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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稿

执教六十年的回顾!

冯! 端
（南京大学物理系! 南京! $’%%4"）

摘! 要! ! 文章概述了作者于 ’45&—$%%& 年期间在中央大学 6 南京大学物理系执教的经历，漫谈了教书、读书和写

书的一些体会，介绍了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方面的若干成果-
关键词! ! 冯端，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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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根据 $%%& 年 4 月 N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庆祝冯端

院士从教 &% 周年，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整理而成

$%%& 6 %4 6 ’% 收到

! ! ’45& 年春夏之交，当学期即将结束之际，赵忠

尧先生（当时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通知我留

校担任助教，从而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在中央大学

6 南京大学物理系教书、读书和写书，进行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
按照当时大学中的科班惯例，助教的任务主要

是带实验和改习题- 我就从带普通物理实验开始，有

些经验后，改带电磁学实验，乃至于近代物理实验-
’454 年春走上了讲台，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从不重

要的外系课程（ 如医学院、生物系、地理系、化学专

修班等）开始，到 ’4#& 年后讲授了物理系的普通物

理课程（热学与分子物理和电磁学）- 在解放前和解

放初期，通行的普通物理教材是 ;.AA、萨本栋或严济

慈的《普通物理学》，还有 O@1?= 的 +%/(0/#7". )* +,-.8
/0.（三卷本或简编本）- ’4#$ 年院系调整后，则采用

中译的苏联教材- 弗里斯与季莫利娃的《 普通物理

学》大行于世，这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本- 我也看过

莫斯科大学的教本，即 O)?@/MBH 的《 力学》，P1/1=(30Q
MBH 的《电学》和 R13I=>.?K 的《 光学》，依我看来，这

套书编写得更为精辟：R13I=>.?K 的《光学》是名副其

实的名著- 我在教电磁学时曾认真地参阅 P1/1=(30MQ
BH 的《电学》，颇有收获- 例如当中是以电流元的安

培互作用力来引入磁场，强调了它和电荷间库伦定

律与电场关系的对比性，虽然在力的方向性问题上

较为复杂，我在讲课时曾按这思路来讲授，效果还不

错- 我见到过 R13I1. 与 R0A=(0)S 合写过的一本普通

物理教程，是他们在莫斯科技术工程学院任教的讲

义（包括力学、热学与分子物理和静电学），似未写

完，不知是否另有足本- 该书流传似乎不广，未见中

译本和英译本，内容则别具匠心，开创物理学大师写

基础物理学教材的先河- ’4&" 年 7@D3C13 的三卷本

物理学讲义问世，立即轰动物理学界成为引证最多

的物理著作- 此书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潇洒生动-
虽不适用于实际教学，乃是供物理教师参考的枕中

秘籍- 稍后的 T@?M@/@D 物理讲义，其中 P0))@/ 的力学

和 E.?2@// 的电磁学各具特色，而其余几本平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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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0*!*1 与 23+430 的电动力学素负盛名，似无英

译本& 后来 23+430 与 5*’"30 的改写本，简明扼要&
6*11 的电学原理有中译本，对电介质与磁介质问

题，阐述得一清二楚，解决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问题，

甚至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而有关电磁感应的两种

不同表示（静止媒体与运动导体），则以狭义相对论

的框架予以清楚阐述，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而 7389
,1*, 讲义中则对这两种电磁感应在形式上的类似

