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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敬爱的老师黄昆先生

莫! 党
（中山大学! 广州! "#$%&"）

! ! 惊悉黄昆先生逝世，深感悲痛，不时回想起过去

黄先生对我的教导和与黄先生相处的日子’
#("# 年，黄昆先生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大学物

理系任教’ 他的教学极富特色，给学生们留下终身难

忘的印象，使学生们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次年我

进入北大学习，黄先生教我们普通物理课’ 黄先生全

部身心投到教学中去，讲课生动活泼，物理概念鲜

明，还创新地给出一些更科学更形象的讲述（ 例如

关于表面张力的讲述等）’ 他采用启发式教学，经常

举行课堂讨论和小测验，使学生实实在在地掌握所

学的知识’ 他还经常与我们这些课代表和班长接触

交谈，了解学生的情况’ 普通物理课的学习使我们这

些学生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在以后的工作中起

了很大的作用’
黄昆先生是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我国半导体科

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 年，五校（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北京大

学联合创建半导体专业’ 在黄昆先生和谢希德先生带

领下，在两年中建成一整套课程，编写了各种教材，建

成了半导体实验室，共培养出二百多名学生’ 他（她）

们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半导体界的骨干’
黄昆先生言传身教地教导我们，要有追求科学

的目标，要有创新的精神，要有科学的态度’ 我大学

毕业时国家给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配备助手，黄先

生选了我做他的助手’ 我与黄先生和他的研究生秦

国刚，谢先生和他的研究生王迅、屈逢源在一个小组

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 黄先生和谢先生给学生

讲授“半导体物理”课，我担任课程的辅导工作’ 当

时，还没有半导体物理的中文书，黄先生和谢先生亲

自编写讲稿’ 这讲稿不单包含了一些相关的外文书

的内容，还有许多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教学心得’ 黄先

生让我负起讲稿整理工作，我具体地感受黄先生的

讲稿既严谨又清晰，真是深入浅出’ 该书稿由科学出

版社在 #("* 年出版，书名为《半导体物理学》’ 这是

我国第一本半导体物理的书，是我国半导体方面的

经典著作’
黄先生的家很是简朴，只有一间睡房、一间书房

和一间小房间’ 我跟随黄先生开展研究工作’ 在他的

书房里，我们俩共用一个大书桌’ 工作之余，便天南

地北地聊起来’ 黄先生还喜欢时不时向我或向自己

提出问题’ 有时工作得晚了，我就不回学校的宿舍，

睡在他家的小房间里’ 黄先生夫人李爱扶先生还常

常做便饭给我们吃’ 周末我也有时跟黄先生一家去

爬山’ #("& 年我们在《 物理学报》发表了论文“ 电子

对于原子半导体晶格的形变作用”，这是黄先生回

国后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他的第一篇用中文写的

学术论文’
黄昆先生敢于和善于培养人才，大胆放手地让年

轻人在第一线学习、锻炼与成长’ 记得我大学毕业不

久，有一天跟随黄先生去中国科学院参加学部委员学

术讨论会，我听着听着，突然间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

法，对讨论有了一点不同的意见’ 当时我坐在黄昆先

生的身后，便悄悄地在黄昆先生耳边说了一下，黄昆

先生当即把我推上讲台，让我发表自己的见解’ 黄先

生多次鼓励我在学术上发扬开拓思想与创新精神’

图 #! 黄昆先生七十寿辰时与作者合影

图 %! 黄昆先生与北京大学半导体教研室同事登山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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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黄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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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先生 ()&) 年让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了一门新课

《半导体材料》，当时不单在国内而且在外国也没有

这门课的蓝本可以给我参考* 黄先生鼓励我编写我

国第一本半导体材料的大学教科书，黄先生在乘火

车去广州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会

议的来回旅途中，审阅了并一字一句地修改了书稿*
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 ()+" 年出版*

黄昆先生一心扑在我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上，还

要求他的学生和同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去考虑与安排

自己的工作* 他是从事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理论工

作的，我跟他做了几年理论工作* 有一天黄先生对我

说过：“中国物理界的优秀人才不能全去搞理论工作，

需要有人去搞实验工作”* 于是我听从他的期望，转去

从事以实验为主的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
黄昆先生的科学的开拓精神教导与影响了我们

这一代许多人* 记得在 $% 世纪 ,% 年代初，我们在北

京大学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始时，采用比色板来

测定二氧化硅薄膜的厚度* 当薄膜很薄时，这种方法

不够准确* 有一天，黄先生对我谈起一种利用光偏振

特性的测定薄膜厚度方法* 那时已经有一些这方面

的论文在外国刊物发表，但当时我国还没有这类进

口仪器* 黄先生问我要不要去试一试* 于是，我到光

学教研室借用他们的光学零部件，搭起一个试验装

置；又找到计算机教研室的教师帮忙去编程序和计

算* 初步的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而且

可以用国内的力量去制造仪器* 后来我与沙河北京

市半导体器件厂合作，研制成功了激光椭偏测厚仪，

通过了北京市的鉴定* 以后还为我国发展与推广椭

偏术作了许多工作*
黄昆先生一生淡薄名利，不讲排场，生活作风朴

实，爱好大自然* 他来广州参加第六届全国半导体物

理会议时，我爱人陪黄先生和李先生去登白云山* 我

爱人提议坐出租车去，黄先生不同意，定要坐公共汽

车* 他们背上李先生自己缝制的背囊，登到半山，坐

下来休息，黄先生只让冲了一壶茶，伴着面包吃* 登

上山顶后，黄先生面对眼前的美丽景色，说：“ 这次

来广州，今天过得最开心”*
黄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沉痛悼念我最敬爱的黄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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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拓

者和奠基者黄昆先生离我们而去，我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中国物理学界和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回忆

与黄昆先生曾经在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一起工

作的日日夜夜，记忆犹新，仿佛就是昨天*
()&+ 年暑期我结束了在厦门大学物理系三年

级的课程学习，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进行生产实习，住在北京大学校园九斋，结束前接到

厦门大学通知，) 月开学后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

体专门化学习，我来不及回厦大就卷了铺盖到北大

物理系报到，住进了当时女生宿舍 $+ 楼，开始了在

北大的学习生活* 原来这是教育部当年为落实加快

发展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尽快培养半导体专

门人才的紧急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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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 五校共有三十多名教

师、实验技术人员聚集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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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幸成为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一名

学生，从此与半导体和黄昆先生结缘*
黄昆和谢希德先生亲自教我们半导体物理课，

带领我们从此入门半导体世界，我很喜欢听黄昆先

生的讲课，他总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抓住物理本

质，将深奥、抽象的物理问题讲透彻，听他的讲课，就

觉得是一种享受* 一百多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

每次我都早早去，占个好坐位* 一年后没让我毕业，

与同班的少数同学转到北大五年制班继续学习* 最

后参加了在国家科委支持下的半导体科研大会战，

第一次用锗材料研制晶体管* 科研会战一直干到

()&’ 年的 (% 月底，我被毕业分配回厦大物理系半

导体教研室工作*
黄昆先生对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创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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