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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日映星曜，交替阴阳，都属物

候气象。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都离不开气象。朱

允明先生就是一位孜孜探求气象科学的著名学者，是

甘肃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一生为甘肃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立志甘肃气象事业

朱允明（1906—1960），字公生，甘肃省会宁县中川

乡朱家河人。甘肃气象事业的杰出创始人，甘肃省气

象测候所第一任所长，陇上著名学者，甘肃省政协第一

届委员会委员。

立志报国是朱允明从事气象事业的内在动因。朱

允明出生于会宁一个耕读世家，天资聪颖，少时先后就

读于乡塾、会宁县高小及平凉师范学校，勤奋好学，成

绩优异。1928年于甘肃平凉师范学校毕业时，得到时

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马鹤天的赏识与资助，考入南京

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学习，他勤学刻苦，博学多才，得

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学生时代的朱允明忧国忧民，深受孙中山先生《建

国方略》的感召，一心期望为振兴中华奉献青春和一腔

热血。其时，我国气象事业尚处于发轫阶段。在时任

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的努力下，全国大部

分地区开始设立气象测候机关，并初具规模，但西安以

西、成都以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甘青宁新四省地处西

北，气象事业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朱允明看到家乡

甘肃之落后，痛心不已，立志学成报效家乡。他以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改行选择了气象事业。从那一刻起，他

将报国之志化为开创甘肃气象事业的实际行动，并为

此付出了毕生精力。

前辈的启示是朱允明从事气象事业的直接原因。

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期间，他常思家乡甘肃建设

之良策，苦苦探索建设之途径，正苦于报国无门时，幸

遇人生之路的引领人张心一先生。张心一是金陵大学

农业经济学教授，甘肃永靖县人，我国著名的农业专

家。1931年，朱允明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准备

返回家乡时，张先生与他有一番谈话。张心一在谈及

西北建设问题时说：“建设事业，千头万绪，乏人研讨，

尤其是气象事业关系到民生国计，实为推动各项建设

之基础。”

受张心一先生的启发和影响，朱允明萌生了回甘

肃创办气象测候事业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张心一

的大力支持。张心一介绍他去国立中央气象研究所学

习气象观测，竺可桢所长慨然允诺。朱允明在该所认

真学习了3个月，很快掌握了气象观测的基本方法。

学习结束后，受竺可桢所长指派，他准备立返兰州筹办

气象测候所，但因未得甘肃省府表态，仪器没有着落。

进退两难之时，竺可桢所长给他以热忱帮助，将所需仪

器都予以借用。朱允明带着仪器，长途跋涉，于1931

年12月到达兰州，1932年初，在甘肃学院(兰州大学

前身)进行气象预测，开始负责筹建甘肃省兰州气象

测候所。

献身科学的精神是朱允明敢于跨学科创事业的巨

大动力。他深受孙中山先生“应当立志做大事，不应立

志做大官”教诲的影响，立志干实业而无意于官场显

达。时人这样高度评价他的选择和作为：气象事业“其

初或许不受人注意，做此种事业的人，亦或许终身不能

显达，但此种事业所给予社会有益之影响，则绝不能因

此而磨灭”。当时甘肃官方评价道：“朱君本来是学政

治的，但他刚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就立刻转赴中央

气象研究所专习气象学术，踏入科学之门，殊非常人

所可及。”

朱允明在1933年元旦撰写的《世界与中国气象事

业之概观》一文中倾诉了他对气象事业的心声和认识：

“气象事业与农业之发达及航空、航海、水利、卫生诸大

端，关系綦为密切。设无测候之记载，未可与言农业之

改良，所谓相地之宜，始得耕作。设无天气之报告，何

从以度航行之安危，所谓利择天时，始有远行。总理遗

训，注意民生，重视交通，是以建设之始，当以气象事业

为发轫。”在他看来，“研究天气之学问，应用于人类之

生活，以增进幸福避免灾害为目的。苟能穷究其变动

之原理，即可预知寒暖之变迁，风雨之有无，以避天灾

之危险，其利益于人生者，实非浅鲜，小则关乎身家之

安危，大则系乎国家之富贫”。可见其认识何等深刻！

他用一生的艰苦努力践行了自己的选择，用自己的青

春和生命诠释了对人生的追求。

不计得失、不畏艰难的品质彰显了朱允明成就事

业的超凡人格魅力。甘肃地处西北，交通极为不便，一

般人视为危途，不愿远涉。朱允明以“舍我其谁”的勇

气和魄力，把个人得失与荣辱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报效

国家和家乡。他从气象工作的一点一滴做起，一步一

步地前行。尽管前路渺远，但他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百折不挠，艰苦创业。起初，办