深表诧异，但认为并无深刻的物理意义& 似乎验证了

“荷马也会打瞌睡”这一西谚&
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还有两门非常特殊的

课程，令系里管教学的人头痛，我也承担下来了& 一

门是数学系开理论力学，时间跨度长达三个学期，后

面这段时间的讲授主要是参照 =>(?@"3), 的 !"#$$%&#"
’(&)#*%&$ 这本分析力学的标准著作来教的& 初次看

这本书，我不仅为其精彩论述心折，也为一些立体感

极强的阴影图所吸引& 也许只有美国的教科书真能

做到图文并茂& 后来的 A*(()?*8 与 B3@,)4 的基础物

理教本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次是我为天文系讲理

论物理，则参照了 5(*"30 和 70*,4 的理论物理导论&
在德国，大师们编撰多卷本理论物理教程已构

成了一项优良的传统& C(*,+4 在柏林大学讲课的五

卷本讲义在一战后问世，其中对基本概念给予了清

楚的阐述，但对具体运算全付缺如& 使人有开卷瞭

然，闭卷茫然之感& 5>1130D3(? 在慕尼黑大学的六卷

本教材，在 E; 年代末方始出齐& 这套书不仅论述精

到，也便于实用& 对 2>0, 有读来兴趣盎然如小说之

评语，深获吾心& C*’() 在苏黎世理工大学讲课的一

套讲义，读后没有深刻印象，似乎与 C*’() 的高度独

创性不太匹配& 苏联的 F*,?*’ 与 F)D@!)"G 的十卷本

理论物理教程，谨严精辟，堪称这一领域的压卷之

作& 虽则作者谦称之为理论的最低要求，但我辈不专

攻理论的就有仰之弥高之感& 只能根据实际需要选

读其中一小部分& 就我而言，读过力学、经典场论、弹

性和流体力学、连续介质点动力学和物理动力学的

若干章节，也许两卷的简编本才是名副其实的理论

最低要求&
<; 年代后，我开始关注于晶体位错的研究，读

过一 些 标 准 著 作：H& 6& B3*? 的 +%$",&#-%,*$ %*
!./$-#"$，.& A& I>""03(( 的 +%$",&#-%,*$ #*0 1"#$-%&
2",3 %* !./$-#"$，物理大全中 .& 533J30 关于晶体缺

陷理论与范性形变两篇专论，K& 70)3?3( 的 +%$",&#4
-%,*$，这为我随后进行位错研究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

还读过 L*/*00> 与 A)0"! 与 F>"!3 的两部专著，并涉

猎了 L*/*00> 主编的多卷本固体中的位错丛刊&
我于 MN<O 年参加金属物理教研组工作，曾担任

过 P 射线晶体学的教学工作，当时觉得 .& =’),)30 写

的 P 射线晶体学非常不错（看过法文原版，英译本已

略有增订，还有俄译本已增补为一本巨著）& 当时我没

有想写教材的念头& MN<E 年暑假曾参加了一关于晶体

学与 P 射线衍射的讲习班& 由唐有琪教授讲晶体的对

称性，余瑞璜教授讲 P 射线衍射谱及其标定& 这是我

一生唯一的一次以学员身份参加讲习班& 后来看过

A & Q3J*% 写 的 !./$-#" 5-.#&-6.($ ——— 7 8,.9%*:
7;;.,#&)，对晶体学做了一个优秀的描述，特别是有

关氧化物结构等章节，具有洞见，获益匪浅&
从 MN<R 年起我担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开始

考虑自己动手写一部金属物理教科书，当时教研室

中有一门金属物理的教程，但是我从未参与这门课

的教学，而是密切注视国际学术界的情况：MNEN 年

.& A& I>""03( 的 <)(,.(-%&#" 5-.6&-6.#" ’(-#""6.:/ 问

世，可以说是金属物理的开山之作，此书观点新颖，

富独创性& 问题是起点太低，迁就冶金系学生，内容

也嫌简略& =& Q*@),J 的 =().>6&) 0(. 7"":(?(%*( ’(-4
#""96*0( 是脱胎于传统金属学的一本优秀的教科

书，而 S& FT+43 的参与修订使观点现代化了，因为

是德文书，故而流传不广& 当时国内最流行的是译自

俄文的《金属学的物理基础》，观点陈旧，章节出自

多人之手，连贯性也不足& 总而言之，还欠缺一本好

的教科书&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白天教《 电磁学》这

门课，课余则从事编写《金属物理》& 很自然地，电磁

学这门经过众多学者锤炼过的成熟学科体系就成为

构思金属物理体系的参照物& 到 MNUE 年上册问世，

其中扩散这一篇为丘第荣所撰写& 下册于 MNUU 年交

稿（王业宁也撰写了部分篇章），适逢“文化大革命”

这场浩劫，一直到 MNV< 年方始修订出版& 这套书出

版之后，颇获学界好评，甚至有人誉之为搞金属材料

的“圣经”&“文革”之后，日本知名学者铃木秀次访

华，见到此书，认为上卷内容很现代化，而能于 MNUE
年就出版，非常难能可贵&

R; 年代后期，应出版社要求，我主持修订了四

卷本的《金属物理学》，其中第一、二两卷我还是主

要撰写者，丘第荣，刘治国，金国钧则撰写了个别章

节，第三卷则由王业宁与吴希俊撰写了一些篇章& 至

于第四卷完全出自翟宏如与丁世英之手& 回想当时

已经有了将金属物理学改写为材料科学的想法& 特

别在第二卷也进行了一些跨越，涉及一些非金属材

料的相变问题& 但由于任务太紧，精力不济，不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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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突破原来的框架，不免有些遗憾-
到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弥补遗憾的机遇，师昌

