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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3445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郭可信先生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坚持真理，勇

于创新，学术思想活跃, 他学术民主，平等待人, 特别

热心于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视学生如子女，鼓励他

们要超过前人，超过自己，为年轻科技人员的培养呕

心沥血, 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郭可信先生为我国的

金属材料物理研究以及电子显微学研究事业培养了

大量的人才，桃李满天下, 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培

养研究生 3"% 余名，为我国材料科学、晶体学、电子

显微学的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 其中已有 $ 人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几十人任大学及研究所的

教授、研究员或国际高新技术企业中的高级技术骨

干，多人次获国家和国际重大科技奖项,
郭可信先生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并受

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346% 年以来，先后被授予

瑞典皇家工学院技术科学荣誉博士、瑞典皇家工程

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金属学会荣誉会员、印度材料

学会荣誉会员等荣誉称号, 346% 年，他与钱临照、柯

俊先生等科学家发起创建了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

346$—344# 年间亲任理事长, 344$—344# 年任亚太

地区电子显微学会联合会主席, 曾任 7.(809/18:;1:)<
等数家显微学及材料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的

顾问编委, 郭可信先生为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郭可信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国

家、人民和世界科学事业, 先生病重期间，曾提醒家

属在后事处理上不要给单位增加负担, 先生嘱咐道：

涉及自己后事的各种费用，严格按照单位的规定处

理, 超额部分，首先从自己的积蓄中开支；如果不够，

就由女儿承担, 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 年 3$
月 3" 日 $$ 时 5= 分，郭可信先生走完了他的生命历

程，用他令人敬仰的一生写就了“认认真真做学问，

清清白白做人”的座右铭, 先生的科研业绩及人生

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并将激励一代代科研

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在郭可信先生带领下走向世界
叶! 恒! 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沈阳! 33%%3#）

! ! 将中国电子显微学推向世界，在准晶研究中登

上高峰，是郭可信先生平生得意之作, 我有幸在他的

研究团队中学习与工作，亲历了走向世界的过程,
郭可信先生在瑞典留学期间，专攻于研究合金

钢中碳化物的结构与形态, 结构测定当时仍以 > 射

线衍射为主，形态观察则已采用萃取碳化物在电子

显微镜下观察, 在郭可信先生 34=# 年回国前后，正

是薄晶体衍射衬度电子显微学创立与发展的时期,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机遇，利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以下简称金属所）一台东德制造的透射电镜，

开始了金属薄膜的晶体结构与缺陷的研究, 他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撰写了金属薄膜透射电子显微术

的综述，在《金属学报》发表，并开设 > 射线与电子

衍射动力学课程，培养人才, 在 34#5 年，他引进当

时电压较高的 3=%?@ 电镜，准备大干一场, 但由于

当时政治运动频仍，“文革”期间更使基础研究濒于

停顿，中国电子显微学界错失了参与衍衬电子显微

术国际竞争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国际上高

分辨电子显微学方兴未艾, 34&4 年，郭先生在金属

所组织实施高分辨电子显微术，当时的首选研究对

象为碳化硅的长周期结构, 碳化硅有丰富的多型体，

在 ! 轴方向的堆垛周期可以长达数十纳米，而且式

样繁多, 对于 > 射线衍射而言，不仅长周期引起衍

射点过于靠近，不易分辨，而且基面堆垛方式的多样

使衍射强度测量要求更高，而电子衍射与高分辨像

则有适用于小晶体、快捷、直观的优势, 我们从上海

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郭常霖那里要来试样，到

当时国内唯一分辨率优于 %, =29 的在北京仪器进

出口公司的 A’/./); 5%% 电镜上工作，由周敬拍出碳

化硅新多型体的一维长周期高分辨像, 期间郭先生

还在金属所用英语系统介绍了美国 B8/C:20 州立大

学 D:+.E< 研 究 组 和 比 利 时 B2(+E8)E2 大 学

B9E./21?F 研究组在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方面的工作，

组织了对高分辨像计算模拟程序的学习，在理论、形

势、语言等方面为我们进一步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为了实现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目标，郭先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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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策划，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人才培养：第一步是将在“ 文革”前毕业、已荒

