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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郭可信先生振兴中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点点滴滴
李- 方- 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0/）

- - 郭可信先生匆匆地走了& 他为发展中国电子显

微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为率领我国科学工作者

融入国际电子显微学界的不懈努力，一直历历在目&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 在电子显微学界前

辈的努力下，.10/ 年成立了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

（虽是中国物理学会下的分会，但获准对外用中国

电子显微镜学会的称谓，以利国际活动，以下简称学

会）& 钱临照先生担任学会第一任理事长，两年之

后，郭可信先生接任& 早在学会成立之前，郭先生便

与电子显微学界前辈同事们商量，做了许多实事，不

辞辛苦，为振兴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在回顾前辈们的功绩之际，我深感郭先生很早就意

识到提高我国电子显微学水平的一大关键是抓好国

际交流，并一直视之为己任& 那时除少数留学欧美的

前辈之外，绝大多数电子显微学工作者成长在新中

国，缺少国际交流经验，英语听说能力差& 在郭先生

任学会理事长的十余年间，他与秘书长密切配合，分

工合作，领导有方，凡涉及国际交流的事他大都亲自

抓，其余工作则放手让大家做，创建了团结、和谐、高

效的工作氛围，井井有条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例

如，在国内定期举办学会的年会和专业研讨会，积极

组织国际学术交流，请进来，走出去，为电子显微学

工作者创造广泛的交流场所，把学会办得朝气蓬勃，

成为大家学习知识、提高实验技术水平、沟通科学思

想、探讨新问题的场所&
上世纪 2/ 年代，国际上电子显微学突飞猛进，

衍衬电子显微学的广泛应用和新分支学科“高分辨

电子显微学”的崛起，带动了电子显微镜（以下简称

电镜）的大发展，然而国内几乎处于封闭、静止状

态& .120 年，日本电子显微学者代表团一行 0 人访

问中国，郭先生是接待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按学

术内容分别在不同会场组织了多场学术报告和讨

论，可是大家的英语听说能力差，为了听众能准确理

解日本学者的报告内容，郭先生亲自担当一些报告

的翻译& .121 年，郭先生率领中国电子显微学者一

行 3 人，参加了日本应届的电子显微学年会，访问了

日本多所大学的知名电镜实验室和电镜研制厂家，

这是“文革”之后我国电子显微学工作者第一次走

出国门& 郭先生在日本争分夺秒，与外国学者交谈讨

论，利用一切机会为后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

交流奠定了基础，他对振兴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

责任感和他的学术外交才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 0/ 年代，国门大开，尽管国外学者来访

之风日盛，但国内大多数学者难有出访机会& 除少数

曾留学欧美的年长同事之外，英语水平普遍较低& 欲

加快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发展步伐，中青年电子

显微学工作者的水平迫切需要提高，需要了解国际

现状& 为此郭先生与前辈同事们筹划了与日本学者

每两年一次的中日双边电子显微学研讨会，为大家

提供了开阔眼界、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在

.10. 年召开的第一次中日双边会上，许多中国代表

第一次用英语做报告、提问和回答问题& 郭先生坐在

第一排，全神贯注& 遇到报告人在英语表达和理解有

困难时，他既充当翻译，又兼任讲解& 限于当时国内

的条件和经验，中国代表的幻灯片质量较差，有些报

告甚至不用幻灯片，拿着稿子念& 用现在的眼光看，

那一次的会开得很“ 土”，但是起了积极作用& 不少

人就是经过一次一次这样的会议增长了知识，锻炼

了与外国学者交流的能力，逐渐成长起来& 回顾每一

次中日双边会议，中国代表的学术水平、英语水平、

幻灯片质量普遍地较两年前明显提高& 特别是早期

的中日双边研讨会对培养我国中青年电子显微学工

作者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郭先生利用一切机会在国内组织国

际会议，例如，.103 年在日本召开第 .. 届国际电子

显微学大会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卫星会，邀请国际知

名电子显微学家做报告，并组织他们到国内各地的

电镜实验室参观访问，为我国电子显微学工作者创

造了与国际知名学者交流的机会& 类似的国际学术

研讨会还有 .100 年在曼谷召开的第 4 届亚太电子

显微学大会之后在广州组织的的卫星会& 国际上发

现准晶体之后，郭先生以准晶体为主题先后在北京

组织了两次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的研讨班& .11/ 年，为纪念学会成立 ./ 周年，郭

先生组织了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些会议后大都

出版了论文集，郭先生常亲自担任主编兼编辑& 那时

相当多与会者的英语不是第一外语，未经过科班学

习，而且缺少准备格式化文稿的经验，论文多有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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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语法和格式错误, 郭先生总是仔细阅读每篇论