公地点无着，经费维艰，人们对气象事业的意义认识不

足，他除了尽一切努力做宣传外，还竭力利用各种正式

和非正式场所游说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府部门及社会上

层人士，统一认识，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当时财力匮乏、增设机构不易的情况下，经他多

方奔走，积极呼吁，最终才得以陆续在全省范围建立起

测候所，形成了气象测候网，使甘肃气象事业形成雏形

并逐步发展。筹办测候所期间，又遇上火药库爆炸，使

测候所几近瘫痪，他没有被击垮，没有放弃，迎难而上，

在残垣废墟上重建。他在1940年《服务月刊》所载《西

北首创之甘肃省立兰州气象测候所》一文中写道：“回

忆数载之中，虽屡遭挫折，几经变迁，而卒能恢复旧观，

使可宝贵之记录，历续至今，未能间断，所务渐趋正

轨，……此承蒙中央气象研究所之扶持，以及本所同仁

苦干不懈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当此抗战建国时期，气

象关系颇钜，如获人力资力之协助，积极推进，则发展

可期，我甘气象事业，此必蒸蒸日上也。”由此也可以看

出，朱允明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大无畏精神和对未来

满怀信心的豪情。

艰难的创业历程

朱允明来到兰州创业之初，正值兰州发生“雷马事

变”,陕军入甘，政局混乱，省府被改组为临时维持委员

会。朱允明先后分别拜见省府各位委员，一一陈述建

立气象测候所的重要性，最终得到多数委员赞同。尤

其在甘肃通志馆杨思馆长、建设厅喇世俊厅长等人的

鼎力支持下，省临时委员会于1932年2月批准成立“甘

肃省立兰州气象测候所”,朱允明任所长。

朱允明“先在兰州周围附近视察地点，均不适宜，

又以及时建筑房屋，经费不易筹得，遂奉建厅令暂假农

事试验场房一部分办公”。所址设在兰州萃英门甘肃

省农事试验场院内的一间房中（在今西关什字兰州大

学第二医院一带)。1932年2月15日，甘肃第一个气象

观测机构正式成立。尽管有了观测机构，但办公场所

狭小，极不适宜开展工作。后几经周折，直到1934年3

月，“始呈准建厅将制革厂西南两空院拨建所址。4月

初动工，经营两月乃成。计办公室5间，仪器室2间，图

书馆、所长室各3间，职员宿舍7间，……全院面积2500

公尺，较前宽敞”。

气象测候所成立后，朱允明立即投入观测工作，同

年6月正式建立观测记录。1934年秋，测候所办公场

所被官方兴办的助产学校占用，经多次交涉，仅获得一

些转让费，测候所又陷入没有办公场所的困境。于是，

他又四处奔走寻觅新址，最后，选定东稍门外会仙宫

（今平凉路水利勘察设计院家属院）作为新址。在新所

修建过程中，朱允明因陋就简，多方节俭，很快完成。

1935年元旦，测候所迁入新址正常工作。同年4月至8

月，又建成一座八角形气象观测台，高四丈五尺，共四

层。至此所内规模堂皇，焕然一新。

正当测候所各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之际，又飞来

一场横祸。1935年10月20日下午，兰州东关火药库

爆炸，因测候所距离最近，故所有仪器、房屋、器具等都

被炸毁，仅留气象台稍有损伤，损失达3万元之巨，以

致职员形同难民，无处住宿。朱允明只好带领全所人

员投入重建工作。短短两个月零10天，测候所在颓垣

断壁中，开始恢复气象记录，而职员风餐露宿将近一

年，全所最终于1936年12月才得以完全修竣。此后，

虽不断发生工薪无着，缺乏经费、仪器等问题，但气象

观测再未间断。观测记录经朱允明亲自校核后，按月

呈报中央气象研究所，在该所月刊刊登。另外，还在兰

州《西北日报》开辟了气象报告栏，每天公布观测结果。

在朱允明努力下，又在天水、岷县、临洮、靖远、敦

煌、张掖、民勤、平凉、庆阳、甘谷等10县建测候所。

1941年省政府为统一气象行政起见，遂将兰州气象测

候所改组为甘肃省气象测候所，所有各县所悉归其直

辖监督。朱允明连任所长10年有余，经其努力改进与

调整，从此甘肃气象事业步入正轨。随后，全省各地逐

步设立了气象观测站，从而初步形成了甘肃气象观测

网，为甘肃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气象测候所初有工作人员7名，后增加到9

人，分为总务、气象、高空气象、水文四股。测候工作也

趋于成熟。观测次数由1932年5月每日4次，逐渐增

加到1934年2月的每小时观测1次。观测项目为气

压、气温、湿度、云向、云状、云量、云速、风向、风速、蒸

发量、能见度、地面温、地内温、井水温、草温、雨量、雨

时、日显示数、天气状况、其他特殊天气现象等。观测

记录经过8年，计存完整月记总簿70本，袖珍观测簿

208本，气象月报88册。各项气象记载，除按月抄送中

央气象研究所及有关机关外，并于建所5周年汇印成

《兰州五周年之气象》一书，公诸社会，颇受各界称赞。

气象所的建立首先要从雨量站着手，然后逐渐改