废业务多年的中青年骨干送到国外学习、访问& 当时

电子显微镜研究组有 ./ 余名 0/ 年代毕业的大学

生、研究生& 除一些人因各种原因已联系调离工作

外，其余近 ./ 人均在郭先生帮助下，联系到英国剑

桥大学、美国阿利桑州立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比利

时安特卫普大学、瑞典隆德大学等高水平的电镜实

验室进修& 这些人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薰陶，如饥似

渴地学习理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较短时间内掌握

了高分辨电子显微术的理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

于 .123 年陆续回到金属所，成为实验室开拓进取的

中坚力量 & 第二步是培养了近三十名研究生，发挥

年轻人的朝气与创造潜力& 郭先生通过在北京、武

汉、长沙、大连等地巡回讲学，延揽了一批优秀的年

轻学子，也联络了许多出色的中年学者，组成了有相

当数量又具备创造能力的学术梯队&
引进先进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郭先

生在放出去大量人员到国外进修的同时，还部署了

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的引进& 由于日本学者饭岛澄男

在发展高分辨电子显微术及改造有关电镜方面做出

开拓性的工作，日本电镜制造公司在发展高分辨率

电镜方面一马当先& 在 3/ 世纪 4/ 年代末、2/ 年代

初，日本电子株式会社的 5673//89（ 顶插样品台）

被认为是高分辨率最好的商用电镜，郭先生就瞄准

了它& 其时国家经济刚从“ 文革”的破坏中复苏，百

废待兴，动用数十万美元的费用显然不是容易的事&
郭先生一方面做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向中国科学院

秘书长郁文立下“ 军令状”，保证在仪器到位三年

内，交出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12/ 年中国科学院

下决心引进 3 台这样的电镜，一台放在金属所，一台

放在物理所& 金属所这个镜子对 .123 年集中返国的

科技人员真是及时雨，在国外学到的周身本事很快

就在国内施展开& 这个镜子在国内首开了 3: 小时不

停机的运转先例，也创下工作满机时的纪录& 近 ./
名研究人员、3/ 名研究生利用这台仪器很快就做出

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项目与选题：3/ 世纪 2/ 年代初期，还是计划经

济的科研拨款体制，科研人员虽然吃着皇粮，衣食无

忧，但要跟上国际学术界的步伐，及时投入热点领域

研究，设备及科研经费都仍然吃紧& 郭先生不仅在业

务上有敏锐的洞察力，科研管理也有很强的应变能

力& 他注意到科研拨款由常规制向项目制的转变，努

力争取到中国科学院的重点项目“固体的原子像研

究”，经费 2/ 万& 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他还指

导中年科学工作者积极申请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

基金（后转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在 .123 年底时，金属所电镜组的工作铺得相当

开，基本上是按回国人员在国外工作领域延伸下来，

有金属初期氧化物、非化学当量比氧化物、金属间化

合物、催化剂、急冷金属亚稳结构、地矿物等& 虽然大

家在各自领域都很有造诣，在国内工作也得心应手，

但还没找到合适的突破点& .12; 年夏天，情况有了

改变& 从事拓扑密堆相新相与畴结构和急冷金属亚

稳结构两个研究组取得较快进展，都在新相与畴结

构方面获得了系统的成果& 在合金相结构方面功底

深厚的郭先生，从拓扑密堆相畴区的五次对称衍射

图中，从来自于二十面体柱相同取向、但无平移周期

并置的模型的这一新发现，联想到在急冷情况下，二

十面体柱失去平移周期并置会更加“无序”，从而部

署了多系统合金的研究& 在 <!=+!">*, ? 等发现准

晶的第一篇文献发表之后，郭先生的研究组很快就

在（@)A）3 B) 中得到二十面体准晶和在 @)CD 中得到

完整的五次孪晶，在准晶研究的初期紧跟上国际步

伐，而且在准晶与孪晶的论战中拨得头筹，发表了具

有说服力的经典文献& 其后郭先生把大部分精力集

中到准晶研究中，“ 在金属所与北京电镜室带领 ;/
多个研究生横冲直闯，发现了一大批准晶及多种准

晶相关相”& 使我国在准晶的实验研究方面处于世

界前列&
基地建设：人才成长需要土壤，先进设备要良好

的运行环境，科研经费要持续投入，具备了以上种种

因素才有可能催生重要的科研成果& .12E 年，郭先

生在中国科学院支持下，同时创立了金属所的固体

原子像开放实验室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

成为我国电子显微学、晶体学、物理冶金发展的重要

研究基地& 这两个实验室在人才培养、设备更新、争

取科研经费、产生科研成果等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这

和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金属所电镜组在 .12: 年欧洲电镜会及亚太地

区电镜会上发表了十多篇高水平的论文，从此崭露

头角& .120 年，郭先生领导下的固体原子像实验室

和北京电镜实验室在京都国际电镜大会上的表现也

十分令人瞩目& 在那次会上，在国际友人的支持下，

顺利解决了中国电镜学会和中华台北电镜学会同时

是电镜国际联合会成员的问题& 准晶研究的国际地

位也十分突出& 郭先生 .11/ 年在中国组织了准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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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二次国际会议，344% 年日本金属学会聘请他为

