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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李林先生

赵! 柏! 儒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李林院士于 %##% 年 & 月 ’" 日因病逝世，与我

们永别了( 作为与她朝夕相处，共事 %# 余年的晚辈，

对于先生的突然离去，心情十分悲痛，对这一事实实

在难以接受( 为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特以这

篇短文追忆与先生一起工作和生活中的往事以及先

生对我国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贡献(
李林先生 ")%’ 年 "# 月 ’" 日出生于北京( ")*#

年考取广西大学机械系( 目睹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肆

虐妄形，她立志要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
年大学毕业后，她独自到设在四川成都的航空研究

院工作，在那里，她学到和积累了材料和机械方面的

知识( ")*+ 年 , 月，她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赴

英留学，在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 获得硕士

学位后，")*$ 年初，她到剑桥大学冶金系奥斯丁教

授实验室工作，不久奥斯丁教授主动收她为博士研

究生，并指定纳丁博士具体指导( ")&" 年 "# 月，完

成博士论文“低碳钢的时效硬化”( 为排除当时国际

反华势力的阻挠，没等拿到博士学位证书，她在论文

答辩后的第二天便独自一人上路回国，并很快应邀

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冶金研

究所的前身）工作( 在那里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她

的博士学位证书直到 ’# 年后的 ")$" 年，才被当年

指导过她的纳丁教授带到北京( ")&+ 年 $ 月，她应

邀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筹建反应堆材料的研究工作(
")&$ 年（此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中

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反应堆建成，她被正式调

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开拓我国反应堆材

料研究新领域而工作( "),’ 年，应邀到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超导磁体和超导线材的研究工

作，她的工作从此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 年，应

邀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高温超导体探索

和研究的工作( 当时，赵忠贤正在为筹备这方面的工

作努力( 李先生到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第九研究室（ 即超导实验室），她任主任，赵忠贤任

副主任，由她亲自领导超导体薄膜的研究工作(
李先生的经历充分体现了她无条件地以国家的

需要为自己的第一志愿的崇高精神，为国家的科学

事业的发展而奋斗就是她的一切( 我第一次见到李

先生是在 "),& 年，当时她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从事超导磁体和超导线材的研究工作( 她要亲

自解决超导线材焊接问题( 我当时承担超导重力仪

的研究课题，有一台点焊机作超导持续电流线圈的

焊接，李先生来了解情况并进行焊接实验，我很高兴

地接待了她，虽然我当时并不认识她，但她的谦虚、

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在那以后的 %#
多年中，每当讲到我们一起多年的工作，总要提到我

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先生这种谦虚、平等待人的精

神，让我深受感动(
想不到那一次见面后的第四年，"),$ 年，我因

完成了超导重力仪的研究课题调到先生领导的超导

实验室工作，任务是作超导薄膜的研究( 从此，在她

的领导下，直到 "))+ 年，为我国超导薄膜研究工作

的发展，我们进行了长达 "$ 年的合作( 我们共同攻

克工作中的难关，也共同分享了获得成果时的喜悦(
这个时期，也是我的科研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先

生的领导、合作和支持下，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我

们从事的每一个课题之中，作出了应该说是高效率

的工作( 与此同时，无形中，在做人和做科研方面，我

得到先生很多宝贵的言传身教，使我在研究工作和

指导学生的实践中深深受益(
我特别要说的是，先生总是平易近人，关心人，

平等待人，我在她的领导下和她合作 "$ 年，我们对

工作的想法是完全透明的，无任何保留，我们总是完

全坦诚地交流( 先生在学术上的民主，使我心情非常

舒畅，能充分发挥自己之所长，以致我们的工作很有

成效，几项大的工作都取得重要成果(
%# 余年来，先生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在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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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面有她的引荐；在面临一些事情拿不定主意

时，她给以关键性的指点；在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讲

应该坚持% 总之，和先生讲的事情，总是有答案% 和先

生经常见见面，也是我的习惯，最近几年不在一个

组，我也会在两三天去看她一次，一方面是为了向她

汇报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望她，她很高

兴% 我每次出国或国内出差，走之前和回来之后，或

放假前后，一般都向她打招呼，有时多了一些日子未

见，她就以为我出国了% 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去天津

办事，回来的时候，我没有先回单位，而是直接去医

院看望她，使我在她临终前见到了她，在心里是很大

的安慰% 现在，先生突然离去，我真正感到自己失去

了一位亲近的长辈和老师% 我要回忆的往事太多了，

因为先生一生中以工作为重，我和先生的友谊也是

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我在此回忆我在先生领导下

和先生共同进行的课题，以追忆先生为我国超导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和李先生一开始在一起工作，就承担当时的