绪先生倡议编写一部《材料科学导论》，推我担任主

编来具体实施- 我除了请人协作外，还亲自动手撰写

不少关键性的章节，从而确定了本书的格局，我便充

当合唱团指挥兼领唱的角色- 此书力图超越块块分

割的传统处理方法，引入了连贯统一的理论框架来

概括不同类型材料丰富多彩的特征- 希望能够做到

充分反映材料的多样性，又体现了科学在概念上的

统一性- 既可以作为入门的教科书，亦可供研究工作

者参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我们对于材料科

学整体化观点的一部著作- 本书获得了众多优秀学

者的参与和协作，还由刘治国教授组织南京大学材

料科学系许多研究生来协助工作- 因而这部 4 篇 $5
章 64’ 页 7& 万字的大书，在不到一年就编写成功

了，异常顺当，出版后获国内行家的好评，获得了

$%%# 年国家级教学二等奖-
下面谈科研工作- 在参加金属物理教研组之后，

由于需要带学生作毕业论文，我进行了初步的科研

工作- ’5#5—’5&& 年我和合作者闵乃本、李齐等，进

行了体心立方难熔金属中位错的研究- 采用浮区区

熔法制备了钼、钨、铌、钽等单晶体，并用浸蚀法揭示

其位错类型及组态，总共发表论文 ’% 篇- 这是我国

高校中较早进行的系列科学研究，当时被誉为南京

大学科研的“五朵金花”之一- 在“文革”后复课闹革

命的 ’564 年，在我倡导之下，将原金属物理教研组

改建为晶体物理教研组，并再分划为三个小组：即晶

体生长、晶体结构与缺陷和晶体的物理性能- 每一小

组均承担一门课程并拥有一些实验室，可以相互配

合，促进工作- 当时我希望每门课程的任课老师都要

写一本教材或专著，对此我进行了策划与指导- 闵乃

本撰写了《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于 ’57$ 年问世，

获得学术界的好评- 李齐关于晶体缺陷讲义中的三

章后来收入《材料科学导论》一书，使该书关于材料

结构的论述更加完整而充实- 7% 年代初，8- 9- :103;
<)=03 主编的四卷本《 现代晶体学》的俄文版与英文

版相继问世，成为这一领域中的标准著作- 改建后教

研室的主要研究对象由金属转为复杂氧化物的非线

性光学晶体，如铌酸锂、钽酸锂、铌酸钾等，应该说这

次重建对此后的发展至为关键，这一格局一直持续

至今- 缺陷研究的重点就由位错转而为畴界- 如何利

用畴界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就成为注意力的焦点-
在 6% 年代后期的一项突出的研究成果是与闵

乃本等密切合作而完成的：在实验室中制备出微米

量级周期畴结构的铌酸锂单晶，恰好满足 >- 8/?=@;
A=BC=3 早在 ’5&$ 年提出的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准位

相匹配条件，从而实现了光倍频的增强效应（ 随片

畴数 ! 的 平 方 而 增 长），这 项 工 作 发 表 在 D**/-
E(F<- G=))- ，’57%，!"：&%6，获得近百篇的引用- 获得

了 HIH J0)1)0?3 J/1<<02 D,1BK（$%%% 年）- 这些工作，

连同早期对金属的位错研究，以《晶体缺陷研究》为

题获得 ’57$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57& 年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

成立，我曾担任该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多

年，对其奠基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 7% 年代中期以后，我所关注的研究工作有下

列几项：蒋树声所领导的利用 L 射线形貌术和同步

形貌术对畴界与畴结构的研究；胡梅生、陈峻、潘晓

晴、严勇、陶冶等对畴结构的透射电镜和高分辨率电

镜的研究；胡安等准周期金属超晶格的研究（ 获得

了 ’55#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王广厚等对团簇

的研究；彭茹雯等的介电多层膜透射与局域化的研

究；顾民等对富勒体的研究-
在 5% 年代及以后，我又关注纳米结构与纳米材

料这一新兴领域：陈坤基等从非晶硅超晶格中制备

纳米硅及其发光现象（$%%"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鲍希茂、吴兴龙等的纳米硅与纳米碳化硅的发

