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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创办中国第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业!

陈! 辰! 嘉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 &##’ ( #% ( #" 收到

! ! ")*+ 年 ’ 月，我国集中了全国 +## 多位科学

家，制定了 "&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多项重

要科学技术任务, 其后，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

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等四个在现代科学技术发

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时期内

改变现状，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

“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

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 紧急措施

实施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审议，

并立即批准, 北京大学物理系黄昆教授参与了制定

这个规划，并和其他专家一起建议：为了适应迅速发

展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要尽快培养半导

体专门人才,
不久，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就决定，将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 后

改为吉林大学）物理系部分教师和四年级本科生以

及研究生从 ")*+ 年暑假起集中到北京大学物理系，

创办中国第一个五校联合的半导体专门化（还包括

部分南开大学本科生以及清华大学进修生）, 由北

京大学黄昆教授担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

谢希德教授任副主任, 令人钦佩的是，谢希德当时放

下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交给爱人曹天钦照料，毅然

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创建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的

工作, 在五校三十多名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齐心通

力合作努力下，自 ")*+ 年秋季开始，没有经过任何

筹备阶段就开设出《 半导体物理》、《 半导体器件》、

《晶体管原理》、《半导体材料》、《 固体物理》、《 半导

体专门化实验》等系列课程, 除教学外，教师们还分

别在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器件物理和工

艺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在庆祝北京大学物理系走过风风雨雨 )# 年之

际，回顾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北京大学物

理系五校联合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为我

国较系统地培养了第一批半导体专业的教学、科研

人材，对推动我国半导体的教学、科技、工业的发展

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各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

学院及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团结、相互合作的大协作

图 "! 谢希德即将离别幼小的儿子前往北京大学物理系创办半

导体专业（")*+ 年 $ 月）

图 &!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教研室教师合影（")*% 年）

（前排左第七和第十分别为黄昆和谢希德教授）

精神，仍历历在目, 这种大协作精神值得我们发扬,
-% 年前五校联合创办半导体专业，目标明确，就是

要为我国当时还属空白的半导体科技领域培养人

才, 由于原有基础十分薄弱，由任何一个学校来办这

样一个专业，人力物力都很困难，而联合办学，就十

分必要,
当时上级领导选择黄昆和谢希德两位在固体物

理方面造诣精深的科学家分别担任教研室正副主

任，具体领导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创建是有卓

识远见的，他们两位对于半导体专业的建设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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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贡献& 除了对专业的整体规划和具体领导外，他

们还亲自为大学生讲授《半导体物理》课程，为研究

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科学专题，并分别主持了电子 ’
晶格相互作用与能带理论的研究工作以及亲自指导

学生的毕业论文& 作者当年有幸毕业论文师从谢希

德老师，受益匪浅&
黄昆教授自 %()% 年回国受聘担任物理系教授

后就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第一线工作& 讲授第一门大

学生入门课程《普通物理》时，用了近十倍于讲课的

时间备课，集中全力于钻研教学内容，悉心探索最

好的教学方法& 他的讲课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好评和热烈欢迎& %()" 年他开

始《固体物理》课程的讲授，当时国内外仅有专著而

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借鉴，完全是从无到有，通

过多次为研究生、科学院研究人员和大学生讲课，多

年的反复实践，才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物理系大学

生必修的固体物理课程和教材&《半导体物理》是他

回国后主讲的第三门课程&

图 " ! 爬山登高是黄昆的业余爱好，图为黄昆教授与夫人李爱

扶、大儿子在万里长城上（%()* 年）

谢希德自 %()# 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就承担

了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从 %()# 年到 %()+ 年先后

主讲了六门基础课和专业课，并编写了讲义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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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深得教益&
特别应该指出，早期《 半导体物理》课程的建设