最高温度超导体 &’( 相 )*"+, 薄膜的研究工作% 这

个工作必须从研制薄膜生长设备入手% 我们研制的

是一台吸气直流溅射仪，在我加入之前，先生已和另

一位同事作了相当的准备工作，其中为了制作陶瓷

密封接头，先生亲自到外单位搞协作，为此她还因遇

道路施工摔了一跤，手摔成骨折，打着石膏坚持工

作% 因工作的需要，在我调入后不久，主要由我和先

生承担这一课题% 为研制成功吸气溅射仪，先生在整

个研制过程中，除了放手鼓励和支持我全面开展工

作外，她还亲自参加每一环节的工作，直到设备正式

投入使用% 生长 )*"+, 薄膜，也是一项技术难度大、

工作量大的工作% &’( 相 )*"+, 薄膜是一种亚稳

相，要保证薄膜结构的完整性，生长速度必须非常

慢，从抽真空到溅射完成，要连续 ( 天时间% 当时这

项工作实际参加的人很少% 先生白天满负荷的参加

工作% 有一次，我因家里有事，又不能中断成膜过程，

先生自己加夜班，困了只在实验室的一块木板上睡

一会% 作为研究员，这样投入工作，实在令人敬佩% 而

且，作为一位快 -$ 岁的人，这样做也是要克服身体

上的许多困难% 为了搞好研究工作，不辞辛苦地干是

一个方面，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这是李

先生所特别强调的% 对于 &’( 相 )*"+, 薄膜这种亚

稳相，认识和实现其稳定的机制，是生长好高超导转

变温 度 !. 薄 膜 的 关 键% 根 据 四 角 )*(+," 相 和

&’()*"+, 相共存的实验事实和电镜分析结果（ 李

先生也是电镜方面的专家），我们提出 )*(+," 相的

共存可能是稳定 &’()*"+, 的结构上的因素% 为了

认识这一点，先生提出一定要进一步在结构上找到

依据，在她的支持下，我到北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资

料，最后在北京图书馆（ 北海分馆）查到了 #$ 世纪

($ 年代有关的 )*(+," 系列的较详细的研究工作资

料% 我根据资料从结构上绘出了 )*(+," 稳定 )*"+,
的结构图像，先生看了很高兴% 找到了这种稳定机制

的依据，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我也从中

学到了新的知识% 这样，我们从控制成分和 )*(+,"
的含量，能够很好地控制高质量 &’()*"+, 薄膜的

生长，正是因为这种踏实工作和科学方法的结合，我

们不但率先在国内做出 !. 达 #"% #/（这种材料的最

高 !.）的 )*"+, 薄膜（ 国内不止一家进行这项工

作），而且真正解决了其生长技术和工艺% 这是我在

先生领导下，成功合作完成的第一项工作% 我从先生

那里学到了过去未曾学到的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

法，也和先生建立起了一种共同为超导研究奋斗的

友谊%
先生几十年在材料研究方面，特别是材料结构

方面积累了丰富知识，她对我们每个研究课题涉及

的材料的结构都特别重视，并亲自指导和进行这方

面的工作% 同时，她也支持我带学生侧重于样品的测

量和物理性质的研究工作% 这种合作模式使我们在

0’ 结构 12) 薄膜的研究中取得了又一项研究成

果% 3$ 年代初，基于能带计算得出的高电子态密度

和相关的经验关系，预言 0’ 结构 12) 为 !. 达 #4/
的高温超导体，很令人鼓舞% 但 0’ 结构 12) 是亚稳

相，只能用如薄膜生长这种气相淬火的方法生长% 于

是，研究 12) 薄膜在国际上形成了热潮% 在先生领

导下，我们也进行了这项工作% 我们认真作好薄膜制

备、结构分析和晶格常数计算、物理性质研究等各方

面的工作% 经大量系统的工作，得到了自己的结果，

发现 0’ 结构 12) 薄膜确有相对高的电子态密度，

但导电电子在正常态处于一定程度的局域态% !. 只

有 "% (/ 左右，超导转变宽度小于 $% #/（ 这么小的

转变宽度说明样品质量高，此结果反映本征值），看

不出有 预 言 的 !. 为 #4/ 的 可 能% 这 一 项 工 作 在

5678% 9,:% 0 上发表，得到了认可% 这是我们在先生

领导下坚持科学态度做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又一项成

果%
出现分歧对于真诚的合作者也是难免的，我和

先生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那是在高温超导体发现

之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第一次报道了高温超

导体的发现，我感到应发挥我们研究薄膜的优势来

·!"#·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物理

研究这种陶瓷高温超导体! 我向先生建议尽快开展

高温超导薄膜的研究! 先生基于课题组研究方向和

研究生课题的稳定性的考虑，认为应该先等一等，于

是，我们有了一点分歧! 但我感觉到，先生仍在对我

的建议作认真考虑，过了几天先生决定开展高温超

导薄膜的研究，并向所里报告准备改变研究生的研

究课题，组里全力投入这一工作! 先生这样做，不仅

充分说明作为科学家对科学探索的渴望和她对国家

超导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也是她对我的真诚的支持!
于是，在先生的领导下，我们率先在国内开展高温超

