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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育桃李，一生心血凝篇章
———访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喀兴林教授

! ! 提 起 高 等 量 子 力

学，很多人就会想到北

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喀

兴林先生- 一辈子为人

师表的喀教授在北师大

可谓有口皆碑- 笔者在

与喀先生见面之前就早

已听说过许多先生的奇

事- 喀先生眼睛高度近

视（4’%% 度），即便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视力也不

过只有 %- %5- 眼睛虽然看不清楚，先生外出办事，行

走却极快- 据说没有经过竞走训练的人，很难跟上他

的大步子；尽管视力不好，但听力超强，倘若熟人在

校园里与喀先生相遇，他虽然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但

仅凭声音，就能立即知道是谁- 听说他点钞快且不出

错，看过他清点钞票的人都被他精湛的技艺所折服；

他曾在旧货商店“淘”到一个精致的木台，将其改装

成了一只精美的音箱；在和同学一起军训时，他的实

弹射击居然打了个优秀- 坐在喀先生家的客厅中，笔

者恍然如置身于书城- 整个上午聆听喀先生旁征博

引地谈论着他钟爱一生的量子力学，望着先生温和、

平静的笑脸和自得其乐、陶醉其中的神情，笔者不由

地想起了钱钟书的那句话：“坐拥书城，虽南面帝不

与易也- ”

好学生

4&$& 年 ’ 月 $ 日，喀兴林出生于吉林- 喀兴林

是蒙古族人，他的爷爷喀尔堪·炳源从甘肃北部进

京赶考中了举，步入仕途，后随吉林将军（ 当地军政

第一把手）到吉林市，任其秘书并定居于此- 民国初

年清查户口时，祖父恐怕老姓喀尔堪从此泯失，遂决

定全家姓喀，以后按汉族习惯起名，这就是喀姓的来

源- 喀兴林的父亲喀颐泰在铁路上任站长- 喀先生

说，他的父亲特别擅长机械和电器维修，常帮助别人

修理钟表、收音机等- 他父亲还通过邮购，从日本购

买了许多有关无线电的书籍，函授学习了相关的无

线电课程- 出于对无线电的深切爱好，喀兴林的父亲

后来辞退了工作，与人合伙开了家无线电修理社- 幼

年的喀兴林常常看着父亲拿着烙铁焊来焊去- 螺丝

刀，钳子，电表等修理无线电的工具自然也成了喀兴

林儿时的玩具，也使喀兴林最终走上了学习物理的

道路-
4&"’ 年，年满 6 岁的喀兴林进入吉林省立女子

师范附属小学- 喀兴林从小性格内向，不爱凑热闹，

平时除了上学，就是自己一人坐在角落里读书- 凡是

放在家里的书，不管是鲁迅、冰心的小说，还是几何、

代数和无线电方面的书，通通都看- 喀兴林的学习成

绩一直很好，初小毕业成绩全校第三-
4&5$ 年，喀兴林考上伪满吉林同文商业学校，

他最喜欢上代数课- 他经常到吉林图书馆借书，将一

些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等书借回家细细琢磨- 他可

以背出常见化学元素的准确原子量和 47 个稀土元

素的化学符号以及一些物理常数- 他喜欢使用七位

对数表来做习题，自己竟然看出了对数表中的一些

门道- 喀先生说，现在他还能流利地背出圆周率到小

数点后 ’7 位-
4&57 年 4 月，4’ 岁的喀兴林经学校推荐考入了

伪满洲中央银行吉林支店，任行员- 喀先生还清楚地

记得，# 月 4% 日左右，银行发给员工一些钱- 中国的

员工发 "%%% 元，日本员工是 4% 万元- 喀兴林预感到

日本快要垮台了- 果然 # 月 47 日日本宣布投降，抗

战胜利- 4’ 日，几个日本人垂头丧气地把钱退了回

来- 几个星期后，苏联红军解放了吉林市，从日本人

手中接管了银行- 喀兴林等银行同事被通知暂停工

作- 这一时期，日本人从吉林集中撤退，有很多日文

书流入市场，很便宜就可以买到- 喀兴林买了许多日

本大学物理、数学教材- 他在家整日埋头读书，有时

专注到竟然忘了吃饭- 不久，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吉林

市，将吉林唯一的一所大学“吉林师道大学”改名为

吉林大学，并开始招生- 喀兴林放弃了银行的工作，

考入吉林大学理工学院预科班- 4&5’ 年 7 月 $# 日，

国民党军攻占了吉林，并接收了吉林大学，将他们这

批预科班改为“永吉临时大学先修班”- 先修班的物

理老师课讲得很好，喀兴林更加确定自己喜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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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4256 年 6 月，在 011 名的毕业生中他以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喀兴林决定去长春报考长春

大学& 考完回来时又收到先修班班主任的信，通知他

已经被吉林省保送到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

学）& 2 月 . 日，当年吉林省保送的五名学生结伴出

发& 喀兴林随身只带了几件衣服和四本书：两本日文

的普通物理，一本七位对数表和一本英日大词典& 他

们一路艰辛，走到沈阳他们才坐上火车& 七天后，他

们终于到了北平& 参加入学甄别考试后，只有三名考

取（另两人进入了先修班）& 4/ 岁的喀兴林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学院物理系& 从此，他和这所历史

悠久的高等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学后，喀兴林才知道所有课程的教材和实验

讲义都是英文的，老师讲课也半英半中& 喀兴林过去

主要学的是日语，这可难坏了他& 于是他通宵达旦地

学起了英文，用了半年的时间闯过了英文关& 喀兴林

在能够流利地阅读英文书之后，深感外文对于今后

学习的重要性& 他看到资料室里有许多德文书，便在

二年级选修了德文& 喀先生说“ 我参加工作后又参

加突击班学了俄语，这样我就可以阅读英语、日语、

德语和俄语四种外文书籍& 这对我日后的教学工作

很有帮助，我可以查阅各国文献资料，及时了解国外

最新科研信息& ”

