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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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辰! 嘉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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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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对专门化的整体规划和具体

领导、亲自为大学生讲授《 半导体物理》课程，还为

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科学专题，主持了电子 # 晶

格相互作用和能带理论的研究工作以及亲自指导学

生的毕业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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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黄昆先生

为北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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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与谢希德先生合作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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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书中大部分章节由黄昆先生亲自执笔撰写，并

最后由黄昆先生统一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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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两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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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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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动中国半导体专业的

教学与科研，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 年 !% 月，为了纪念中国半导体专门化创

办三十周年，当年的五校师生重聚北京大学，举办了

学术报告会" 黄昆先生做了题为“量子阱空穴子带”

的学术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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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专门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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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同时高度赞扬了

黄昆、谢希德教授历史性的贡献［+］" 历史将永远铭

记我们敬爱的黄昆老师创办我国第一个联合半导体

专门化的功绩"

图 !, !’&( 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第一届五年制毕

业生的合影（前排左七为黄昆教授，第二排左七为本文作者）

图 $, !’() 年纪念中国半导体专业创办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与

会代表合影（ 前排左七为黄昆教授，左八为前校长陆平，左九为

校长周培源教授，左十为彭佩云同志，左十一为谢希德教授）

!’)! 年 + 月 我调到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

工作，有幸成为他领导下的一员" 当时黄昆先生是物

理系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并兼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
到北大后给我的任务是代理半导体教研室副主任工

作，主要是协助黄昆先生做好半导体教研室的工作，

他很高兴我的到来" 他对待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与对

教学、科研工作一样地全身心地投入，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我们两人经常商量讨论如何把半导体教学

和科学研究工作水平搞上去，开创我国半导体事业

的新天地，黄先生的主意和点子都挺多的" 当时黄永

宝是实验室主任，韩汝琦是教学秘书，焦鹏飞是科研

秘书" 教研室有经验的也就是黄昆、黄敞和黄永宝先

生了，他们当时顶多才四十出头" 记得我刚到北大不

久，教研室就留下了一批六年制毕业的年轻教师，大

家对怎样做科学研究工作都没有多少经验" 当时黄

昆先生对半导体所庄蔚华的少数载流子寿命测量实

验分析研究工作评价挺高，为活跃教研室学术气氛，

帮助年轻教师更快成长，特邀请她来北大物理系给

教研室师生做报告，之后讨论，他鼓励大家学习她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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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舍、严谨的科学学风( )*+$ 年第 $+ 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容国团等获得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和

邱钟惠获第一个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时的激动场面至

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每天晚上我们

都聚集到黄昆先生家中，房间里挤满了人，我经常都

是站在他的双人床上观看比赛(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

股劲：一定要把我们的科研和教学搞上去，为创建我

国半导体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 年我们教研

室年轻教师在器件物理和材料物理研究上开始取得

一批可喜成果，在全国物理学年会和全国半导体器

件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先后在物理学报上发

表了多篇文章时，黄昆先生为此兴奋不已，认为我们

的科研工作正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 年以后，学

制改为六年，学生有近一年的时间做毕业论文( 黄昆

先生对这一个教学环节极为重视( 记得每年从对每

个学生的选题、导师、具体培养要求到论文答辩委员

会成员组成直至评分等都一一过问，还经常请半导

体所有关专家来帮我们把关评议( 他要求全体教师

都要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而他自己每次都以身作

则，身体力行( 这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和严谨

学风的培养都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们这一批年轻

教师也是很大的挑战和提高( 工作之余，爬山登高是

黄昆先生的最爱，星期天我们经常与他全家到香山

爬山，享受大自然风光与无限欢乐（ 见图 "）( )*+$
年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黄昆，谢

希德等联名建议开展《固体能谱》基础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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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将它列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 国重 "$ 号

