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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晚 时 分 与病魔顽强斗

争到 后一息的谢希德先生 不幸与世长辞 离开了

我们 也离开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物理世家

谢希德先生 年 月 日出生于福建省泉

州市蚶江镇赤湖乡 她的父亲谢玉铭早年毕业于燕

京大学 年 她父亲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社的奖

学金赴美国留学 母亲郭瑜瑾女士则在厦门大学念

书 在谢希德 岁时 母亲不幸患病去世 此时 父亲

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 幼小的谢

希德在祖母照料下过日子 年 谢玉铭先生学

成回国 应聘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执教 谢希德 岁

时 父亲与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张舜英女士结婚

继母对她十分疼爱 她的心灵得到极大抚慰 她

岁时进入燕京大学附中 在那里认识同班念书的曹

天钦 后来她转学到贝满女中读书 / 敬业乐群0的校

训给她深刻的教育 使她常怀念当年对学生既严格

要求又和蔼可亲的师长们

她的父亲后来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系主

任 是我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 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

有非凡的成就 在他主持下 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国内

首设/ 杂志讨论0课 在 年代 燕京大学物理系的

实验研究跃居全国前列 培养出许多国内外知名的

学者 !专家 如孟昭英 !张文裕 !王承书 !褚圣麟 !卢鹤

绂等都是他的学生 年 他重访美国 在加州理

工学院与豪斯顿合作 对氢原子光谱精细结构做了

极准确的测定 发现与当时量子力学理论不符 预言

电磁辐射场起重要作用 这是后来在 ) 年

兰姆和库什完成的并于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兰姆移位实验的前驱 谢老先生当年建议的理

论方向 也正是后来重整化理论的成功所在

年谢希德访美时 杨振宁兴奋地告诉她 研究物理学

史的克里斯曼在他新著5第二次创生6中记述了她父

亲这项重要实验工作 年 正在她访美期间 得

悉谢老先生在台湾故世 享年 岁

 战乱年代

年芦沟桥事变后 谢玉铭教授举家南下

他应邀在湖南大学任教 谢希德相继在武汉圣希理

达女中和长沙福湘女中读完高中 年夏天 日

寇炮火逼近武汉 !长沙 但当时仍举行高考统一招

生 谢希德报考湖南大学数学系 不久长沙告急 全

家搬到贵阳山城 谢玉铭只身回到迁往辰 的湖南

大学 好不容易转移到贵阳后 谢希德住进医院切除

扁桃腺 又加上腿痛难忍 因此虽然接到湖南大学录

取通知 却不得不申请在家休学一年 后来经医生诊

断她的腿痛是股关节结核 那时没有治结核病的特

效药 生这种病被视为绝症 她在石膏床上与病魔斗

争了四年光景 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 时常得躲避

空袭 虽然遭受病痛与战争的劫难 但她是一个意志

坚强的青年 在治病和休养期间 大量阅读英文小

说 这对她后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年夏 她身体

康复后考上迁至贵州省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物理系

但由于父亲不同意而放弃 后来全家从贵州搬到福

建长汀县 父亲应聘为厦门大学数理系教授 并兼任

系主任 !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 在萨本栋校长和谢玉

铭 !傅鹰等教授的共同努力下 厦门大学成为当时东

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学 就在这时 谢希德考入厦门

大学数理系 她勤奋好学 训练严格 基础扎实 尤其

是在父辈们的亲切熏陶下养成优良的学风 年

秋 她大学毕业后 来到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 连绵

不断的战火 辗转不定的生活 艰难困苦的环境 使

她成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 立志继承父业 出国

深造 为祖国未来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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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子回归

年 谢希德赴美自费留学 由于张文裕和

王承书夫妇的帮助 她进入了著名的史密斯女子文

理学院任助教并攻读硕士 从事碳氢化合物吸收光

谱中氢键信息的分析 获硕士学位 年 她又进

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深造 在运筹学开拓

者 !著名物理学家莫尔斯和阿利斯教授指导下 从事

高压状态氢的阻光性的理论研究 获博士学位 这项

研究当时是为了探索恒星物质的光谱 今天关于阻

光性的分析仍然是高压凝聚态物质判别相变的手

段 年 她获得博士学位后 应著名物理学家斯

莱特的邀请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固态分子研究室任

博士后研究员 从事半导体锗微波特性的理论研究

在这些科研工作中 她开始对半导体物性研究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 此时此刻 她渴望早日返回刚