导薄膜的研究工作!
相对于 "#$%& 薄膜的攻关来说，由于缺乏对高

温氧化物超导体这种陶瓷材料的了解，生长薄膜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们一次次地组织学术讨论

会，分析问题，鼓励组内每位成员提出种种设想，在

实验中付诸实施! 我曾在生长 ’(&)*&+ 相 ’,-./01 薄

膜时为克服硫（0）挥发而采取的二步生长法（ 先生

长化学配比的非晶薄膜，然后在有硫蒸汽的密封的

石英管中退火成相）得到先生的重视和采纳，并迅

速建立起自己的真空封装系统! 先生对此作了进一

步指导，全组成员在进行中又有很多发明创造，使我

们的工作得到有效的进展! 我们仅用一个月的时间，

于 2314 年 2 月，就将 231/ 年 25 月发现的第一个在

6787’,9 基础上掺杂的高温超导体 670*’,9 成功

地制成薄膜，!: 达 55;! 这在国际上也是仅有的少

数几个实验室才能做到的，以致国际上引用我们的

工作时不是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而是称“’(<=
>&?& @*.,A”! 当第二个高温超导体 B87’,9 于 2314
年 5 月被发现之后，我们在先生领导下，同样以科学

的方法进行薄膜研究，又仅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于

2314 年 $ 月将 B87’,9 这第一个液氮温区超导体

成功地生长出薄膜，超导转变温度达到 13;! 在三个

月的连续攻关，取得两项重要成果的进程中，先生一

直工作在第一线，讨论和分析问题，使我们的集体始

终充满浓厚的学术气氛，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本

保证!
对我们来说，率先在国内做出高温超导薄膜固

然值得肯定，但我们并不满足这走出的第一步，我们

的任务还要使 B87’,9 薄膜性能全面达到其本征临

界参数，即 !:/3C;，在温度 44;（液氮温度）下的临

界电流密度 ": 达 2C/D E :F5 以上! 先生领导我们继

续攻关! 但这时，我们在前段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几位学生已经毕业，新来的人和学生对工作接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支持我在抓紧工作的同时，和她

一起带好学生和新来的年轻人，保证工作扎实进行!
所以，我们没有急于求成，带领学生和全体成

员，既做好工艺性工作，又加强基础性研究! 由于临

界电流密度是最难攻的关，我们加强影响薄膜临界

电流密度的一些可能的主要因素的研究，解决了一

系列相关的工艺问题，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最终在 2311 年 25 月在国内率先实现上述目标，

使我国成为早期国际上高温超导薄膜临界参数全面

达到最高指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事实说明，我

们在高温超导薄膜研究上连续率先取得的一系列重

要成果是和李先生的支持、领导、指导和亲自参加分

不开的! 在 5CC5 年在新疆召开的全国第七届超导薄

膜和器件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全体与会者为李

先生的逝世默哀，这是国内超导领域同行对这位为

我国超导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的深切怀念!
李先生最近几年来，又把发展我国实用大面积

薄膜和微波器件，推动超导在国防和民用高新技术

上的应用为己任，不顾年事已高，满腔热忱，干劲十

足地工作着! 她在工作繁忙之中，还挤出时间完成一

篇关于高温超导体和异质结的评论文章（见《物理》

5CC2 年第 4 期第 $35 页，“ 高温超导薄膜无源微波

器件的应用”）! 为了发展薄膜基础性研究和实际应

用，先生近年来紧张工作，筹措经费并亲自主持完成

了两台新的制膜设备的建造工作，陆续投入使用，收

到成效! 正在建造的第三台，也是她倾注心血的重要

工作! 5CC5 年 $ 月，她的病情被确诊，仍照常工作!
最使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她特意对我说，她已被确

诊，作为老朋友她必须告诉我，但是她不想让更多的

人知道，因为她仍然要工作! 听了她的话，我很感动，

心里也十分难过! 但我了解她，从 5G 年前她忘我地

工作，研究 "#$%& 薄膜，到现在，已进行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第一线，她在今

天为了研制实用大面积薄膜，和她以往对待工作的

精神是一样的! 她的心里确实只有她所追求的为国

家作贡献的科学研究工作! 工作也就是她的生命，只

要她还在，她确实要工作! 她拼命工作为了什么，很

简单，就是为了发展我们国家的科学，特别是超导事

业! 我深深地了解她，我们这一辈人，我们的年轻人

要真正学习李先生的对待科学研究的精神，以国家

的科研事业为己任，真正做出一点实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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