项目），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共同承

担( 在黄昆先生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周培源等大力

支持下，学校决定成立固体能谱研究室，由黄昆先生

任研究室主任，配以专职科研编制( 我们从此开始了

紧张积极的筹备工作，准备大干一场：从校外引进一

批专业配套年青科技人员外，准备从半导体教研室

和光学教研室调一批骨干教师入固体能谱研究室；

开始了实验室建设工作，其中包括重大设备的建设

（如磁共振用电磁铁的设计和制造等）和先进设备

的引进准备；开始具体研究课题的调研等( 期间还曾

邀请南开大学张光寅来北大兼职任顾问，黄昆先生

很欣赏他活跃的学术思想，希望能对固体能谱研究

工作有所推动( 我们还经常因为在他办公室商讨工

作而错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这时黄昆先生就会带

我们到他家去，记得黄昆夫人李爱扶给我们做的拌

面特好吃，至今想起还回味无穷( 黄先生对教研室每

个年轻教师的成长都非常关心，制定了具体规划并

加强培养，严格要求并热情帮助( 我刚到北大初期结

婚后没分到住房，他知道后就要我住到他家书房，我

没同意，他暑期外出都会把家里钥匙交给我让我去

小住，使我深受感动( 黄先生认为从固体能谱研究工

作长远考虑，需要既懂实验又懂理论的人才( 他让我

要加强理论基础，为此，除与他讨论向他学习外，这

期间理论组的甘子钊，秦国刚都曾是我的老师(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字报铺天

盖地，学校正常次序完全被破坏，科研教学工作完全

停顿，数十年来几代人辛苦创建的教学科研基础几

图 "! 上图：黄昆全家与教研室年轻教师们在香山“ 鬼见愁”；下

图：黄昆与沙麟，陈辰嘉，杨澄清和他大儿子在香山“ 鬼见愁”合

影（)*+" 年）

图 #! 黄 昆 先 生 七 十 大 寿 与 原 半 导 体 教 研 室 同 事 合 影 留 念

（)*’* 年 * 月）

·!"#·

深切悼念黄昆先生



物理

图 !" 第七届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期间原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

化师生与黄昆、谢希德先生合影（#$%$ 年 #& 月，上海）

图 ’" 第 (# 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上陈娓兮，王舒民，陈辰

嘉，章蓓与黄昆先生合影（ #$$( 年 % 月，北京）

乎被摧毁) 黄昆被戴上“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

子，他领导的固体能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被批判为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 #$’$ 年—#$*# 年我随大

批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农场插秧

种地、挑砖筑堤，劳动锻炼改造) 黄昆先生与原半导

体教研室和固体能谱研究室的一部分人员则调到新

建立的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
#$*’ 年 #& 月粉碎“ 四大帮”后，国家科委恢复

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北大物理系恢复固体能谱研究

工作，正式成立固体能谱教研室，先后由甘子钊、陈

辰嘉任主任，刘继周任副主任) 初期在窄禁带磁光光

谱、拉曼散射、新型固体材料能谱等方向上自己动

手，自力更生，重建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甘子

钊每周都给全体教师讲课，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
我们固体能谱教研室各科研方向的教师努力为

物理专业本科生科学研究工作实践和独立工作能力

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场所，每年平均有物理专业的 (&
多名学生在教研室各科研组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并

完成毕业论文研究工作，如 $# 级我们接受了 (( 名

本科学生，占全系 (*+ ，其中不少学生的优秀论文

还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从 #$$# 年物理专业被

确定为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第一

批重点改革建设试点专业之一后，每年还选拔少数

有兴趣的学生自愿在三年级就提前进实验室，在科

研组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着重培养学习先进的实验

科学技术，自己动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培养严谨的

学风和初步的独立工作能力，学生普遍反映学到了

书本上和教学实验中学不到的知识，对他们毕业后

进入社会独立工作方面特别有帮助) 这是我们固体

能谱教研室的教师们以实际行动继承了黄昆先生当

年对学生毕业论文严格要求和训练的优良传统)
黄昆先生于 #$** 年调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任所长，他对我们的工作仍很关心，不时带外宾到我

们实验室来参观) #$%, 年他推荐我去意大利国际理论

物理中心 -./0 的意大利 01231 大学物理系实验室进

修学习，#$%! 年初回国) 当时 01231 城市只有我一个

中国访问学者，我完全生活工作在意大利人之中，我

要坐火车到米兰才能见到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黄

昆先生跟我说这样很好，更能得到锻炼，他还给我介

绍了他在米兰的老朋友) 回国二十年来，我去欧洲短

期工作不下十次，以此为平台与意大利和欧洲各国建

立了长期合作研究关系至今) 如：奥地利 456758 大学

窄禁带半导体专家 9) :1;5< 和德国科隆大学窄禁带

半导体专家 =3>?@，意大利 01231 大学半导体材料物理

专家 A) B?5441 等 ，他们都先后到中国访问并参观了

半导体研究所超晶格实验室和北京大学物理系，黄昆

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每次我带外国专家到半导

体所参观时，黄昆先生总是不忘告诉他们有关我们两

人当年曾经一起在北大为半导体事业创业而奋斗的

经历，使我深为感动) 期间黄昆先生曾经详细向我了

解我们稀磁半导体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
这几年我经常去看望黄昆，和黄昆先生聊天，李爱扶

每次都交代我时间要短点，以保证黄先生的健康和休

息) 他每每回忆起当年一些人和事，聊得非常开心，有

时还会告诉我好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因为毕竟当年我

还是个学生) 以至于我们的谈话时间每次都超过李爱

扶的规定)
黄昆老师对我的教诲，我将铭记终生) 他勤奋、

严于律己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的道德风尚和严谨

的治学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黄昆老师永远活

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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