光研究（’555 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都有为等的

锰氧化物磁致冷材料与磁电阻的研究（$%%4 年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更旷日持久地关注、支持闵乃

本等进行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微结构化的工作-
我对于固体物理著作的阅读散布在较长的时间

范围内- 诸如：

M- I=0)N，"#$%&’ ()%#&* #+ ,#-.$/；
>- M- O?))，P- Q?3=<，()%#&* #+ 0&#1%&2.%/ #+ "%23-/
3’$ 4--#*/；
G- 8B0//?.03，536% 0&#13732.#’ .’ 0%&.#$.8 ,2&9829&%/；
J- 90))=/，:’2&#$982.#’ 2# ,#-.$ ,232% 0)*/.8/，’ R 7=K；

>- S- D<(2B?T)，>- U- O=B@03，,#-.$ ,232% 0)*/.8/-
其中 I=0)N 的专著为固体物理学的开山著作，O?)) 与

Q?3=< 则对金属与合金的电子性质作了精辟的论述-
90))=/ 的固体物理学是流行最广的，已出至第 7 版-
D<(2B?T) 与 O=B@03 的书以对基本概念的阐述精辟见

长- 而 8B0//?.03 的那本小书则较深刻地勾划出了固

体的核心主题，富有启发性- 固体物理学是根深叶茂

的大树，而且分支繁多，一两本教科书无法遍述它的

主题，因 而 I=0)N 与 V.B3A.//（ 到 后 来 还 加 W(B=3;
B=02(）主编进展丛刊 ,#-.$ ,232% 0)*/.8/———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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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 ./ 年代早期起，迄今

已刊行百卷以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料库，也是我经

常查阅的对象&
在 0123—0124 年间，我读到了 5& 6& 7,89:;<,

的 0&%!( 1/.!/"% /2 3/"*$"%$* 4&..$’ 5)6%!(%，深受启

发& 感到凝聚态物理学不仅是固体物理学的延伸，而

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学科的重建& 7,89:;<, 这本

书并不好懂，仔细推敲之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探

讨并阐述凝聚态物理学的问题& 我还读了 5& =& 89
=9,,9; 的几本专著，78,$’(/"*8(.!9!.6 /2 4$.&-% &"*
+--/6%，:".’/*8(.!/" ./ ;!<8!* 3’6%.&-%，7(&-!"= 3/"($,.%
/2 5/-6>$’ 5)6%!(%，也颇受教益，遂与金国钧合作撰

写了《凝聚态物理学新论》，着重论述了凝聚态物理

学的新进展（ 获 011>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

还与冯步云合作撰写了两本科普著作《漫谈凝聚态

物质》（《晶态面面观》与《 放眼晶态之外》），获得了

0112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从 011/ 年开始，我在

南大物理系开设了研究生课程《 凝聚态物理学导

论》，后来由金国钧单独承担教课任务，我们共同查

阅了大量资料，并融贯于一个带创新性的理论框架

之中，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合作撰写了《 凝聚态物

理学》，上册中文版于 ?//3 年问世，英文版于 ?//.

年问世；下册尚在撰写之中，预期年内当可杀青& 此

刻的心情可以引用英国诗人 7& @& A%),B’:,9 的诗

句来表述：CD9, "!9 %9*:)9;" :)D9: %),8; ;<E9 %!9:9
;*F9 "< ;9*（即使最疲惫的河流，蜿蜒曲折，终能安然

入海）&
由于对凝聚态物理学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

贡献，我获得了 011>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此外我还获得了 011G 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及 0111 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
?//. 年我又与冯少彤合作将 0114 年出版的科

普著作《熵》修订增补成为一本新书《熵的世界》，颇

获行家的好评& 这本书可以作为普通物理学的热学

与分子物理的课外读物，这也体现了我对大学基础

物理教学的持续关注&
以上是个人对于六十年教学和科研生涯的简单

回顾& 深深感到执教的一生就是充实的一生，幸福的

一生& 正如 H9I,E*, 所说的“ 进行教学与学生接触

会使生活丰富”& 我非常感谢众多的合作者与历代

的学生们富有创造性的协作和对话，我也衷心感谢

南京大学及南大物理系历届党政领导对我工作的关

怀和支持，创造了能使我发挥作用的优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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