进为三、二等测候所。1932年10月，朱允明呈请省府

通令各县于本年元月起，一律成立雨量站。先后在灵

台、会宁、庄浪、清水、景泰、静宁等30余县成立雨量

站，为设立气象观测所打下了基础。每月的气象月报

连同各种自记纸一并报送中央气象研究所、省府建设

厅备案。每月印就的气象月报，分送青岛、山东、北平、

河南、太原、昆明、上海、南通、广州、陕西、江苏、湖南、

四川等各气象台及各省市县测候所，各大学农学院、理

学院、图书馆，中央航空署，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处。朱

允明编述《世界与中国气象事业之概观》一文登载于省

属日报，并印成小册，广泛宣传气象知识。

在兰州气象测候所逐步发展的同时，朱允明还积

极筹划在省内部分重点区、县建立测候所。合作指导

筹办秦安、成县、榆中四等测候所。朱允明借助省府召

开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之机，提出了合作指导筹办上述

几地四等测候所的建议，该项专题议案经会议决议通

过。省府还通令省内各级学校筹设简易测候所，以便

学生实习观测，普及气象知识，及早抓气象人才的培

养。当时，秦安初级中学、成县师范学校、国立西北技

艺专科学校的校长具有远见卓识，他们积极推行此项

工作，先后分别在省府拨发测候仪器支持和测候所指

导下开展合作，建立起测候所，开始观测。

为培养更多气象人才，朱允明于1936年9月至10

月举办了气象训练班，亲自授课，学员们毕业后分赴各

县设立测候所，成为各县气象观测的骨干。1934年7

月，在兰州气象测候所的协助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

河兰州段设立了甘肃第一个水文站——兰州水文站，

经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先生视察同意，

水文站由气象测候所代办，朱允明兼任站长。该站连

续测记各项水文记录6年，所得水文观测记录经他亲自

核实后，呈送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利治河，以防水患。

重大贡献及其影响

朱允明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甘肃气象事业和他在气

象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为甘肃的各项建设工作及国计

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央气象研究所和全省各

界的充分肯定，影响深远。

第一，填补了甘肃气象事业的空白，开创了甘肃气

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朱允明先生在“长安以西、成都以北”的广大区域

创立测候所，首获气象观测资料，堪称近代甘肃气象第

一人，开创了甘青宁新四省气象事业的先河。从此，甘

肃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气象工作。朱允明把投身甘肃气

象事业变为立志报国的现实。因为他的奋斗，甘肃气

象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朱允明创立测候所开展工作5年之时，甘肃官方高

度评价道：“就气象事业本身来说，应当改进的地方，固

然很多，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有如此成绩，实属

不易。朱君回甘办测候所的时候，除中央拨给数种仪

器而外，几乎一无所有，但他能于5年之中，对于建筑、

仪器，如气象台、图书馆、气象研究室及气压计、测云

器、量雨器、风向计、日照计、温度表、湿度表等做到应

有尽有，每日均有精确的记录，实在令人钦佩。”

朱允明在甘肃气象方面的贡献功勋卓著，奠定了

甘肃省气象事业的基础。他既当之无愧是甘肃气象事

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堪称甘肃气象人之楷模。甘

肃气象事业能有今天的发展，朱允明功不可没。

第二，气象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

在朱允明从事气象事业10周年时，社会高度评价

道：“朱先生创办兰州气象测候所，奉命于甘肃灾侵变

乱之余，惨淡经营，屡受艰辛，耕耘十载，成绩卓著。所

址几经变迁扩充，其面貌为之一新，气象观测台颇为壮

观。观测项目日益周全，气象记录准确，资料精细翔

实，并以兰州测候所为中心，指导全省气象测候工作。

在短短几年之内使省内重点地区都建立了气象测候机

构，形成了全省气象测候网，为甘肃气象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时为甘肃教育厅厅长的田炯锦博士称赞

