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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妇女节专题

编者按!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特别邀请了 $%%# 年首届谢希德物理奖得主叶令和谢常德教授为本专题撰

文, 谢希德物理奖由中国物理学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于 $%%3 年 4$ 月联合设立，用以纪念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杰

出的教育家谢希德先生，鼓励投身物理的女性工作者，奖励对我国物理学研究和物理教育做出突出贡献、为促进国际交

流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的女物理工作者, 叶令和谢常德两位教授长期以来默默耕耘、辛勤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在科研

和教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成绩, 希望她们的事迹和体会能够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并在此祝所有女物理工作者节日

快乐！

忆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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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物理系! 上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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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 年代初，作者出国访问前夕去谢希德先生家告别时合

影（右为谢希德先生）

! ! 不知不觉已步入了古稀之年, 闲暇之时常会回

顾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

程, 其实一个人从咿呀学语到探究科学的奥秘，哪一

步都溶汇着师长的扶助和教诲, 我小时候，家境比较

清贫，兄弟姊妹中，只有我妹妹读过小学，其余的都

是从中学读起, 父亲和母亲教我们中文，母亲和大哥

又教英文，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都是几个哥哥姊

姊们教的，他们既是亲人，又是老师, 后来，去考了个

“同等学历”，凭这个证明可以考高中, 所以我十四

岁才进到协进中学（女子学校）去读高中，我记得当

时对什么都感到很新奇，读书也很用功，很喜欢物理

和数学，几个老师的课讲得都很生动, 课后，我常和

几个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做习题，老师也常会来看看，

启发我们思考更深入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春游的时

候，物理老师把许多看到的事物和物理联系起来, 比

如，坐在汽车上看窗外的田野，近处的田地向后移，

而远处的却向前，这是为什么？飞机为什么会飞起

来，汽车就不会，等等, 这更增加了我们对学习的兴

趣,
我终于如愿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 许多老

师的讲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通物理的大课，

高等数学的演绎，一个实验要说明怎样的规律，量子

力学怎样引出波函数的概念⋯⋯等等, 有时闭上眼

睛还能想起当时老师讲课的神态, 自己做了老师之

后，常常自叹，没能把那种“ 精彩”更多地留给我的

学生们,
物理是一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促人思索的学

科, 回想起人生这一路走来，许多老师、学长、学友的

教诲、启 发 和 切 磋 给 了 我 诸 多 扶 持 和 帮 助, 值 此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就让我来讲讲我的一

位女老师———谢希德先生吧, 她是一位大人物、知名

人士, 对她的报道和介绍已有很多, 我只是从一个学

生的角度来回忆她,
她给我们上大课（ 固体物理）的时候才三十多

岁, 我记得当时觉得这个老师声音很好听，仪容端

庄, 讲课概念清晰、条理分明、要点突出，我复习的时

候觉得很轻松, 那时国内还没有这门课的课本，她是

自己写的讲义，她查阅资料、选取内容、演绎推导，每

件事都十分严谨, 大学毕业后，我考了理论物理专业

周世勋先生的研究生，和谢先生不在一个专业，但经

常能在系图书馆里遇见她，也能向她讨教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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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会耐心地回答，或启发你深入思考& 研究生毕业

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当时认为“纯理论”有什么

用，应该去工厂改造& 于是我被分配到仪表局的无线

电厂工作&
34/2 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各种科学活动蓬勃开

展，谢先生也积极、繁忙地思考，组织了各项科学活

动，特别是筹建起现代物理研究所和表面物理研究

室，我也因此从仪表局调回复旦大学物理系，参加表

面物理研究室工作& 记得刚调回物理系的时候，见到

洗手间水槽上方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工

整地写着“请勿将剩饭剩菜倒入水斗”，那是谢先生

的笔迹，是她被勒令打扫厕所时留下的& 她在“ 文化

大革命”中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没有消沉、

颓丧，一旦动乱结束，她便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

推动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的洪流& 我同时也深深地体

会到，不管大事小事，她总是那么认真负责地对待，

哪怕是扫厕所&
她知道我以前是在理论物理专业读的研究生，

对半导体、固体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比较欠缺，就开

了几本书和文献给我阅读，如 56""6, 的《 群论在化

学中的应用》、7)""8( 和 9:*; 等人的《 固体物理学》

等等，她又亲自为我们几个新来的组员讲了几次关

于“密度泛函理论”的内容& 后来，在科研工作中，我

才深深地体会到她多么善于因人施教，知道你缺什

么，该补什么& 我虽然在工厂里工作了十年，原来学

的东西也有些生疏了，但谢先生却能针对我的弱处，

引领我尽快地走进表面物理理论研究的领域& 尽管

当时计算机条件还很差，计算用的也是半经验的程

序，但谢先生总是鼓励我们边学习、边动手，尽快地

向前沿课题靠近& 同时，她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 除了安排组里的成员出国开会、进修、短期访

问等，还经常邀请一些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国外学

者来访问、讲学和研讨& 当时这些事还不那么流行，

推动每个活动都要花不少精力，没有外文秘书，她都

是自己拟稿、写邀请函、打报告、安排日程等等& 她为

人平和、慈祥，但大家都感到她是个很“性急”的人，

今天能做完的事，从不愿拖到明天& 组里每个人都感

到她希望我们能进入“前沿阵地”的迫切心情&
她的严谨、仔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精

神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我想许多事情男人能做

的，女人也能做，关键在于要有这种精神，写一点体

会，与大家共勉&

叶令简介

叶令出生于 34.2 年 / 月& 34<0 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物理系，34<= 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

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仪表局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工

作，任技术员、工程师& 34/2 年根据谢希德先生在国

内创建表面物理研究基地的需要，从上无十七厂调

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任讲师，参加了谢希德先生直接

领导的表面物理理论研究组，从事半导体表面结构

和电子态的研究& 3420 年至 342> 年在美国西北大

学物理系做访问学者，后于 3422，3424，3443，344.
年又多次访问该校& 342= 年升副教授，344. 年晋升

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国内极其有限的计算条件下，她在半导体表

面和界面的结构和电子态，纳米材料、低维体系和高

局域电子体系的电子态，5<1 等富氏烯体系和硅团

簇及多孔硅发光机理，锰系钙钛矿结构的电子态和

磁性等的理论研究方面，都作出了一些好的成果& 她

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1 余篇（?5@ >/ 篇），被

国际刊物他引 .01 余次，她是 3424 年中国作者发表

的科学论文（ 包括自然科学、医学、技术等）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五人之一，并被收入美国 A!6 BC A!6
（33"! DE)")6,）& 曾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

奖二项；“用计算凝聚态物理方法研究多种新型材

料的结构、电子态和物理特性“ 项目获得 011> 年上

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为第一获奖人；342< 年曾获

得过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011/ 年荣获中国物

理学会首届谢希德物理学奖&
她多年主讲“量子力学”“固体物理”课程，开设

了用英语主讲的研究生课程《?8(8+"8E F6#)+C 6G 56,H
E8,C8E I*""8; J!KC)+C》，并编写出版了该课程的英文

版教科书& 在培养人才上，她起了承前启后的第二代

教师的作用& 她培养的第三代青年教师已成为复旦

表面物理理论研究组的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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