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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怎么进行季风观测的？

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近日，在广东、福建、海南

等地，渔民们再次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

我们知道,捕鱼活动与海洋季风存在一定的关系，

尤其在古代，需要通过祖祖辈辈海上作业经验的积

累，才能对海上气象、海洋渔业生产等活动产生独特

的认知和把握。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古人是怎么观测海洋季风

的呢？

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季风区，人们认识和利用

海洋季风的历史较为悠久。通过观察记录风向变化，

不断改进测风仪器，也逐渐认识到海洋季风的规律性

和可靠性，从而利用海洋季风的季节性变化和不同海

域的季风变化进行渔业生产和航海贸易交往。

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人们开始从无意识到自发

性地探索海洋季风的规律，并将利用海洋季风的经验

和技术传承至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季风文化，

为中国的海洋文明增添了独特风情。

古人是如何观测季风的？

中国人很早便认识到了季风的存在。《夏小正》中

有载：“正月，启蛰，雁北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

涂。”“俊风”即为东风，通过描绘春天吹东风，冰雪消

融，万物复苏，鸿雁北归，可看出古人已认识到季节性

盛行风的方向和特点，对季风有了初步认识。

古人在掌握了季风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后，便开始

寻求精准探测季风到来的方法，因而发明了测风仪

器。据载，夏禹时已能造出用于观测风向和风力的

“司风乌”。

晋朝以后，人们开始用更轻便的木制相风鸟取代

笨重的铜制测风器。唐朝李淳风的《乙巳占》中记载

了关于木制相风鸟的制作方法——候风法，即观测风

时，需在高远的平原上设置高竿，把鸡羽挂在竿上，当

鸡羽被风吹直时，可确定风力和风向。选择高远的平

原作为观测风向地点，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城市建

筑和自然物体会对风向产生影响。

随着测风仪器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人们对于季风

风向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入，这展现出古人对季风有着

较早且较高水平的认知，并为人们顺应自然将季风应

用于生产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面风”不断丰富中国海洋文明

古代文献中对季风的记载表明，古人认识到季风

是一种周期性的风系统。这一准确而深入的认知，得

以让古人在海洋养殖、捕捞、贸易等领域充分利用海

洋季风，不断丰富中国海洋文明。

季风的周期性变化对中国农业也有重要影响。每

年五六月，海洋季风携带着暖湿气流越过南海，为江

南带来连绵不断的梅雨，一直持续到六七月。而这一

时期正好是水稻稻穗成熟时期，梅雨季节带来的充沛

降水有利于水稻生长，这样的气候条件使沿海地区盛

产水稻。

因此，适应季风气候的水稻在沿海地区种植最为

广泛，古人还致力于挑选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水稻

良种。

即使借助良种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是不足以满足

沿海人民对食物逐渐增长的需求，古人便将目光投向

茫茫无际的大海。

夏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当靠捕捞也无法满

足需求时，古人已经观察到季风的周期性变化会导致

海水温度、盐度和养分含量的变化，从而对养殖、种植

动植物起到促进作用。在季风期间，海洋中的水流会

发生变化，带来更多的营养物质，供给养殖生物生

长。古人利用这一特点，选择季风时节进行养殖活

动，使养殖生物能够充分利用季风带来的水流和养

分，从而提高养殖效益。

与此同时，还会根据季风的方向和强度来调整养

殖场的布局和投喂方式。古人还通过研究季风的波

动规律，发现部分鱼类在季风过程中会迁徙，这为养

殖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根据季风时节的变化，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捕捞和投放鱼苗，以便

更好地管控养殖环境。

来源:中国气象

不同造型的相风乌(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渔船开渔出海

秦汉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道

独具魅力的风景线。从文物看历史。

两诏铜椭量，高7.3厘米，口长20.8厘米，口宽12.5

厘米，腹深6.1厘米，柄长5.7厘米，重1.235千克，体呈

椭圆形，外底面略鼓，口沿下部有一圈突棱，短柄中

空，可装把。

柄面上刻铭文三行，自右向左分别为：“右”“北私

府”“半斗，一”；柄的左侧面刻一字：“私”。“私府”是皇

后、太子及诸侯王家主管钱财之物的一种官职名称；

“半斗”为自铭容量；“一”为编号；“私”即“北私府”的

简称。

器外壁的左右两侧，分别刻着两组内容相同的秦

始皇诏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

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

者皆明壹之”。

器底部刻有秦二世诏：“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

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

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

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量是古代计量器具。据《汉书·律历志》载：“量

者，龠[yuè]、合、升、斗、觚也，所以量多少也。”铜量最

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件量为战国秦所铸。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即以秦制统一全国

的度量衡，收回所有的度量衡器

皿，刻始皇诏，定为标准器。秦二

世即位后，重颁秦制，在原标准器

上再次加刻始皇和二世诏。在秦

二世诏中的“疾”“焉”“帝”“德”等

字的右下方，均刻有“∠”符号，这

是古代的标点符号，称为“勾识”。

这件两诏铜椭量内侧口沿有

磨损，当是长期使用的痕迹。经

实测，此器容水量为900毫升，接

近1000毫升，正合秦制半斗，与其

自铭相符。

在历年出土的战国量器和传

世品中，铜质半斗量极为少见。

此器不但是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

实物见证，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珍贵资

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官微

两诏铜椭量 战国·秦(1982年9月陕西省礼泉县南晏村出土)

秦风汉韵：两诏铜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