说：“甘肃近年以来，可指数的进步，如公路、航运、水

利、卫生等事，都是中央派来的，地方人士对此等事，没

有多大贡献。其由地方人士发动经营，而成绩卓著的，

可说气象事业是第一了。”

测候所成立以来，为人们提供有关气象科学的基

本服务，使人们逐步认识到气象事业与日常生活的密

切关系。他在水文、气象等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不仅受到竺可桢的高度赞扬：“朱允明君主持甘肃测候

所事宜，颇见成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工作造福

一方，为当地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探索和积累了发展气象事业的宝贵经验。

气象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作用贵

在形成有效网络，方能收到宏效。但此种事业之工作

实施极为机械、枯燥且清苦，非具有坚忍不拔之决心、

埋头苦干之热忱不克以奏事功。因为气象之测候，贵

在预报。预报的条件，须有当地多年的气象精确记录

为基础。这种记录无论对国防、农业、航海，还是减少

地质灾害、预防气候灾害等都十分重要。朱允明深知

此事的意义，因而在后期设备标准化、人员标准化、工

作统一化以及事权之归一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

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他深知兰州位于黄河上游，每当上游暴涨，下游即

遭泛滥，损失生命财产不可胜数，如预报及时准确，可

减轻灾害。随着全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举国人士

均瞩目于西北，力倡建设，索求此项资料者纷至沓来，

不暇应付。尤其兰州作为古代名城，抗战时又为国防

重镇，各项建设工程设无不需要此项资料之参考。因

此，朱允明在任期间，经艰辛努力，使甘肃气象观测项

目日益周全，气象信息记录日益准确，资料精细翔实。

从而既保证了各项建设事业的资料需求，又推动了甘

肃气象服务的进步，为后人留下了包括气象在内的许

多宝贵学术遗产。

朱允明学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广阔。

他注重调查研究，勤于著述，学术成果丰硕。他撰写的

《世界与中国气象事业之概观》《气象建设之重要性与

增设甘肃省气象所之刍议》《近十年兰州气候概观》等

多篇文章，精辟地阐述了气象学的深远意义和气象事

业对于军事、农业、水利、航空、航海等关系国计民生的

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甘肃气象事业的创办经过及发展

状况，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甘肃气象事业发展历程的

珍贵资料；同时，他还编辑了《兰州气候志初编》《甘肃

省立气象测候所五周年纪念册》等书，汇编了水文气象

资料多种。1953年主编了《甘肃水文气象汇编》，为全

省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他花数年心血完成的巨

著《甘肃省乡土志稿》，是不可多得的综合性著作，翔实

地记述了甘肃的沿革、疆域地势、气候、面积、人口、农

业、林业、畜牧、矿产、工业、水利、交通、教育、军事、粮

赋、卫生、社会、度量衡、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为史学界所重视，1990年收编于《中国

西北文献丛书》中，影印出版，发行于海内外。

1954年2月11日，山丹县发生7.4级地震，他不顾

时有余震之危险，奉命两次进入地震山区，跋涉两千多

里，历时3个月，撰写成《山丹县地震山区调查报告》，

受到时任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的高度评

价。另外，他还著有《甘肃夏河县志略》《甘肃漳县志

略》《固原志略》等。

2006年，纪念朱允明先生100周年诞辰时，收编了

朱允明大多数代表性著述的《朱允明文集》一书向社会

公开发行。社会舆论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经纬天地，利益人群。”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秦大河为文集题词：“创始陇测候，赤子故

园情。”

时光如流，离朱允明先生创立甘肃气象事业已90

年，甘肃气象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气象观测

从天基、空间到地基全面发展，气象台站网遍布甘肃大

地，卫星、雷达、自动站等一系列现代技术应用于气象

观测，观测项目从常规气象要素到大气化学、生态环

境、太阳辐射、雷电监测、大气气溶胶等。气象服务效

益不断提高，在防灾减灾、趋利避害等各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饮水思源，我们不会忘记先辈。朱允明创立甘肃

气象事业的辉煌业绩，可歌可泣，彪炳千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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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会宁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高级工程师，高级

职业指导师，副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日报》

特约撰稿人，兰州财经大学书画协会主席。作品有诗集《乡

关》、专著《商论》、散文集《灵魂的花朵》、哲思录《寻梦莲花·

心知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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