设处暑节气以表夏热
结束。我把这只历史上的假“秋老虎”
揪了出来，让它“现形”，成为一只真正
的“夏老虎”。

还有我前年发表的一个新发现，即
“季节交叉现象”，这是因为我国四季转
化很快，所以一个季节中常常会出现两
种季节的自然现象。例如秋末，在绿色
的夏叶上能够积起白白的冬雪来，甚至
在更低的温度时绿叶立马冻成青（色）
枯（叶），“绿叶”“白雪”和“青与枯”是
两个季节中的事，但却同时出现。这种

“季节交叉现象”四季皆有，却是北京同
纬度上很罕见的现象，甚至部分年份的
北京也不出现。

但是我一生研究最主要的，或者说
总的成果，还是在最后一章。即，“中国
气候（包括北京）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研究”。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
成原因有两个，即内因和外因，内因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外
因则主要是环境和气候原因，因为气候
是所有影响传统文化环境因子中最重
要和最活跃的因子。举个例子，好比母
鸡孵小鸡，没有鸡蛋这个内因不行，但

没有适当温度这个外因也不行。中国
气候对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影
响（虽然书中只举了中国古诗词、24节
气文化和中医文化3个例子）。这种影
响外国同样也有，这是事物的普遍性。
（作者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气候新说”说了些什么
□ 林之光

《季风北京》，林之光著，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出版。

《科普时报》最年长的专栏作者、88
岁高龄的林之光先生最近推出了新著

《季风北京》。该书入列《中国国家地
理》出品的北京文化地理丛书，与《远古
北京》《年轮北京》《地名北京》《园林北
京》“并驾齐驱”。此前不久，他还出版
了四卷本装帧精美的《气象学家给孩子
新讲中国气候》，并且非常自豪地宣称
其“主要内容都是作为作者的我思考研
究的成果，别的书里所没有的。”

这话，让我回想起两年前，他在致
《科普时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对其
“气象万千”专栏稿件修改提出不同意
见时写下的一段话：“想想我没有其他
本事，只会写几篇立论新鲜讲科学真话
的文章。我为标新立异吃了许多苦头，
但我也得到了许多‘好处’……。”

“好处”怎讲？信中老人家没有展
开说。但据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当与
他的科普创作理念和他早期的创作经
历相关。

举一个他年轻时的“案例”。那是
在参加科研工作以后不久，林之光从文
献资料中看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
的地理决定论者主观断言，中国由于气
候不好（指气候变化比较极端），在国力
上最多只能成为二等强国。这个论点
他不能认同，当时也查找不到从气象科
学角度对之进行批驳的文字。从那时
侯开始，他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应
该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国家的气候？

他最早是从科普的角度来切入
的。1963年初，27岁的林之光写了一篇

千字文《我国的严冬》，投给《人民日报》
副刊。下笔之时他就思考过，讲严冬必
然要讲到冬冷的许多坏处。然而，按照
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世界上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总有有利和不利
两个方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互相
转化，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东西。

于是，在刊出文章的末尾出现了这
么一段话：“应该怎样来评价冬季风
呢？我们知道，在夏季里，海陆之间的
热力差异造成的是偏南的夏季风。冬
季风虽然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期，但从
海洋上来的夏季风，却给作物在旺盛的
生长季节带来大量的雨水，使我国的东
南半壁成了富饶的米粮之川。”话里表
达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冬夏季风对立
存在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之中。如果没
有严寒的冬季风，哪来携雨的夏季风？
没有携雨的夏季风，又哪来富饶的米粮
之川？

此后，林之光又结合科学考察和科
研心得，写出了《对我国气候的几点认
识》《谈谈我国的严冬》等重磅文章，从
理论上批驳了地理决定论者孤立、静
止、片面和表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
想方法，指出了他们“虽然根据的是事
实，但得出的却是错误的结论”之哲学
原因，理直气壮地颂扬了我国大陆性季
风气候也有巨大的优越性。

进入21世纪后，林之光在科普创作
过程中尝试把文学、历史和哲学的内容
有机地融入气象科学内容之中。特别
是，开始重点研究中国气候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把属于自然科学的气象学
和属于社会科学的中国文化联系起来，
用气象学知识解释、分析和归纳总结其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开创了一片科
研与科普的新天地。还陆续写出了一

些比自己过去的文章更深刻的作品，如
《台风的哲理》《天路风云亦堪赏》《沙尘
暴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灾害》《春雨贵
如油，多了又发愁》《中国气候与中华文
化》、《中国气候诞生了中医学》，等等。

我觉得可以把林之光界定为“专家
型科普作家”，即在某个科学技术岗位
上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基础，业余从事
科普创作的作家。回顾自己60多年的
科普创作历程，林之光将其分为四个阶
段：发现事实，寻找联系，豁然开朗，科
文交汇。这也体现了他的科普创作的
一些特点：作品中有自已思考的新观
点、新内容，主要说别人所没有说过的；
尽量多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生动有
趣，且富有哲理。

从林之光的科研和科普实践看，两
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有自

己科研工作的基础和成果作支撑，他写
出来的科普作品往往能够达到一定的
深度，科学性也有保障。事实上，他的
许多科普文章都是自己专著、论文的普
及。他的许多科学文章可以“三用”，即
论文、专著和科普文章。

而他的科普创作反过来也常给他
的科研工作带来助益。例如，南方的伏
旱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气候特点之一，
但其范围、强度和起讫时间等气候规律
就全国性而言，一直未见有论文探讨。
他的《中国气候》专著中的有关内容，就
是根据他原先发表在《地理知识》杂志
上的科普文章，回过头来深入研究并充
实而成的。所以，他曾如是感叹：“我的
幸运之处，正在于我的科研和科普的主
要方向是一致的。”

林之光对自己科学研究和科普创
作中的五次认识飞跃的总结，实际上也
是他在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科普创作
的主要经验。第一次认识飞跃：我国主
要气候资源和主要气象灾害间存在内
在联系；第二次认识飞跃：中国气候既
影响我国植被、农业等物质层面，也影
响我国传统文化等精神层面；第三次认
识飞跃：中国传统文化从形成外因看是
一种“寒暑文化”；第四次认识飞跃：中
国气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物
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第五次认识飞跃：
气候对于文化影响的个别性到普遍性。

科学探索与科普创作相伴而行，何
其快哉！迄今，林之光已在《科普时报》

“气象万千”专栏发文31篇。日前他表
示，只要身体许可，他还将继续撰写专
栏文章，陪伴《科普时报》的读者朋友一
起走过春夏秋冬。

谨以此文，向这位科普老前辈致
敬！

一位气象学家的哲学思考一位气象学家的哲学思考
□□ 尹传红尹传红

《气象学家给孩子新讲中国气
候》（全4册），林之光著，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