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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黄昆先生

冯! 端
（南京大学! 南京! "#$$%&）

! ! 得悉黄昆先生逝世的信息，使我深感悲痛，这是

中国物理学界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黄先生的一生对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富

教育意义的［#，"］’ 他的物理学素养植根于我国的本

土’ 他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时，就开始钻研量子力

学，到 他 在 西 南 联 大 读 研 究 生 的 阶 段（ #%(#—

#%((），正好处于生活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 良

师（他的导师是吴大猷教授）的教导和益友（他和杨

振宁，张守廉等过从甚密）的切磋也起到了非常关

键的作用’ 但是归根到底还有赖于黄先生自己对科

学具有忘我追求的精神’
#%()—#%)# 年为黄先生在英国留学的时期，同

时也是他对固体物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期’ 首先，

他是有目的而去的’ 他在昆明时，曾经读到英国科学

家莫特（*’ +’ ,-..）写的几本书，涉及到新兴的固体

物理的领域，非常感兴趣，愿意跨入这一正在发展之

中的领域做科研工作’ 因而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留英

的名额，就选择了莫特任教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去做

博士生，由此在固体物理大师莫特引导之下，开始他

从事固体理论研究的生涯’
由于物理素养的优秀，他在两年之内就完成两

篇论文，其一是稀固溶体的 / 射线散射，阐明了由

杂质原子尺寸差异形成的弹性畸变对 / 射线散射

的影响，发现了后来称为黄（ 昆）漫散射，在理论预

言的 "$ 年之后，得到了实验的证实’ 如今黄漫散射

已成为研究晶体缺陷的重要手段’ 其二是采用量子

力学的方法来计算金在银中稀固溶体的溶解热与剩

余电阻’ 这项工作开启了 +012324 振荡研究的先河’
由于博士论文两年内即已完成，剩下的时间用于访

问在爱丁堡的另一位物理学大师玻恩（,’ 5-06），当

时玻恩年事已高，还想写一部基于量子力学的晶格

动力学的理论专著，也已经有部分手稿，希望年青的

科学家来协助他来完成这项工作’ 黄先生对这项工

作深感兴趣，主动承担了这一本理论专著的主要写

作任务’ 这是一项费时、费气力，还需有科学上洞见

与创造性的工作’ 持续到 #%)# 年黄先生回国之后方

始大功告成，出色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写出了晶

格动力学的“圣经”’
在写作这一本巨著的同时，黄先生也开展了有

关晶格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光学振动的唯象

方程，即黄（ 昆）方程’ 将此方程与麦克斯韦方程耦

合起来，发现了光子与声子的耦合性元激发，即极化

激元（7-4801.-6）’ 后来又为解释离子晶体 + 心光谱

宽谱带性质而提出的光跃迁与无跃迁的多声子理

论’ 这项工作是和当时在利物浦理论物理系任秘书

的李爱扶（9’ :;<=）女士合作完成的，用来表征多声

子跃迁强度的基本参量被广泛称为黄 > 李因子’ 这

项合作关系还有生活上的后文：#%)# 年底黄先生回

国任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次年李爱扶女士来中国

与黄先生缔结良缘’ 这一跨国的美满姻缘成为物理

学界的佳话［&］’
黄先生在北大物理系期间，认真地进行了物理

教学工作’ 他主动承担了普通物理学的教学，听过他

讲课的学生回忆起来，都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不是

照本宣科，而是融会贯通、生动活泼地将物理学的底

蕴表达出来’ 另外，又开设了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

理学这两门课程，还同时进行了教材建设的工作’ 他

在北大还培养了许多位研究生，诸如甘子钊、秦国

刚、王阳元、任尚元、韩汝琦、夏建白、莫党等人，日后

都成为我国有名的院士和专家’ #%)? 年，按照教育

部的统一部署，黄先生和谢希德教授负责了五校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

学）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工作，主讲半导体物理学课

程，培训了大批半导体专业人才，影响遍及全国’
#%@@ 年黄先生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

所’ 黄先生倡导了对超晶格的物理学进行广泛的研

究，其中最著名的工作是与朱邦芬合作的微观偶极

振子的超晶格模型，即黄朱模型，用于解释半导体超

晶格的拉曼效应’ 应该说在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黄

先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取得了科研成果再度丰收，同

时结合了人才培养的工作，使得郑厚植、朱邦芬、夏

建白等院士脱颖而出’ 这也为黄先生的科学生涯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黄先生长我四岁，而且早在国内外成名，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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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尊敬黄先生，视黄先生为亦师亦友( 在与他交往

中，从不感到他有名人的架子( 他对物理学上的问题

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喜欢引伸和夸张( 他对

物理学工作和物理学者的评价，惯于作具体分析，而

不讲关系的亲疏，充分体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而他严于律己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记得在 $% 世

纪 ’% 年代中期与他一起参加中科院某一研究所的

评议，评议组的专家每人都收到一精装记事本( 在评

议结束后，黄先生特别示意将他未使用的记事本璧

还该所( 另有一次，我请黄先生来南京大学讲学，学

校宴请他和夫人，他坚持不愿夫人参加，要夫人另外

自己就餐，称夫人与此无关不该享用( 尴尬之下，我

只得另设家宴招待黄先生夫妇，对此我记忆犹新( 黄

先生公私分明，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吾辈深感钦佩(
黄昆先生治学严谨，生活上也严于律己，堪为科学界

的楷模(
黄昆先生将由于对固体物理学的贡献和对中国

物理事业的贡献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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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昆先生从 )?&) 年回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工

作，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教“ 普通物理”、“ 固体物理”

和“半导体物理”等几门课上( )?&L 年 " 月我国制定

了 )$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当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

教授的黄昆先生参与了制定这个规划，他和其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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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年暑假起集中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创办中国第

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 由北京大学黄昆教授

担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谢希德任教研室

副主任( 他们两位先生对于半导体专门化的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对专门化的整体规划和具体领

导外，他们还亲自为大学生编写和讲授《 半导体物

理》课程，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科学专题和组

织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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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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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年五校联合半

导体专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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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 年代末和 L% 年代初，国际上半导体

的实验和理论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实验上，回旋共

振、磁光光谱、红外吸收等实验技术的发展，使得人

们能够精确地测定各种半导体的磁能级、杂质束缚

能级等( 同时在理论上，M5HH-.、M+;6 等人发展了一套

严密的描述半导体能带顶附近电子态性质的有效质

量理论，它与实验相结合，第一次精确地定出了各种

半导体材料的电子有效质量和空穴带的有效质量参

数( 用这些有效质量参数又可以精确计算出半导体

中施主，受主态的结合能、回旋共振谱和磁光吸收谱

等，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定量地符合得很好( 这是半

导体物理的一次飞跃(
当时根据国家计委发展基础研究的指示，北京

大学物理系在原来半导体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能

谱教研室，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黄昆先生任主任，成

员有甘子钊、陈辰嘉等人( 我在 )?L$ 年北京大学物

理系理论物理专业毕业以后，考上了黄昆先生的研

究生( 我在大学里听了黄昆先生和物理系其他教授

的课( 当时北大物理系的教授是全国第一流的，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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