解放不久的新中国 参加建设 可是 当时美国的杜

鲁门政府敌视中国 滞留在美国的约 名中国理

工科留学生都被禁止回大陆 她为了尽早回国 只好

申请转道去英国 在得到了英国朋友李约瑟博士的

担保后 谢希德才获得了去英国的特殊/ 旅行证0 在

英国与曹天钦博士结婚后乘船借道香港 历时一个

多月 于 年国庆节回到上海 当时 回国留学生

已经很少 广州的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已经撤销 他们

回来时没有欢迎 没有鲜花 但游子终于回到了家

园

 创业伊始

回国后 原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曾请

她去交通大学任教 由于院系调整 她来到复旦大学

物理系 当时学习苏联的教学体系 复旦大学物理系

面临师资力量薄弱 !又需开设许多新课程的困难 谢

希德承担了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 从 年到

年 先后主讲六门基础课和专业课 且都编写

了教材和讲义 她善于组织课程内容 切合学生实

际 由浅入深 信息量大 条理清晰 语言流畅 学生

们深得教益 现在我国许多中年科技骨干 包括好几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她当年的门生 在她和方俊

鑫的努力下 复旦大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于 年

开设了固体物理专门化 致力于半导体物理的发展

) 年间 她同方俊鑫教授合作 编写了5固

体物理学6 上 !下册 一书 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深受国内各大学师生欢迎 年代 这部书重

新修订 谢先生增写了5非晶态物质6一章 保持原书

特色 既系统讲述本学科的基础内容 又介绍各主要

分支的发展概况 年 该书被国家教委评为优

秀教材

年 月 谢希德和曹天钦不约而同地在同

一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秋 为了实现国家

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

学 !厦门大学 !吉林大学等五所大学物理系的部分师

生 汇集于北京大学 共同创办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

化 黄昆教授任教研组主任 谢先生任副主任 他们

通力合作 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半导体科技骨干人

才 还撰写了一部专著5半导体物理学6 年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在当时国际上是一部学术水平

很高的权威性著作 这一年起 她开始招收我国的第

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令人钦敬的是她为了科学事业

放下出生才五个月的小孩 交给爱人曹天钦照料 毅

然去北京大学工作了将近两年

 奠基于兹

回到复旦大学后 她重新组织力量 建设半导体

物理学科 同时还于 年创办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 任副所长 ) 在她精心指导和组织

下 坚持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重 培养了一大批人

才 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年代初 国家重视基础研究 年 在广州

举行的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 她和黄昆教授联

名建议开展固体能谱研究 这项研究旨在进一步探

索固体内部电子运动的规律 对发展新材料和新器

件具有指导意义 国家科委经过审核 很快将它列为

国家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 国重 号项目 并由北

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共同承担 在她领导下

复旦大学建立了顺磁共振 !红外光谱和强磁场等当

时先进的实验技术 上海的第一套液氦装置也开始

在工厂加工 在 年 月 她晋升为教授 她为

研究生开设/ 半导体理论0和/ 群论0课 编写讲义 指

导研究生从事空间群矩阵元选择定则 应变条件下

半导体载流子回旋共振理论 间接隧道效应理论 半

导体能带计算等项科研课题 年 月 她率团

参加英国的固体物理年会 宣读她自己和北京大学 !

南开大学两位同行的论文 年夏 在北京召开

的亚非科学讨论会上 她作了能带计算成果的报告

与亚非拉学者进行交流 她编写的群论讲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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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行了改写 出版为专著5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应

用6 此书现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学研究生的教材 使

学生较容易掌握群论这样抽象的数学工具 受到师

生们的好评

 灾难岁月

/ 文化大革命0开始 她领导固体能谱研究被批

判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并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 大字报铺天盖地向她扑来 而就在 年

月 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 只好住进长海医院动

手术 术后休养两个月 她得每天被迫挤公共汽车到

学校参加/ 运动0 年 月 她被迫害隔离审查

关进/ 牛棚0 她和丈夫曹天钦 年回国的爱国行

动被污蔑为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回国从事间谍活

动 丈夫曹天钦在此前早已遭到隔离审查 家中只剩

下 岁的儿子 要他独立生活是何等艰难 真是不

堪回顾 年林彪发布了第一号通令后 谢希德

被逼从/ 牛棚0疏散到农村劳动几个月 就在此时 癌

症第二次又悄悄地向谢希德袭来 在腋下又有小肿

块 经切片确诊为腺癌 医生决定用放射治疗再辅以

化疗 经过 年之久 / 审查0以 / 事出有因 查无实

据0被 / 挂起来0 年 她的党组织生活得到恢

复 也可搞点业务 于是 她又开始编写新的半导体

讲义 结合教学编写了几册/ 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物理

基础0 同时开展半导体表面钝化和半导体电荷耦合

器件研究 年夏天 正当她准备带领研究生去

四川永川县某单位搞电荷耦合器件时 又发现癌症

第三次发作 根据医生建议 只好取消永川之行 深

度的 ÷ 射线照射 再加大剂量的化疗 使病人非常

痛苦 她的意志非常坚强 依然对研究生进行业务指

导 她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 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

