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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气象文化入手，以宁波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作为研究范本，探讨自然景观和气候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而提炼出用气象的角度看待文化这一议题。在此基础上，对气象文化的传播模式进行尝试和创新，试

图以传播学理论创建气象文化的多渠道发展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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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iscipline of meteorological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Ningbo,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as a research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landscapes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us extract the issue of viewing culture from a meteor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is ba-
sis, attempts and innovations are made to the dissemination mode of meteorological culture, at-
tempting to create a future vision of multi-channel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culture using com-
muni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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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象这门学科除了涵盖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灾害预警等方面内容，还衍生出气象文化这项和人文

密不可分的分支学科。一般认为，从广义上来讲，气象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有关气

象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专指有关气象方面的各种精神财富的总和[1]。长

久以来，气象的文化特性被忽略得较多，为大众熟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其中一种。而将目光放眼某个具

体城市，具有当地特色气象文化资料少之又少。 
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从井头山、河姆渡等考古发现，从天一阁、保国寺等几百年前的建筑传承，

从浙东运河、星罗棋布的塘河等，都可以看到气象文化的流淌，因此对宁波的气象文化研究既是史料方

志的重新整理，又是跨学科的开拓创新。 

2. 自然景观与气候变迁的关系 

在自然界诸要素中，气候是最活跃的一种。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其他许多要素，如动物、植物、河

流、湖泊、冰川、雪线等，都会随之出现相应的变化。对于一个城市，气候的变化将带来的不仅是自然要

素的变化，还有相应的自然景观、人文建筑等的变化。 
气候变迁影响自然景观，决定文明兴衰。古埃及文明依托尼罗河而兴起，当时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

使得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形成了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景观，为古埃及文明的繁荣奠定

了基础。同样的，自然景观反馈气候，助力局部调节。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常利用湖泊、河流等水体

以及园林植被来调节城市的温度和湿度，形成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 
以宁波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为例，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形成与气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气候

的变迁极大地影响了适宜生存生物的改变。现如今我们吃的甘蔗多产自南北纬 25˚之间的地区，而据《马

可波罗行记》记载，13 世纪末，在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城市出现专门从事榨蔗制糖的作坊，估计这些城

市周围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甘蔗种植。这说明在宋时，甘蔗种植的北界较今日北移了两个纬度。著名的

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象、犀等今天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遗骸，由此估计，新石器时代该地属南亚

热带或热带气候[2]。 
在对宁波自然景观和气候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当地较有特色的植物、作物等，均符合亚

热带季风气候的大特征，并兼具局部山地或海域等小气候特点。在宁波多有种植的桃花、油菜花、杜鹃

花等，具有同纬度地区相应植物的共性，也有受小地形和后天培育等因素影响的个性。如只分布在个别

海拔 800 米左右高山区域的华顶杜鹃；因人工筛选而呈现出橙色、粉色、白色的油菜花。 
因此，针对自然景观的研究需放在气候条件动态变化下，研究此前气候的波动情况，并考虑未来一

定时期内的气候变化。 

3. 自然景观与气象文化的关系 

按照气象的结构要素，气象文化可以划分为气象物质文化、气象行为文化、气象精神文化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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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象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气象事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和外在衡量指标。 
气象物质文化是基础，为气象行为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气象行为文化是中介，在实践

中不断塑造和丰富着气象精神文化。气象精神文化是核心，为气象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和价

值导向。 
自然景观的繁荣造就了气象文化资源的井喷，近年来气象赋能文旅等部门进行联动，用优质的地理

资源、气候资源带动文旅等行业的兴盛。更直观地来说，相关部门利用气象文化资源自身的魅力，对气

象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探寻自然景观背后的内涵。 
对依赖自然风光的旅游目的地来说，把握好不同季节的气象文化有利于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更深度、

更有条理的整合。宁波市奉化区年均气温 16.3℃，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宁波植被丰富多样，四季常绿，

桃花、水蜜桃等植物生长良好，形成了奉化水蜜桃种植区、桃花景观等独特的植被景观。奉化全区水蜜

桃种植面积约 5.6 万亩，形成了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优良生态循环。 
宁波的春季，可对应宣传应时应景的桃花、油菜花等；夏季可宣传海景；秋季有水杉林、丰收的水

稻；冬季有四明山雪景、温泉等。与之对应的气象文化丰富多彩，在自然的美景背后又有充实的人文精

神。 
通过了解水稻和气象的关系，我们能看到不同气象条件下水稻育种、栽培的需求变化；通过探寻天

一阁建造遵循的气象法则，我们能体会到古代科学的传承和现代科技的严谨；通过研究四明山水杉林的

五彩斑斓，我们能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对植物外观的直观影响。这些都是自然景观变化的表现所蕴含的气

象文化，尤其表现为气象物质文化。 
而气象精神文化能够成为更加持久的精神力量，故而对这种文化既可以是气象工作者在气象事业实

践中表现出的优秀核心价值观和昂扬奋斗的精神风貌，也可以是蕴藏在应对气象变化、气象灾害过程中

的人文力量。在水稻的培育过程中，农业科学家们精心育种、严谨实验，筛选出抗倒伏、高产的杂交水

稻品种。秉持初心，久久为功，这是科学家精神在气象精神文化领域的具象表现。 
总之，自然景观一旦和背后的气象文化产生固定的联动，就会产生 1 + 1 > 2 的效应。二者之间互相