完全是从无到有，半导体物理学是半导体科学与技

术的学科基础，由于这是一门新兴学科，直到 #$ 世

纪 )$ 年代初，国际上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 %()) 年

黄昆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

的学生第一次开课时是由他邀请中国科学院应用物

理研究所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等科学家各依据自

己熟悉的方面知识讲若干学时& 在此基础上，五校联

合创办半导体专门化期间，黄昆与谢希德合作主讲

《半导体物理》课程，在整理教材 的 基 础 上，并 于

%()* 年合作撰写了一部专著：《 半导体物理学》（ 科

学出版社，%()* 年），这是当时国际上一部学术水平

很高的权威性著作& 书中大部分章节由黄昆亲自执

笔撰写，并最后由黄昆统一修改定稿& 他借助其在过

去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经验，将教材建设作为获取科

研成果来对待，潜心研究，使其趋于完美&《 半导体

物理学》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半

导体物理学科的基本物理现象和理论，是中国半导

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门著作，在国际上也属于在学

术研究前沿水平上的著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

著作成为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各个专业的研究人员

基本参考书，也是培养半导体学科专门人才的广为

使用的一本标准教材&
五校联合创办半导体专业期间从各校调来了许

多优秀中青年教师，他们在实验室建设，开设各种新

课程和开展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团结合作，齐心合力，

发挥了骨干作用，为创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教师们还分别在半导体物理、半导

体理论、半导体器件物理和工艺等方面开展研究工

作，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如当时有由郭长志老师负

责、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现物理研究所）洪

朝生研究员为顾问的半导体基本性质研究组（ 组员

有：林绪伦，阮刚，钱佑华，孙恒慧，楚珏辉，王秀成

等）和一个由吴伯僖老师负责的电致发光研究组

等& 当时北京大学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桑杜洛娃

（!& "& #$%&’()*$）前 来 工 作 两 年（ %()+—%()*
年），她为教师开设了半导体工艺课，并和他们一起

建立了用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在半导体中杂质扩散规

律的实验室&
从教学和培养人材的角度来看，五校联合半导

体专业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十

分重视与半导体学科有关的基础教学& 当时并不因

为国家急需人才而把物理系重要的基础课：《 量子

力学》、《统计物理》、《 电动力学》、《 理论力学》砍

去，相反地学生们不仅学习了传统的物理系基础课

四大力学与固体物理，也攻读了各种半导体专业课，

如《半导体物理》、《 晶体管原理》、《 半导体器件》、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 在 )$ 年

代，当时在国际上，对于半导体材料复杂的能带结构

的研究工作，无论是理论或实验都还处于初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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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和谢希德在讲授半导体物理课时，主要用各向

同性的简单模型来分析最基本的现象和特点，准确

和清晰的物理概念以及精辟的阐述，使学生印象极

为深刻! 这样的处理大大促进了学生们对以后遇到

更为复杂的情形的深化认识；又如，当时我国几乎还

没有自己的锗、硅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生产，学习

《晶体管原理》课程时不论是陈志全老师还是同学

们均未见过晶体管是什么样的，但所学的基本知识，

对以后实际接触认识晶体管时，仍然起了作用；再

如，半导体专门化实验课上，由于当时锗、硅材料不

易得到，用的材料不少是氧化亚銅、硒、硫化物等，这

样的学习同样有助于以后用锗、硅单晶作实验材料!
此外，几百个学生还在老师指导下参加了实验室的

建设与科学研究以及毕业论文工作! 当时国家科委

十分重视和支持半导体专业的创办和发展半导体科

学技术的研究，在物力条件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使

师生们在最后两个月的科研会战中，第一次用当时

十分珍贵的锗单晶材料制成了二极管和三极管! 通

过真刀真枪的科研实践训练，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和

才干! 历史经验证明，严格的基础专业学习和专业实

践训练是他们毕业以后很快发挥骨干作用的重要原

因!
"#$%—"#$& 年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比较系

统地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的毕业生共 ’((
多名，成为我国新兴半导体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对我国从无到有地建立和发展半导体科学技术和工

业体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其中北京大学 "#$)
年入学学生为五年制，于 "#$& 年毕业，成为第一届

五年制毕业生，北京大学 "#$* 年入学学生由于当时

国家急需而改为四年制，也于 "#$& 年毕业；其他学

校的学生为四年制，分别于 "#$+ 年和 "#$& 年毕业，

其中有少数学习优秀的学生转入北京大学，延长到

五年毕业! 这是中国半导体物理教育事业中的一件

大事! 随后，全国许多高校纷纷仿效成立了半导体专

业，全国各地还建立了研究所和生产半导体材料和

器件的车间! "#%( 年，在原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

究所半导体研究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

所成立! 中国半导体学科和半导体技术很快独立自

主地发展起来! 五校联合专门化培养的这批人才成

了中国半导体事业的骨干力量，对于推动中国半导

体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对于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

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图 *,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第一届五年制毕业生师生

合影（"#$& 年）

（前排左第七为黄昆教授，左第六为物理系系主任褚圣麟教授，

第二排左七为本文作者）

"#&% 年 "( 月，为了纪念中国半导体专业创办

)( 周年，当年的五校师生重聚北京大学，举办了学

术报告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代表一致

认为，在黄昆、谢希德教授领导下，在北京大学联合

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为我国较系统地培养

了第一批半导体专业的教学科技人才，对推动我国

半导体的教学、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
年前创办第一个半导体专业时各高等学校间、高等

学校与科学院及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团结、相互支持

的大协作精神，在今后发展我国半导体教育、科研和

工业的过程中，仍应大力发扬! 会议检阅了中国半导

体专业人才队伍的成长历程，回顾了 )( 年来中国在

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取得的成

绩以及与国外的差距! 会上，黄昆教授做了题为“ 量

子阱空穴子带”的学术报告，谢希德教授做了题为

“半导体物理的一些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会议纪要

高度评价了当年五校师生创业时有理想、有决心、艰

苦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也高度赞扬了黄昆、谢希

德教授历史性的贡献!
北京大学物理系走过的九十个春秋中留下了闪

光的足迹，她一直是我国最有名望的物理系之一，并

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曾在

这里学习或工作过! 物理系为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在这里有学术造诣精深、富

有创造精神的教师和杰出的学生们在物理学各个领

域和前沿中从事研究和进行学习，并取得了出色的

成绩! 今日的物理学院正凭借其雄厚的基础和优良

的传统，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奋斗目标的改革

建设中不断发展，以求实创新的精神正在迎接着新

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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