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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敦仁教授!

钟! 毓! 澍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3%%453）

! ! 郭敦仁教授离开我们已五年了，我怀念他, 我们

从一开始接触他时，就称他为郭先生，并且，以后也

一直这样称呼他，因此，下面我仍然称呼他为郭先

生, 对于年纪大的老师们称呼6先生6，是当时对他们

尊敬而亲切的称呼，例如，对王竹溪院士称呼王先

生，对胡宁院士称呼胡先生,

!! $%%# 年 7 月写于北京大学燕北园，3% 月修改

我是 37#&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我们

这一届学生，在经过 37#4 年全国工业大跃进、农业

大跃进和学校科研大跃进后，提前分专门化, 经分

配，我进入理论物理专门化, 在理论物理，四大力学

（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量子

力学）和“数学物理方法”是基础课, 我们的数学物

理方法（简称“ 数理”）课，就是由郭先生教的, 听说

北大的数理这门课开始时是由彭桓武教授开讲的，

后来他不再兼任北大教授后，这门课便由郭先生讲

授, 在当时全国大跃进形势下，教育也要进行改革，

教学方式也要改变, 郭先生改变了单纯课堂讲授的

方式，对我们采取“ 抛纲式”教学, 把课程内容分成

几个单元, 每一单元的学习开始，由郭先生“ 抛纲”，

把内容提要、重点、应注意的问题、相关的讲义、参考

书等“抛”给学生；然后，根据讲义、参考书，学生自

己钻研、提出问题、组织讨论，根据问题，再去看讲义

和参考书；最后由郭先生做总结, 这种学习方法，可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可培养学生的钻研精

神，熟悉相关的参考书内容, 但是，由于当时学生还

要参加许多活动，如文艺大跃进、体育大跃进、全民

大炼钢铁、农业土地深翻运动等等，这极大压缩了学

生的学习时间，因此数理课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虽

然如此，郭先生那种平易近人、启发式而不时带有一

点幽默感的讲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了高

年级，“理论物理专门化数学”课，又是郭先生给我

们讲的, 这次，由于教学秩序好转了，郭先生进行了

系统的讲授, 3775 年我搬家的时候，还发现当时整

整齐齐的课堂笔记, 我记得，郭先生对学生提的问

题，从来不马虎应付，而是认真回答；一时回答不了

的，他答应回去想想，下次上课时，他会找你当面回

复或写成小纸条给予答复,

37&$ 年，作为北京大学理科第一届六年制毕业

生，我们大学毕业了, 为了适应北大科研和教学的发

展，有一批毕业生留校任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分

派任务时，把我分到数理教学组，刚好在郭先生的直

接指导下，开始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 那年暑假刚开

始，数理教学组开会，除了对下学期的教学作了分工

外，郭先生还给我们这些新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员布

置了“作业”：要有计划认真地读有关的经典著作，

在暑期要认真地做一批习题, 郭先生强调，作为一名

教师，除了要具备其他条件之外，在给学生讲一份知

识时，脑子里必需储备有两份、三份甚至十份的知识

作后盾；仅仅知道教科书里的知识而“ 现炒现卖”，

是不能把课讲好的, 那年暑假，我一口气就做了几百

道习题，弥补了做学生时，由于“ 大跃进”对读书时

间的挤兑，读书少、做习题更少的缺憾；经整理、分

类，这些习题成为我教学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至于

系统阅读有关经典著作，这需要长期坚持, 总之，郭

先生的这些教诲，使我受益非浅,
要讲好课，需要丰富的知识作后盾，在北大有着

肥沃的土壤、丰富的营养使这一观点深深根植和成

长, 郭先生本人就踏踏实实地实践着这一观点，并以

此教诲他的后辈, 37#" 年北大物理系建立理论物理

教研室，由原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王竹溪教授担任

教研室主 任，当 时 教 研 室 成 员 中 包 括 周 培 源（ 兼

职）、胡宁、彭桓武（兼职）、杨立铭等知名教授，郭先

生也由普通物理教研室转入理论物理教研室, 在他

接手数理方法课时，国内还没有正式的数理方法课

教材, 他大量阅读和研究了国外的数理方面的经典

名著，根据物理研究的需要，编写了讲义，进行教学,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在不断修改和补充后，

终于在 37&# 年在讲义的基础上，编写成教材《 数学

物理方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由于郭先生的

这本教材的学术水平很高，在发展物理学教育、培养

物理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3744 年在第一届教材

奖的评选 中，这 本 教 材 被 评 为《 国 家 级 优 秀 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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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在这本教材出版前，北大数学系钱敏教授和郭