荣誉会员并作准晶报告，344" 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

物理学奖, 郭先生自己说：“我把中国的准晶研究推

向世界前列, 这次人多势众，又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

上建立这个赶超世界前哨阵地，得到的慰籍和自豪

也远非昔日可比”,
能在不长时间内冲上世界科技的制高点，除了

郭先生在各级领导支持下，实践了上述各方面部署

外，郭先生个人的魅力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首先，

他是一个在科学上雄心勃勃、怀有远大志向，又有专

注精神的人, 无论在国内战难频仍，国外与权威冲

突，还是“文革”中备受冷落等挫折与逆境之时，他

对科学的热烈追求从不减退, 即使“文革”中赋闲无

事，“望洋兴叹”，也能自强不息，“ 读书自娱”，为下

一步的爆发作好积累, 郭先生泊淡名利，不参加有名

无实的社会活动，但对于科学研究的专注，令人钦

佩, 其次，他在科学上独具慧眼，善于抓住机遇, 从凝

聚态物理的角度，准晶发现先于高温超导体两年；从

显微学的角度，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在 3456 年已经趋

于成熟，而新兴的扫描探针显微术与纳米科技的结

合还未形成, 所以用高分辨电镜研究准晶的优势，实

际上只存于 3457—345& 年的有限时段, 因为很快，

别的热点马上就形成了，机会只存于一瞬间, 除了适

当的贮备之外，临阵的决心与出手，实属关键, 高手

与常人之别，就在于此, 第三，他的非凡的组织管理

才能，在金属所电镜组草创时期，具体说来在 345$
年末，大批人员回国，新进电镜尚未进入最佳运行状

态，国外管理体制与国内旧有体制的冲突，关于金属

所电镜组应不应该搞非金属物质的观察、基础与应

用的关系等等，在研究人员中有许多思想困惑，实验

室条件也有待改善, 这时郭先生正带一批研究生巡

讲外地，但他高度关注组内的思想动态，在 345$ 年

3$ 月 5 日至 345" 年 3 月 3" 日一个月之内写了四、

五封信回来，详细剖析了问题的所在，部署了破解的

良方，批评了不作为，鼓励大家积极进取，克服困难,
这些信件在研究人员中传阅，起到极大的凝聚作用,
组内人多嘴杂，工作领域又很相近，面对利益分配，

人员之间也难免产生嗑嗑碰碰, 郭先生总能从大局

着眼，循循善诱，辅之以行政措施，及时化解矛盾, 第

四，他有很强的内聚力，他礼贤下士，平等待人，奖掖

后进, 郭先生健谈、博览、品酒，于中西文化涉猎颇

深，使他在与中外人士交流时很容易找到相近的爱

好和共同的话题，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无论他在金属

所、科学仪器厂、物理所、中国电镜学会，都带去团结

合作的好风气，始终有一批中年骨干跟随在他的周

围，有很多学生簇拥在他的身后, 在他 5% 寿辰举行

庆祝活动时，有 3% 余名海外学子联袂回来庆贺，有

"% 多人在金属所跟他一起工作及已调到全国各地

老同志专程到京探望, 郭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 年 4 月，在庆祝郭先生 5% 华诞之后，郭先

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也回了一信，现将部分内容摘

录如下，以作永远的怀念,
“非常感谢你在我 5% 岁生日之际，编辑了一本

电子显微学文集，组织了一次电子显微学研讨会，办

了一次大型宴会, 学术气氛很浓，又富有师生情谊，

宴会的场面隆重而又热烈,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海

内外众多学生和过去一道工作的同志欢聚一堂,
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做了一些应做的事, 我

感到欣慰的是培养了一两代的优秀的电子显微学工

作者，促进了电子显微学的发展，后继有人，并且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可以安心地淡出江湖了,
可信! ! !

$%%" 年 4 月 $3 日”

“师从于先生门下，无论从修身与治学，都得益

匪浅，上世纪 #%，&%，5% 年代，虽然政治运动冲击频

仍，但在先生指引下，学术与研究未敢松懈，终于小

有所成, 如今亦忝 为人师，亦曾执掌一所，然先生广

阔的科学视野、严谨的治学作风、清高的处世方略、

深厚的人文素养，博大而热烈的奖掖后进，仍在指引

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前行,

叶恒强! ! !
$%%"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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