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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是由浙江省科协组织实施的一项丛书工程。
此项工程计划为近代浙江知名科学家立传，每位传主一册，争取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形成一定规模。
选入丛书的浙江知名科学家主要是中国近代在自然科技领域有重大突破，或取得过重大科技成果，在
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且已谢世的科学家；他们是浙江籍科学家，或在浙江工作10年以上且其主要成果
出在浙江的非浙籍科学家。
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工作者是建设文化大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
本丛书从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目的出发，对选人的科学家的生平、思想、学术、科
研成果(特别是创新思想和创新成果)作出生动、翔实、客观的综合评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完整统一。
通过对传主生平、思想演变、科技成就、学术交往，尤其是创新成果进行真实、生动的叙述，以及传
主的社会环境、生活背景、文化信仰、学术观点、师习传承和历史影响等方面的描述，见微知著。
以反映浙江近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揭示浙江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相互关系。
“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是一项大型的浙江省文化建设工程项目。
传记丛书将努力体现浙江的地域特色，展示浙江的人文背景，管窥浙江的本土风情。
通过全方位地揭示传主对浙江、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贡献，用以振奋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浙江
科学家的高贵品质，提升读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反映与提炼浙江人民的创新精神，为弘扬创新文化、
加强文化大省建设服务。
编委会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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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斗转星移，春秋更替。
今年3月7日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诞辰118周年纪念日。
作者在研究浙江大学校史、研究竺可桢生平的基础上，撰写了《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竺可桢》。
　　振兴中华，时不我待；科教兴国，重任在肩；道路艰辛，前途光明。
我们可以深信，该书的出版发行，将为广大读者了解以至学习竺可桢先生的思想作风、高尚品德和缅
怀他的业绩提供一份有益的精神食粮，从而激励我们自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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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达寿，笔名莫叶、牧忆等，浙江义乌人，研究员。
1964年自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国写作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全国科技写作研究会
常务理事，高等教育学会校史工作研究会理事和校友工作研究会顾问，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第四、五
、六、七届常务理事兼科学文艺创作委员会主任。
主编、编著和著有教材、科普书等42部，论文70余篇，其中有30余部(篇)图帖或论文获奖。
获原国家教委“全国教材管理先进个人”及浙江大学“竺可桢优秀教师”奖，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
友工作研究分会授予“校友工作杰出贡献奖”，多次荣获浙江省暨杭州市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
家”称号，2007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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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学习榜样。
竺嘉祥别号吉甫，熟人常叫他开祥。
他个儿不高，胖墩墩，头戴一顶毡帽，脑后辫子粗壮，脸色黑里透红，眼睛有神，一副憨厚淳朴的模
样。
他成天忙店里的事，幸而有个好的内当家才使生意初有起色。
顾金娘个儿不高，有一双“三寸金莲”，走路一摇一摆，窈窕多姿。
她常穿着青哔叽面的小尖鞋，蓝布旗袍合身整洁，圆圆的发髻紧贴后脑，脸盘小巧、周正，走起路来
急促、利落，颇显精神。
她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式母亲，具有温良恭顺的德行。
除了儿时父母亲昵地唤她“金子”外，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来到东关镇后，有人叫她老板娘，很长时间她才习惯起来。
她最大的特点是节俭、能干，上有公婆，下有子女，一家9口的吃穿全由她张罗。
家人和店员开饭要摆两桌，她只请了一个老保姆做家务。
生下阿熊后，她自知手脚不如从前，人家劝她宽松点，该享享福了，可她总是闲不住，还说他俩这辈
子是劳碌命。
