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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春秋》

前言

徐国昌研究员16岁参加革命，当时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从兰州气象短训班毕业后，赴大西北
从事气象事业的建设。他先在新疆筹建了乌鲁木齐气象站和塔城气象站，担任观测员，以后被调到甘
肃省气象局参与预报业务的初建，从事短期天气预报、长期预报和西北天气气候研究。1987年，他筹
建了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担任所长，并在定西建立了干旱试验研究基地。他是观测员出身，先后担
任了预报员、主任预报员、所长，一直工作到1996年退休。可以说，徐国昌研究员把他大半生的精力
都贡献给了祖国大西北气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徐国昌研究员勤奋好学，在工作中坚持自学，利用
业余时间从事气象科学研究，内容涉及西北天气气候、农业、水文和防灾减灾。他在20世纪50年代从
事高原天气分析预报研究，60年代从事长期预报研究，70年代从事西北沙尘暴研究，80年代到90年代
从事干旱气象研究。他先后在国内中、高级气象科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还和其他人合写
了多本专著。他退休以后，仍笔耕不辍，从事我国古气候研究，发表了《气候变化对良渚文化发展和
消失的影响》一文。    《风云春秋》一书，是徐国昌研究员从事西北气象事业的回忆录，书中叙述了
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详细记录了他为大西北气象事业建设所做的各项工作和在气象业务工作中所取
得的成就，还叙述了他在工作和生活历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扰。    我与徐国昌研究员相识在20世纪50
年代末，以后在工作中常有联系。我详细阅读了《风云春秋》一书的初稿后，很受感动。我乐于为此
书作序。    陶诗言    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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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春秋》

内容概要

徐国昌编著的《风云春秋(为新中国气象事业而奋斗回忆录)》是中国气象工作者的第一部个人自传，
讲述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气象科技工作者为新中国气象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历程，回顾了作者从仅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气象观测员和预报员成长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研究员和研究所所长的经历。其
中既有对坎坷经历与事业成就的忠实记录，也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感悟。《风云春秋(为新中国气象事
业而奋斗回忆录)》可以作为广大读者，尤其是气象工作者了解新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史，特别是西北气
象事业发展史的参考读物，也可以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通俗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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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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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春秋》

章节摘录

第一章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的父母    我的老家在河北遵化，然而我家五代以前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后
来因为祖上做官到了北方，从此在北方落户。但是家境逐渐衰落，我祖父只当了代理县长，在我父
亲6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父亲徐文承是过继给他的三婶母带大的，家境很贫寒。父亲在旧式中
学(4年制)毕业以后，就离开家乡，只身闯荡上海谋生，曾经在中南银行工作，钱挣得不少，但是他不
甘心这样混下去，决心上大学。他自学了6年制中学的课程，考取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四所大学，
由于山东齐鲁大学可以提供他半工半读的条件，所以他决定到齐鲁大学学习，并通过半工半读，寒暑
假打工，坚持到大学毕业。所以父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很艰苦，求学之路很坎坷。他经常对我
们讲述他青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教育我们，生活上不要贪图享乐，吃东西不许挑肥拣瘦，有什么就
吃什么，使我养成了不挑食的好习惯。在我一生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包括在西北农村的
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但是由于从小家庭的严格要求和教育，我具有相当好的适应能力。父亲对于知
识的渴望和在学习上勤奋刻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成为我心中的楷模。    父亲大学毕业以后，曾
一度到庐山军校任技术教官，讲授无线电，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重庆，在重庆工业大学任教，不久又
转到中央银行任银行电台工程师，后来在一次裁员中，因为没有后台，被解除了工程师职务，安排在
储备科，名义上是职员，实际卜是仓库保管员，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好忍气吞声。抗战胜利以后。父
亲跟随中央银行来到上海，直到上海解放。中央银行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工作时间最长也是他最不
愿意工作的单位。他多次对我们说，到银行工作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他很想搞科学技术工作和教学
工作，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不能如愿。    父亲是一个传统的旧知识分子，一个正直爱国的高级科技
人员，曾经梦想走科技强国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他对国民党的
腐败和无能有深切的感受并且深恶痛绝，我经常听见他和亲友们谈论时局，抨击当局。新中国成立前
夕，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帮助下，父亲拒绝跟随中央银行逃往台湾，留在了祖国大陆。新中国成立以
后，父亲受到组织的信任，我还记得，上海中央银行首任军代表曾经到我们家登门拜访，表示慰问，
为了专业对口，把父亲调到上海邮电总局，他第一次能够从事他愿意搞的技术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清廉和建设新中国的气魄所感动，他多次对我们说，共产党气魄大，确实是干大事业的。父亲工作热
情空前高涨，他成功地领导改装了上海和烟台等地的海岸导航电台，不久就被调到北京，到了国家邮
电总局，他白天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晚上经常自费在家里搞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试验研究工
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他研制的粮食快速水分测量仪等仪器快要成功的时候，他被调往粮食部科
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上述仪器的研制工作。不久，粮食快速水分测量仪等系列仪器研制成功，受到了
苏联专家和粮食部的高度评价，先后被评为粮食部和轻工业部先进工作者，后来又被评为全国先进生
产者即全国劳模，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
接见。粮食快速水分测量仪等仪器最初就是父亲在家里自费搞起来的，以后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最终研制成功。1964年，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电子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直到1981年去
世，享年81岁。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很好，应该活得更长，他的亲哥哥徐文珊，台湾东
海大学终身教授，活到了99岁，“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摧残，缩短了父亲的寿命。    
“文革”期间，父亲被错误地打成特务分子，关进“牛棚”遭受批斗，他忍受不了人格上的侮辱，怀
着“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跳楼自杀，未遂致残，永远失去了一条腿。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能够
不计较个人得失，正确评价那段历史，衷心地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父亲是一位电子科技专家，但是他
能够不计个人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正确看待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这种高尚的
风范，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一贯勤奋工作，为人正直、清高，从不阿谀奉承。在中学时代，他曾
经和潘自力是同窗好友，并且结拜了把兄弟，中学毕业以后，他们两人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父
亲得知潘自力成了驻苏联全权大使，当了大干部，我们问他为何不与潘自力联系，父亲说：“正因为
他当了大干部，我才不会去找他。”是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低三下四地攀高枝和走后门这类的事情
。P1-3