爱 勇敢地闯过一关又一关

 开拓前沿

年 月粉碎/ 四人帮0后 祖国又有了希

望 年 月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

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建国后 年 教育战线 !科研

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 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

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我们要尊重脑力劳动 尊

重人才 这给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 谢希德又重新焕

发出了她在科学方面的青春 她敏锐地抓住了国际

上 年代迅猛兴起而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被忽视

的新兴学科 ) ) ) 表面科学 作了广泛和详实的调研

在 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 提出在我国

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 这个报告得到与会科学家的

赞赏 她的倡议得到国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 返校

后 她立即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复旦

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 在她的积极推动下 我国表面

物理学的两个研究中心分别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和复旦大学建立了起来 年 美国著名物理

学家科恩教授来华讲学 回国后评论说 / 谢希德教

授作了明智的选择 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

究0

 再创辉煌

复旦大学的表面物理实验室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 建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与实验基础 并在

年由国家计委批准 建成为/ 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0 于 年 月通过国家验收 该实验室

已拥有多台比较先进的表面研究与制备的大型设

备 在化合物半导体表面结构与电子态研究 ≥

超晶格 !量子点和低维量子体系研究 以及表面和超

薄膜磁学 !多孔硅的发光特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许

多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谢希德和她直接领导的理论

组在/ 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研究0 !/ 镍硅化合物和

硅界面理论研究0 !/ 金属在半导体表面吸附及金属

与半导体界面电子特性研究0和/ 量子器件与异质结

构电子性质的理论研究0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果 获

得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二等奖四项 她还获得 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她于 年和

年两次为表面科学方面的权威刊物5°

≥∏ ≥ 6撰写了/ 半导体表面的金属吸附

和金属半导体界面的电子特性0和/ ≥ 超晶格的

振动特性0等两篇综述论文 年为5≥∏ ≥ 2

6纪念出版 年的专集 撰写了介绍中国表面

科学发展的综述论文 她主编和审定的5固体能带理

论6一书于 年底出版 受到同行好评 年

该书获得全国性的两项奖

谢希德的科研成就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卓越

贡献 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 享有崇高的声望

她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

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院士

年和 年两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

团成员 年她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

ƒ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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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美 !英 !日等国

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 所大学授予她名誉科学博

士 !名誉工学博士和人文科学博士学位 她是国际纯

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 ° ° 半导体委员会委员

) 5表面科学6等六种国际学术杂志的

顾问和编委 年代初 美国著名科学家 !两次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丁教授率团访华 他回国后称

赞说 / 在中国科学界中 谢希德教授是属于 有影

响的人士之一 0事隔近 年光景 巴丁教授对谢先

生的评价可称是卓见非凡 令人叹服

 重任在肩

谢希德不但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 也

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在高教事业方面 谢希德的贡

献是突出的 她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

和校长 ) 长达 年之久 建树累

累 她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

苏联模式 根据复旦大学的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 !生

命科学 !管理科学等五个学院 她大力提倡师生的创

造性和科研工作 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教学质量

和科研水平与日俱增 她深知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

重大意义 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 鼓励学科带头人脱

颖而出 她注意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

年秋在复旦大学推行导师制 设立 / 校长信

箱0 !/ 校长论坛0 !/ 新闻发布会0 沟通校内各方面情

况 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年 月 在她接受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 分校授予名誉博士时 5今

日美国6报社记者称她为/ 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0 在

她的任期内 复旦大学从十年动乱的劫后创伤中重

新奋起 她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的精神 严谨务实

的作风 在学校的学科建设 !师资培养 !教学和科研

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使复旦大学站到

了国内高等学校的前列 她率先带领复旦大学走出

国门 扩大国际合作交流 向世界开放 极大提高了

复旦大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她以自己的学术风范 !

人格魅力 教育和影响学校师生 在复旦大学树立了

严谨 !务实 !开拓 !进取的良好学风

 誉满四海

谢希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推动国际合作交流

的一位出色领头人和组织者 在 年代末她就打消

各种疑虑 积极开展与国外的联系 大力推荐我国学

者去国外访问 !进修和合作研究 国内各学校和研究

所经她亲自推荐去国外留学及工作的学生和学者不

计其数 她在与国际科技界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中

显示特有的智慧和才干 她为我国物理学界与国际

物理学界建立各种合作交流协议 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不顾年迈体弱 频繁地率团出席各种国际会议 特

别是自 年起 她每年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

月会议 回来后必向国内同行介绍当前物理学前沿

的重要发展 根据国家的需要她还多次应邀出席各

种国际会议 作有关中国科学 !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方

面的报告 她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 向国外全面介绍

中国 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她的足迹遍及

美 !英 !法 !德 !意 !日 !俄 !波兰 !匈牙利 !希腊 !泰国 !

