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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普佳作精选》所收入的作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佳作的共同特点，一是不只局限于对科学知识的阐述，而是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和
科学方法；二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做到了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的统一。
作家们娓娓动听的叙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给
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正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渴求知识的广大读者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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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竺可桢同志（1890-1974）是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历任教授、所长、浙江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并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1948年被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竺可桢一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直认为科学普及事业是整个科学事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一个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成绩，应该计入他对
科学事业的贡献之内。
自1916年至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竺可桢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
内容除地学、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许多学科，读者对象从科学
技术人员到少年儿童多个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对科普工作倾入极大的热情，除积
极进行科普创作外，还为广播电台作科普讲演，对北京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的创建也付出了很多精力
。
他晚年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可谓科普创作中之珍品，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的
荣誉奖。
　　竺可桢不仅在科学界、教育界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在科普界也有崇高的威望。
　　宛敏渭，安徽省庐江县人。
1910年1月出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班（大专）。
他是安徽省气象事业的创始人，曾任安徽省气象测候所代理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物候组组长。
他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物候学开创人之一。
　　宛敏渭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我国古代节候演变源流的考证研究，50年代悉心于农业气象学的
研究，60年代后从事于全国物候观测网的创建，开展物候季节与农时预测的研究。
物候观测网由45个协作单位建立农时预报点，经过25年的实验研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理论和实
践上对物候学与农时预测作出了贡献。
“中国物候学与农时预测的研究”项目，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宛敏渭1984年获中国气象学会“从事气象工作五十年气象学家”荣誉证书，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从
事科学工作五十年气象学家”荣誉奖状。
他与竺可桢合著的《物候学》、《物候学（增订本）》一书，6次出版，共发行20万册，深受读者欢迎
。
此书经日本丹青鲶合研究所译为日文本，1988年在东京出版。
1987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最高奖--荣誉奖。
代表著作有“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考”、“中国之物候”、“论北京物候季节的划分与农时预测”
（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
还有“论我国的物候季节与物候指标的应用”、　“竺可桢对我国物候学的贡献”、与人合作编著《
中国物候观测方法》，主编《中国自然历选编》与《续编》，与人合作绘制《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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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什么是物候学
二、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
三、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
四、物候学的定律
五、预告农时的方法
六、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
七、我国发展物候学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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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最早的古农书，现尚保存完整的，要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其中不少地方引用了比这书更早500年的一部农书，西汉《汜胜之书》。
在古农书中，还有专讲农时的书，如汉崔实的《四民月令》，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
《汜胜之书.耕作》篇辟头就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
换句话说，就是耕种的基本原则在于抓紧适当时间来耕耘播种。
这时间如何能抓得不先不后呢？
《汜胜之书》就用物候作为一个指标，如说：杏花开始盛开时，就耕轻土、弱土。
看见杏花落的时候再耕。
对于种冬小麦，书中说：“夏至后七十天就可以种冬麦，如种得太早，会遇到虫害，而且会在冬季寒
冷以前就拔节；种得太晚，会穗子小而子粒少。
”对于种大豆，书中说：“三月榆树结荚的时候，遇着雨可以在高田上种大豆。
”①　　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中总结的劳动人民关于物候的知识，比《汜胜之书》更为丰富，
而且更有系统地把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如卷一谈种谷子时说道：“二月上旬，杨树出叶生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令；三月上旬到清明节
，桃花刚开，是中等时令；四月上旬赶上枣树出叶，桑树落花，是最迟时令了。
”并指出：“顺随天时，估量地利，可以少用些人力，多得到些成果。
要是只凭主观，违反自然法则，便会白费劳力，没有收获。
　　贾思勰已经知道各地的物候不同，南北有差异，东西也有分别。
他指出一个地方能种的作物，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成熟迟早，根实大小就会改变。
在《齐民要术》卷三《芜菁》和《种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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