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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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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学》

精彩短评

1、对于一名菜鸟来说，此书真乃启蒙之师。书中对物候学古今中外的情况作了基本介绍，然后结合
农作、环境监测、各地物候差异来叙述物候记录的用途和注意点。当然，观察物候的基础之一是要有
一定博物学常识。在大都市里，不妨先从行道树开始。这个维度的世界大概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吧，好
像周围的世界又扩大了一圈。
2、我是觉得这书好看不累，丰富实惠，增长知识，储存谈资，而且重点是，很科学。我以我有限的
田间经验保证！
3、中学读的，很喜欢封面⋯⋯博物时代的残留品
4、粗粗看完，涉及到具体地理和生物相关的内容只囫囵略过，不求甚解。物候学这门学科以前不知
，是研究动植物与自然环境的周期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看的时候琢磨着物候现象以及月令里
的记载之类是否可以和日本的岁时记对应起来。前者是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与生活的与自然流转息息相
关的动、植物以及节气变化现象；后者起源于中国传入的荆楚岁时记，后发展出独自的岁时记，到江
户时期成为分类收集季语的集子，主要用于诗歌俳谐类的创作。。先记下来
5、前辈恩
6、在数据收集与分析已经愈加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物候学这个学科在未来会有太广大的发展。统
计开花、落叶、湖面初融的时间简单易懂可行，但缺乏普适性，和温度湿度等量化指标相对比并不优
势。但这本书又是中国历朝历代吟咏自然时节的一次全面总结，各地农谚与小清新对二十四节气的向
往尽数被囊括在里面。仅凭文献记载的古代物候情况，就能推出中国几千来的气候温度变迁，并且与
格陵兰冰川取样的同位素分析结果相符，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对竺老的行文风格有两个感触，一
是诗词古文信手拈来，不禁赞叹。二是，“《物候学》新增加的一章，是竺老晚年学习毛主席思想结
合物候学研究而写的心得体会”，令人扼腕。
7、很薄的小册子，但只此一册
8、农业的比较多，好多毛泽东语录啊。。。。。
9、via施爱东：主要是竺先生的助手写的，挂竺先生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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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物候学》的笔记-古今物候差异及其在诗文创作与解读中可能导致的偏差与谬误

        以前看书总是不带否定地以为书本所言不欺人也，随着年龄渐大才发觉未必如此。有时候谬误源
于疏漏，有时候大概是对大自然本身不够了解。物候在南北不同、东西不同、高下不同、古今也不相
同；
想到古人也是活生生存在的人，也和我们一样会因为知识局限而犯错，不可避免产生主观臆断，或将
更古之人、昔日传说不加考证直接用于创作；这些都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不要过分迷信任何人或
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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