先生一起，共同翻译了世界经典名著，由柯朗（.&
/0’1*,"）和希伯尔特（2& 3)(451"）合著的两卷《 数

学物理方法》中的第一卷，译本于 6789 年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第二卷由他人翻译，随后也由该社出版&
该书序言中说：“ 本书发展了起源于物理问题的数

学方法，并试图使这些结果纳入统一的数学理论& ”

另外，与郭先生编著的《数学物理方法》教材出版的

同年（67:8 年），王竹溪教授和郭先生合作编著出版

了学术专著《 特殊函数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正如该书的序中指出的：“ 这本书是为了理论物理

学工作者写的& 理论物理学中常常要用到各种特殊

函数，因此需要有一本可以查阅的书⋯⋯（ 这本书）

能够包括常用的各种主要的特殊函数的运算方法和

基本特性，使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处理这些特殊函数

的基本方法，以加强在工作中灵活运用的能力& ”由

于这本书是理论物理工作者重要的参考书，经杨振

宁教授的推荐，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于 6797 年出

版了此书的英文版& 英语翻译由郭先生和清华大学

夏学江教授担任& 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在 ;< 世纪

7<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一套《 北京大学物理学丛

书》，赵凯华教授建议把这本书也收入到这套丛书

中& 经各方面协商，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出版了

此书，出版时参照了英文版作了必要的订正& 这两次

的出版都是在王竹溪教授 679= 年逝世后进行的，因

此，重担就放在了郭先生一人的肩上了&
郭先生不仅在数学物理方法和专门化数学方面

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其他理

论基础课方面，他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讲授过普通物

理、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物理专业的几

乎所有的基础课程& 根据量子力学教学改革需要精

简内容的要求，郭先生编写了《 量子力学初步》，于

67>7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再于 677; 年由我

国台湾晓园出版社在台湾出版& 郭先生和胡慧玲教

授还编写了《 电动力学讲义》，于 677= 年在台湾由

晓园出版社出版& 在郭先生晚年，我们听说，彭桓武

教授将和郭先生合作，编写一整套理论物理教程，总

结他们丰富的知识& 我们翘首以待，可惜，直到郭先

生逝世，都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
郭先生待人真诚热情& 我们有什么物理或数学

问题去问他，他总是认真听，能回答的就当场回答；

不能回答的，就记下来，经过思考研究，再当面回答，

或写成小纸条回答，或给出解决问题的参考书、资料

等& 总之，郭先生对问他问题的人，一定会有个交待&
郭先生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67:= 年郭先生被任命为

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副主任，负责抓理论物理基础课

的教学工作& 那时，正是物理类系科发展很快的时

期，理论物理基础课教学任务很重；而且，许多年轻

教员刚走上教学岗位，教学经验不足& 郭先生谆谆教

导年轻教员要努力钻研教学内容和扩充知识基础，

同时，他还亲自去听年轻教员的讲课，也带领他们相

互听课、观摩讨论& 在郭先生的领导下，当时理论物

理基础课的教学有了长足进步，一批年轻教师也得

以迅速成长&
郭先生也是一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 他桥

牌打得很好，而且根据实战经验并加以理论提升，他

总结了一套桥牌的叫牌方法& 他不仅代表北京大学

参加各种桥牌比赛，后来还成为北京代表队的教练，

参加全国桥牌大赛的比赛& 虽然在年轻时，在清华大

学和西南联大念大学时，他患过肺病，曾因此做过手

术，但他喜爱游泳；他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曾经是物

理系教工乒乓球代表队的成员& 郭先生喜欢观赏体

育比赛& 记得在 67:6 年，;: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

北京举行，那时电视还不普及，郭先生就买了“ 通

票”，选择精彩高水平的场次去观赏& 在 ;< 世纪 8<
年代，常有许多国家级或市级的体育代表队来北京

大学表演，郭先生也是热情的观众& 听说，有一次网

球代表队来校表演，有一批观众自愿地追逐被打出

球场外的网球，把它检起并丢回场内，人们发现，这

些人中竟有一位是已步入中年的老教师，他就是郭

先生& 我们常从电视中看到，正规的网球比赛场地

上，经常飞奔着穿着漂亮制服的给运动员检球供球

的“网球少年”，但郭先生和这些少年们在年龄上相

差有几十岁，郭先生真是“童心未泯”&
时间过得很快，郭先生离开我们已五年了& 我们

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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