文，亲自查错改正, 因为郭先生认为，文集中每一篇

中国人的论文都代表着中国，不能丢脸, 在郭先生担

任学会理事长期间，他负责出版的论文集有十多卷，

可以想象他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精力和时间, 344$
年，郭先生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 5 届亚太电子显

微学大会，为了办好会议，给中国人争光，他亲自抓

好会议和论文集的每一个环节, 会议开得很成功，受

到国际电子显微学联合会和亚太电子显微学会领导

以及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 郭先生在组织一系列国

际学术会议中付出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但是第 5 届亚太电子显微学大会结束后郭先生被确

诊患糖尿病，为了让郭先生尽快恢复健康，免再精力

透支，学会的同事们出主意减免他在领导学会方面

的工作量, 出于对学会的深厚感情，郭先生依然关注

学会的工作，并在关键时候提出意见, 344# 年，郭先

生卸任学会理事长职务之后，我作为学会的负责人，

当遇到难题请教郭先生时，他总是中肯地提出他的

见解, 郭先生对工作不辞辛苦、认真负责、处处想着

祖国荣誉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除了在国内组织国际学术会议，郭先生还尽力

帮助大家走出去，到国外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346# 在日本京都和 344% 在美国西雅图先后召开了

第 33 届和第 3$ 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经过郭先

生的努力，与两届会议的组办者商谈，为我国学者分

别争取到 7% 和 #% 名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的资助名

额, 此外，郭先生与日本学者联合在日本组织了准晶

体的中日双边会，中国与会学者均受到减免注册费

和住宿费的待遇,
郭先生突然扔下他热爱的事业，永远离开了这

一片土地，但是他为发展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所做

出的一切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怀念郭可信先生
彭! 练! 矛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北京! 3%%6&3）

! ! $%%# 年 3$ 月 3$ 日北京, 一大早起来天看起来沉

沉的，感觉是一个不太好的日子, 赶到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参加学生论文答辩，碰到段晓峰，告诉我郭

可信先生已报病危，正送医院抢救, 三心二意好不容

易完成了学生的论文答辩，急忙赶到医院, 坐电梯上

楼，出来只见楼道里张泽、吴杏芳等人在那，简单地交

流了几句，知道先生已被隔离，不能见人了, 虽然见不

到先生，但又不忍心就那么走开, 默默地站在先生的

隔离病房外面，先生的点点滴滴如一幅幅定格的但又

不太清晰的照片随着阵阵酸痛一下涌了上来,
3465 年美国 89/:;20 州的 <=>)= 小城, 89/:;20

?(0(= @2/A=9B/(C（8?@）这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大学作

为百年校庆的一部分正在召开一个影响深远的高分

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研讨会, $% 世纪 6% 年代初是高分

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会议云集了全世界几

乎所有著名的电子显微学家, 记得那时我刚刚进入

D;+.=C 所领导的美国高分辨电镜实验室, 大概在会议

召开的前半年，从澳大利亚来了一位著名的高分辨专

家 E-9B/.. 先生，带来了一些神秘的叫做准晶的材料，

来到 8?@ 后日日夜夜地奋战, 后来他做了一个小规

模的报告, 我没听得太懂，但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说，他

们正在和中国的郭可信教授赛跑，确定准晶体的结

构, 后来高分辨会议隆重拉开了序幕，我惊喜地在会

议日程中发现了北京来的郭可信教授被安排做特邀

报告和主持分会, 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讲这可是一件

不小的事情，我们一帮在 8?@ 学习的中国学生异常

兴奋，早早就安排了一个欢迎郭先生的晚会, 遗憾的

是后来郭先生未能参加那次盛会, 记得西门继业老师

当时从芝加哥赶来了，给我们介绍了国内的电镜领域

特别是郭先生的工作，同时也带来了他和 D9=+= 一块

开展的关于 %, 5F 电子束斑设计的工作, 记得当时

D;+.=C 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但同时也表示非常怀

疑, 好像当时的论点是束流大了会有很强的电子间的

排斥作用，不可能形成那么小的束斑, 但若束流太小，

虽然可以有小束斑，但对具体材料应用又不会有太大

的用处, $% 年过去了，现在的电子束斑的尺寸已经接

近了 %, 5F，不知 D;+.=C 若能活到现在，会不会考虑修

正他的原始评价,
346& 年秋天，国际晶体学大会在澳大利亚西部

美丽的佩师城召开,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郭可信

先生和他的 " 位得意弟子：王大能、秦禄昌和邹进,
3467 年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第四个年头，按理应当毕

业了, 但直到国际晶体学大会前我的导师 D;+.=C 一

直都没有松开, 记得那年夏天 D;+.=C 让我在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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