Page 5



《风云春秋》

后记

我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2009年开始动笔，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了。之所以用了这
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要确保的首要任务是健康，必须保证每天有适当活动的时间，其他的事情能做
的就做，不能做的就往后推延，写书的事情没有抓紧。这本书是我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全面回顾，许多
事情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回想起来的，经过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最终完成。写书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
和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写这本书，我更加认清了自身，认清了我经历的社会时代，这也是我写这本
书的一个重要收获，当然也是费时较多的原因。这本《回忆录》如实地记录了我的人生之路和我的反
思。之所以想在今年完成，是因为今年刚好是我参加气象工作的60周年，我想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
份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写完以后发现，我的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
》绝大部分讲的都是工作，以及围绕着工作的学习和思考，生活问题说得很少，这可能是一个缺陷，
但确是真实的。我的精力主要放到工作上去了，当我回顾人生之路的时候，脑子里展现出的几乎全部
是一幕幕做气象工作的情景。正因为如此，《回忆录》中有些章节几乎是纯技术性的，从气象观测、
天气分析预报、气候研究到涉及的相邻学科，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阅读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我感到
无奈。非专业人士阅读本书时可以忽略某些纯技术细节，了解基本进程。这本《回忆录》缺乏故事性
和趣味性，请原谅我文笔的笨拙。    写这本《回忆录》绝不是想为自己树碑立传，迎合什么潮流。写
完以后发现，这本书相当“高调”，甚至于有点不合潮流，我产生了几分犹豫，但是我想《回忆录》
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气象科技工作者的亲身经历，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只要它是
真实的，就不必过多顾虑。我不是英雄模范人物，过去没有刻意追求过，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更
不会有这种奢望，去追求那些身外之物。20世纪90年代初期，甘肃日报社记者曾经两度提议对我进行
专访，希望在报上宣扬我的事迹，我都坚决而诚恳地谢绝，我做事是为了事业，绝不想因为这些身外
之物引来麻烦。    我的一生遇到过那么多困难、挫折和不幸，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为我国气象科技事
业而努力奋斗，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还因为我得到了群众、专家和许多好干部的支持，我衷心
地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幸福，安享晚年！直面历史免不了涉及某些我不愿意涉及的人和事，请原
谅我的直白。然而我不想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因为历史已经过去，许多问题是那个时代中体制性的
问题。写这本《回忆录》只是为了了结一个心愿，把我们那段历史忠实地告诉人们，希望后来人能从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衷心祝愿我国气象科技事业更加辉煌！    徐国昌    2011年6
月于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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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春秋》

编辑推荐

徐国昌，1934年生，甘肃省高级专家服务团成员，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科学顾问，研究员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风云春秋(为新中国气象事业而奋斗回忆录)》是徐国昌研究员从事西北
气象事业的回忆录，书中叙述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详细记录了他为大西北气象事业建设所做的各
项工作和在气象业务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还叙述了他在工作和生活历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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