但如今，许多欢乐事接踵而至：长女阿桂出嫁，他们升级做了岳父母；长子可材成亲，他们第一次当
上了公婆；还有可材中了功名，使竺家大添光彩。
这年，东关镇出了两名秀才，长塘的马一浮考了第一名。
可材考了第五名。
这是竺家的大喜事，乐得夫妻俩眉开眼笑。
这是东关的荣耀，左邻右舍都纷纷议论，有的还说他们家的住宅风水好。
竺嘉祥夫妇自知生理上的变化，日后不会再生儿添丁了，于是对阿熊疼爱有加，并十分重视对他的培
养教育。
江南水乡的青山绿水，大大小小的乌篷船上传来的船歌⋯⋯都默默地浸润着小可桢幼小的心灵。
东关镇地处河网水乡，有一河道穿镇而过。
镇西南头有一座1米多宽的大木桥，竺家台门便在桥的南边河沿。
盛夏，竺嘉祥常抱着小可桢在河边洗澡，爱玩水的小可桢常常把在河埠上淘米洗菜的人溅成“落汤鸡
”，有一次正好溅在顾夫人的身上，因此，顾夫人不再让小可桢上河沿洗澡，而在家里的脚盆里洗。
可是，小小的脚盆哪是玩水的地方呢？
所以又常常被小可桢弄得水溅盆翻。
稍大点后，顾夫人就将小可桢交给识水性的大哥哥，同时约法三章，只准在浅水滩玩。
河网地区失足的事常有发生，懂事的哥哥们也有责任心，先要小可桢趴在河埠石阶上练打水，而后再
慢慢带他踩水，练“狗爬式”。
的确，在小镇农村，游泳不讲姿势，只要会游、会潜水、会踩水就行。
小可桢5岁那年，顾夫人在河埠洗衣服，突然有一个人潜水到河埠边，吓了她一跳。
她正欲斥责时，一个小头露出水面，正是小可桢。
顾夫人见此情景，压住心中火气，只是强令他快上岸回家。
此后，竺可桢的水性越练越精，玩水、游泳成了他的一大乐趣。
再后来，竺可桢当了浙大校长，在西迁途中。
每到一地，他总是支持体育部开辟天然游泳池，自己带头下水游泳，就连冬天也要下水，直到70多岁
高龄时，还不间断。
爱游泳、识水性的习惯和本领，大概也是儿时留下的一个“纪念品”吧！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教育下，竺可桢2岁开始认字，3岁就能背几首唐诗，对街上的字号、店名也
认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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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竺家台门远一点的街坊邻里，听说3岁小伢儿会认店名，想考考他。
店主指着招牌说：“你认得上面的字，就请你吃甜酱瓜。
”小可桢抬头一看，便念道：“万顺园。
”店主又指前面一爿店，他认得是“同泰米行”。
从此，街坊邻里都把他当神童看待了。
而他始终牢记父亲常常唠叨的那句话：“你要好好向大哥学习，好好写字、读书。
”因此，小可桢从小就把写字、读书当做自己的头等大事。
进私塾的前一天，邻居小孩叫他去放风筝，他不折不扣地完成大哥布置的背诗、写字任务后才离开家
门。
哥哥抽背唐诗时，他也总是得到好评。
5岁那年，小可桢穿着白底青帮的新鞋、蓝布长袍、黑色马褂，青缎子帽顶上缀着红色珊瑚珠，高高
兴兴地进了私塾。
课堂设在厢房正屋，老师就是大哥竺可材。
竺可材是个秀才，在保驾山村和东关镇已有些名气了。
竺可材勤奋好学，国学基础深厚。
他比竺可桢大14岁。
白天，他们一个教书，一个读书；晚上，他们一个备课，一个复习功课。
随班学习的课程满足不了竺可桢。
大哥就安排他超前学习。
当别的孩子还在念《三字经》的时候，竺可桢已在念《声律启蒙》了。
就这样，小可桢在哥哥的安排下，熟读了不少古书，如《四书》、《五经》等，都能背诵。
7岁时开始作文，大哥反复启发，精心教育，有时竞陪学到深夜。
小可桢见哥哥博学多才，自己也很刻苦。
决心要成为像马一浮那样考第一名的人，因此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小可桢跟大哥念了几年书，《四书》已能熟背，并开始习八股文。
大哥考得廪生后，每年要去县城赶考。
母亲不放心小儿子到较远的小学去走读，便联合街坊及亲友，聘请了道墟镇赵家楼的章景臣(镜尘)先
生来家中担任老师。
书馆仍设在竺家台门小天井南的南屋，隔壁阴暗的小屋，就是竺可桢的卧室。
就读的学生都从自己家中搬来小凳、小桌，围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听老师讲课。
景臣老师是大学问家章学诚的本家，是个秀才，也是饱学之士，只是平生不得志，在私塾任教。
由于小可桢受过大哥的一些教育。
有一点古文基础，又刻苦好学，聪明颖悟，景臣老师十分喜欢他，给他讲的课也比其他学生深。
除了教他读点经文以外，还向他介绍了许多宋明以后的著名理学家立身为学的事迹，激励小可桢向先
贤学习。
竺可桢十分敬重景臣老师，不仅认真听他讲课，而且每到过年，总是到老师家中去拜年。
看到老师家中有许多书，常常选借一些回家阅读。
日积月累。
竺可桢的古文基础更加深厚了。
以后，在科学研究中能博览群书，并引用大量古典诗文，都与他扎实的古文基础有关。
大自然是一个大课堂，长者、能者都是竺可桢的老师。
竺家生活有了改善，更不忘列祖列宗。
每年清明、冬至或年关，竺家都要回老家和亲族们一同上坟、祭祖，有时小可桢还和母亲在保驾山村
住上几天。
竺家与他同辈的共有16人，小可桢年龄最小。
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们，就成了他玩耍的伙伴。
他们一同上山采野果，下水塘捉鱼、捞虾，尽享大自然给予的乐趣，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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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哥哥们登上保驾山，站在山顶上向四周眺望。
竺可桢感到天地真宽，向东望去，可以看到东关镇全貌，而自己竟是那样渺小；再向西南远眺，是连
绵起伏的山地，大哥说，在那边山坞之中，便是鲁迅先生笔下贺老六打猎的地方，祥林嫂的故事与那
里也有联系；北望是一马平川，平川的尽头白茫茫一片，那就是钱塘江人海处的“喇叭口”，又该有
多么宽阔！
所有这些，大大拓展了小可桢的视野，使他对大哥的崇敬也进一步加深了。
保驾山野果很多，哥哥们都帮他采集。
什么乌饭草、野杨梅、山楂等等，小可桢都很爱吃。
从此，小可桢对登山涉水又产生了兴趣，从中认识了不少野果、花草、虫鸟，真是一举多得。
大自然确是一个知识的宝库，有许多事物令他目不暇接。
去过保驾山几次以后，细心的小可桢感到每次景物都有变化。
有的鸟儿他这回来叫得欢，下回来又远走高飞了；树上的花儿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迟。