促进，可以推进气象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摆脱“走

马观花”式的观景模式，进入到理解与融合的更高阶段。 

4. 气象文化的传播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气象文化的传播模式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内容及形式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两微一

端”和短视频、直播形式崛起的快节奏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气象文化传播需积极拥抱短视频和直播时代

浪潮的到来，不断探索数字化融媒体改革道路，在气象信息传递和科普形式内容方面做出适应性、创新

性研究[4]。 
目前，宁波气象已探索出图文结合、视频补充、线上直播、线下传播等气象文化传播模式。 

4.1. 图文结合深度挖掘 

气象文化涉及专业的气象知识以及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需要专业人员进行通俗的讲解和图文并茂

的注释。宁波气象选取了梅花、桃花等具有当地特色的自然景观；杨梅、桃子、水稻等作物；天一阁、港

口等代表性城市坐标为切入点，详细地剖析其与气象之间的关系。通过气象视角，解构物候景观，让本

地人建立与熟悉的景物间更深层次的联系。 
对于杨梅的口味，宁波人了然于心，但提及杨梅的历史，少有人了解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河姆渡时期。

杨梅对温度、湿度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宁波的余姚市、慈溪市等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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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品质优良、驰名中外的荸荠种杨梅。 
在包含数据、专业名词较多的气象文化科普内容，以图文形式的科普内容会更丰富、更详细，能方

便受众更好地理解气象文化这门相对冷门的学科。 

4.2. 短视频时代的直观呈现 

在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的直观呈现形式让公众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对宁波气象文化的探索过程

中，部分文化产品以视频的形式呈现。镜头语言将气象文化中美的一面展现出来，借助视频号、抖音、

微博等平台，宣传宁波当地特色文化的同时，也宣扬了气象文化。目前，宁波气象新媒体各平台已发布

了融合美景风物、气象科普的气象文化短视频 20 余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5·19 中国旅游日”

之际，宁波气象与宁海合作，科普了该节日起源宁海的缘由，以文化力量拉动当地旅游经济。 

4.3. 线上直播即时互动 

线上直播具有直接、反馈迅速、交互性强等特点，如今越来越受欢迎。针对气象文化的直播由相关

行业的专家进行讲解，同时解答网友提问。线上直播所需准备的素材及文字多通过前期积累和挖掘，在

直播中集中呈现。天一阁与气象的关系，中国旅游日和宁波的不解之缘，通过主播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条

分缕析的讲解，均在直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反馈。 

4.4. 线下人际传播拓宽渠道 

以上传播模式均为线上渠道，而线下渠道虽然传播范围有限，却是气象文化传播的有效补充。宁波

气象近年来重视对文化 IP 的开发，形成了表情包、图文科普等形象化产品，并将 IP 做成实体文创，制作

了毛绒玩具、保温杯、雨伞、扇子、包袋等文创产品。宁波气象借助世界气象日、科普月等活动与公众近

距离接触，将图文易拉宝、文创产品带到公众眼前，潜移默化地传播气象文化。人际传播的传播关系成

立大部分就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人际传播+符号化传播，是对气象文化传播的双重加成。在

实践中，气象文化实体产品在学校、社区、敬老院等场域广受欢迎，线下渠道的传播可充分利用人际传

播的特点，在一定私域内形成意见领袖。 

5. 气象文化前景展望 

2024 年 4 月，中国气象局党组印发《2024 年气象文化建设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气象文化传承、弘

扬、培植、传播四项行动，明确 34 项重点任务。新时代新征程上，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气象新篇

章，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迫切需要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繁荣中汲取

奋进力量。 
从文化层次来看，气象文化是一种从属于社会文化和气象活动的亚文化，它既有社会文化的一般性

质和主要特点，也具有气象活动的个性特征，作为一种亚文化它是依附和依赖于社会主流文化和文化主

流的，是受社会文化大系统的制约和影响的[5]。 
繁荣气象文化，要强化思想引领。气象文化事业在不断升华中发展，相关从业人员的思想要走出传

统的重气象、轻文化的误区，在思想上与先进文化同频共振，在步伐上与前沿科技保持一致。繁荣气象

文化，要在传承中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了气象文化，从“天人合一”“取之有度”“道法自

然”的古老智慧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气象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针对自然景观的气象文化研究可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总结出自身的研究方法。繁

荣气象文化，要把握工作重点。尤其是选取代表性的景观和景物，把握切入点、突出重点，聚焦气象文

化传承、弘扬、培植、传播四项行动，书写气象文化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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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当前，气象文化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但宁波本地的气象文化载体还有待更深、更细的挖掘。

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大气科学、气象史学、地方史志、传播学等融合学科的眼界，立足当地自然和人文

景观，通过梳理考查气象所内含的中国历史文化、特色文化、艺术史、区位优势文化等多种类型文化资

源，研究不同类型文化资源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介生态，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转型开发，生发新

创意文化新业态的策略和路径[6]。 
国务院出台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 年)》要求加强公共气象服务供给及高品质生活气象

服务供给，这为气象文化的开展提供了大方向。在研究方向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亟待与横向部门联系沟

通，以实现新兴交叉学科的融合联通。未来，宁波气象文化研究会将区位资源势能转化为旅游推介、乡

村振兴、文化科普等的动能，以文化的力量驱动气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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