委内瑞拉等国家 许多美国科学家曾说过 谢希德是

在美国人中知名度 高的三位中国人之一

在她和黄昆先生艰苦持续的努力下 克服了国

际上掀起的抵制在中国召开学术会议的逆流 争取

到了 年在北京召开第 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

议 谢希德担任会议主席 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发展中

国家召开的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 为提高我国在国

际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地位 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年她又主持在上海举办了第 届国际表面结

构会议

年 月和 年 月 世界银行两度给

中国优惠贷款 作为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的资金 谢希

德先后任中国专家组副组长和组长 工作非常繁重

细致 年底 国家教委成立重点学科发展项目

的世界银行贷款中外专家咨询组 她又任专家组组

长 她的出色工作为我国几十所大学改善教学和科

研条件 促进实验室的设备现代化和加强对外学术

交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年她说服美国国会拨款在复旦大学成立

美国研究中心 并兼任该中心主任 尽管由于

年的政治风波 美方一度停止拨款 但经过谢先生不

屈不挠的努力 进行说服工作 一幢新的美国研究中

心大楼和配套设施终于在复旦大学落成 中心在促

进中美两国科学和文化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

了解和友谊发挥了巨大作用 年 月 日 在

谢希德患病期间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专门出资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设立谢希德奖学金

在复旦大学校园里 她曾接待过来访的法国总

统德斯坦 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国务卿舒尔茨等外国

领导人 她代表复旦大学授予一批世界上著名的学

者 !教授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 !顾问教授的称号

##卷 年 期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来华访问时 与各界

人士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座谈会 还特邀请谢希德

参加 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一些外交官所

不能起到的作用 谢希德团结各界人士 !国际友人 !

海外学子和侨胞 为振兴中华 !建设祖国作出了重大

贡献

 光辉永存

谢希德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她历任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 !十三届中央委员 第八 !九届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七届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上

海市第三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 她于 年

月获上海市先进科技教育工作者称号 !

年两次荣获全国/ 三八0红旗手称号

年 月 谢希德先生在参加完了美国物理

学会三月会议后 身感不适 由于工作繁忙 未能做

仔细地检查 年 月被医生确诊为乳腺癌晚

期 月份做了手术 并施行化疗和放疗 在谢先生

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 她从未停止过工作 她与国外

仍天天有电子邮件来往 每天处理大量文件 修改研

究生和青年教师的论文 帮助写推荐材料 为青少年

的科普读物写作 接受媒体采访等等 在她病情相对

稳定的短暂出院期间 还不顾劳累出席上海市政协

会议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全体会议 主持上海市欧

美同学会理事会等 年 月谢先生的病情急

剧恶化 医院采用各种抢救措施 未能使病情好转

在患病的 后两个多月中 谢先生以她惊人的毅力 !

顽强的斗志同超乎寻常的巨大痛苦做抗争 医务人

员都深受感动而流泪 说从未看到过这么坚强的病

人 年 月 日的晚上 她静静地走了

在谢希德先生逝世后的讣告中 党和人民给予

她高度评价 /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 著名物理学家 !教育家 0/ 我国半导体物理

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

人 0/ 谢希德同志的一生 是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

人民的一生 是崇尚实践 !追求真理 !献身科学与教

育事业的一生 是廉洁奉公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

一生 她虚怀若谷 治学严谨 乐于助人 以崇高的人

格魅力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在社会各界享有崇高

的威望 0这样的评价谢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她永远

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3  收到初稿 修回

威耳逊的临界点相变的重正化群理论 3

崔  家  岭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摘  要   临界现象的研究进展缓慢 年代实验方面的发展使人们相继建立了几个标度理论及普适性理论 并提

出了标度变换概念 威耳逊一直从事量子场论的研究 对相变理论也很关注 对这些唯象理论不满 他把量子场论中

的重正化群概念应用到相变理论中 并运用标度律和普适性概念 建立了临界点的重正化群理论 提供了研究临界点

现象的系统方法

关键词   相变 临界点 重正化群 关联长度 标度律

ΩΙΛΣΟΝχΣ ΡΕΝΟΡ ΜΑΛΙΖΑΤΙΟΝ ΓΡ ΟΥΠ ΤΗΕΟΡΨ ΦΟΡ ΧΡΙΤΙΧΑΛ ΠΗΕΝΟΜΕΝΑ

≤ 2
( Δεπαρτμεντ οφ Πηψσιχσ, Χαπιταλ Νορμ 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Βειϕινγ  )

Αβστραχτ   × ∏ ∞¬ ∏2

∏ √ • • ∏ ∏ ∏ 2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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