许多小问题问问小伙伴，他们只是感到从来就这样，没有什么新奇。
小可桢带着这些问题问可材大哥，大哥都一一作了回答。
他终于知道了一年有24个节气，种田要按节气，燕子来去、花开花落也是按节气更替进行的。
小可桢除了暗暗钦佩大哥外，还记起了小日记，认真记下了屋檐下燕子来去、天上大雁北去南归和院
子里桃花开落的日子，留待来年印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小可桢就以大哥可材为榜样，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并细心地从大自然中汲取知识。
竺可桢的母亲也识字，为人贤淑，对他尤为疼爱，家务忙完了，不是陪他做游戏，就是给他讲故事，
启发他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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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7年春，在浙江大学建校9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的楷模，气象学和地
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铜像在求是园(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落成。
嗣后，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学子陆续踏进求是园，来到玫瑰园中的竺可桢铜像前，或沉思缅怀，或默默
鞠躬，而后按动快门，留作永存。
2007年5月21日，是浙江大学110岁华诞纪念日，又一尊竺可桢铜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竖立起来，
又有更多的求是之子来到铜像前致意景仰。
1990年3月7日，海内外百余名求是之子，不远万里，不顾舟车辗转，忘了古稀之年，或结伴而来，或
由子孙护送而至，齐集求是园里，参加竺可桢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与此同时，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活动，像春风吹拂，遍及各地，一首一首纪念诗词，一篇一篇回忆
文章，似雪片飘来，落在笔者的案头，时时撩拨笔者的心灵，令人激动。
在交往与读稿之余，笔者发现许多校友职务、经历、处境不同，虽经半个世纪有余的时空变迁，但对
竺可桢校长的景仰之情经久不衰，且日益加深。
随之，竺校长的高大形象也在笔者心中进一步高耸起来。
2006年秋，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牵头编撰“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并责成其属下的浙江省科普作家
协会组稿。
鉴于笔者对竺可桢生平事迹作过一些研究，并发表过一些论著的情况，在丛书编辑组一致推荐下，笔
者承担了撰写《竺可桢》的重任。
撰写本书的目的，旨在让青少年了解竺可桢校长倡导而今为求是学人崇尚的求是精神及其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点滴，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为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兴趣，我们选用了传记性与故事性相交融的文学传记体裁，书中的故事是真
实的。
在此书前，笔者撰写或主编过41本著述，但从未有写此书这么兴奋与激动。
在本书稿改写定稿时，时值寒冬，天天奋笔午夜，无意收心：思绪放纵，难以成眠。
在日夜兼程中，笔者竟出乎意料地激情难抑，三次撩拨心扉：第一次是竺可桢在沪求学，得知母亲逝
世，遂连夜赶回老家，跪着进了家门，并扑在母亲的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如是尽孝虔诚确乎撼动
人心；第二次是1938年7月25日，竺可桢为寻觅三迁浙江大学的校址，在外奔走20余天，后闻急电返家
，在泰和浙大防洪堤上听竺梅“衡儿(指其弟弟竺衡)没得了”一语，继而他的爱妻病逝，也令我十分
心酸：第三次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年近八旬的老人，却拄着拐杖偕夫人去粮站扛15斤大
米，途中休息几次，仍是疲惫不堪，怎不令人动容、催人泪下呢？
！
笔者的妻子李栽瑶在校对中，也多次被竺校长的动人事迹催泪成行。
经过近一年的“背若芒刺”般的努力，终成本书，以献给笔者的母校浙江大学及其广大师长和校友，
献给亲人和文友，献给亲爱的读者！
本书在撰写出版中得到多方的关怀与支持：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特邀顾问、浙江省
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浚生教授百忙中作序，竺可桢的第三
个儿子竺安教授审阅了书稿，妻子李栽瑶协助校对，还有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和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有关领导及有关同志对笔者的关心与支持，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编写中，还参考了《竺可桢日记》、《竺可桢文集》等一些著作和期刊，在此也对这些著述的
作者致谢。
竺可桢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其业绩显著，资料浩繁。
由于水平有限，来不及更多地学习、查考与汲取，难免有遗珠或谬误之憾，诚望读者、师长赐教匡正
，对您的热心与真诚先致以深深的鞠躬。
杨建寿2007年10月18日于美国Coply初稿2008年1月18日于浙大求是村二稿2008年4月18日于浙大求是村
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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