在大学阶段，喀兴林的启蒙老师是祁开智先

生4）& 祁开智先生对喀兴林的影响很大，教过他基础

物理、向量分析、理论力学和理论物理&“ 祁开智先

生是很好的教授& 他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上课，我们都

感到非常有收获& ”喀先生说：“ 祁开智先生引领我

进入了物理学的大门，而王竹溪先生则将我引进了

理论物理的殿堂& 二年级时，祁开智先生将王竹溪先

生从北京大学请来给我们讲热力学& 王先生讲课严

谨深刻，让我体会到了理论物理的魅力& 热力学是我

在大学中学得最好的课& ”

四年的大学生活，喀兴林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

知识，自信心也逐渐增强，随之是性格的改变& 以前，

喀兴林认为自己口才不好，对毕业后当教师没有信

心& 到三年级时，喀兴林做了学生教务助理员，帮老

师改习题，给同学讲课& 他做辅导时受到同学的欢

迎，信心逐渐建立了起来& 班上，有几位同学经常找

喀兴林复习功课，不懂的问题就问他，考试前也喜欢

找他一起复习&

图 0- 4271 年，喀兴林在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担任北师大学生教

务助理员，担负起助教的工作

好老师

4274 年 / 月 4 日，喀兴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以后一直在教学第一线默默耕耘& 4270 年院系调

整，辅仁大学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同时从北京大学

调来了张宗燧先生0），他的到来对于喀兴林日后的

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祁开智先生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对经典

物理有过专门研究，对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有较深的造诣& 他在“ 文

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并被“ 隔离审查”& 4232 年 . 月 01 日含冤去

世，时年 3. 岁&

0）- 张宗燧先生，42.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42./ 年获剑桥大

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在丹麦、瑞士从事理论物理研究，4251 年回国任

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 4257 年再度出国，相继在英国、美国从事理论

物理研究& 425/ 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4276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

委员（院士）& 张宗燧为人率真坦荡，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

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文化大革

命”中因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受迫害，终因无法忍耐无休止的斗争

折磨，于 4232 年 3 月 .1 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

委屈的一生，年仅 75 岁&

张宗燧先生给本科三、四年级学生先后开了几

门课，其中就包括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 这两门课是

我国在教学内容上全面学习苏联后新开设的课，北

师大以前没有人开过，也没有人能开& 张先生的课由

喀兴林做助教，上辅导课& 喀兴林本人也没有学过这

两门课，毫无准备& 由于张先生的水平与学生的差距

太大，很少有人能当堂听懂& 喀兴林也是第一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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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在第二天或第三天的辅导课上给学生讲明白-
在张先生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书藉，对于每一个

问题，他首先要求自己理解透，然后再考虑怎么讲才

能让同学们听明白- 喀兴林在担任这两门课程助教

的一年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

学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的助教工作得到了张

先生的肯定，也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喀兴林在

帮助同学弄懂一个又一个复杂物理问题的过程中，

也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价值，慢慢体会到了一个人

民教师的崇高责任-
喀兴林除了在学业上竭尽全力给学生们帮助

外，生活上他也努力为大家排忧解难- 如今也已退休

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高尚惠教授告诉笔者：

“周末时，喀兴林老师和张先生会带着班里的同学

去公园玩，还经常慷慨解囊给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

穷学生们改善生活- ”如今这些学生们也已年过古

稀，而喀先生在 4% 多年前给予的温暖，依然让大家

铭记在心，历久不忘-

图 "! 5&45 年 5% 月，喀兴林成为中国物理学会会员

5&44 年，教育部在北师大开办了“ 理论物理进

修班”，参加进修班的都是全国各师范学院的骨干

教师- 教育部专门请苏联专家来任课- 喀兴林和其他

四位老师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 苏联专家给进修

班上的课尽管学时很多，内容则完全是苏联师范学

院给三、四年级学生开的理论物理课，于是张先生给

进修班讲的课成了学员的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

斯米尔诺夫的数学分析和群论、分析力学、统计物理

学专题以及阿希叶泽尔的量子电动力学等等- 喀兴

林和学员们一样，听了张先生这些课感到受益匪浅-

5&46 年，张宗燧先生离开北师大，去了中国科

学院数学研究所- 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喀兴林教了

不少课程，有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

和量子力学等等，其中教得最多的是量子力学- 喀兴

林每教一门课程，案头总有十来本这门课的外文教

材，随时翻阅参考- 深夜，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他有

滋有味地精心思考设计每一堂课：严谨的结构，畅达

的思路，精妙的质疑，清晰的总结，并尽力做到精益

求精- 他还会事先将上课时要推导的公式全部理一

遍- 上课时，他手拿一支粉笔，凭着对教材的理解和

消化，把所讲的内容滚瓜烂熟地传授给学生，公式图

表信手拈来，整整几黑板的推导一丁点儿错都不会

有- 他告诉学生：“ 学习物理并不在于记忆公式，而

是在于去掌握这些公式所表达的自然界的规律- ”

由于高度近视，喀先生讲课时，偶尔看一眼讲

义，脸会距离纸面很近，鼻子几乎碰到讲义，学生们

偷偷开玩笑说：“ 喀先生又在闻书呢！”但极差的视

力并没有影响喀先生的教学效果- 他教过的学生是

这样评价的：“喀先生整个课程讲授得非常严谨，逻

辑分析清晰无比，听完喀先生的课，心里踏实，头脑

明白，几乎将我对量子力学概念的许多疑惑都一扫

而空，那种感觉真是奇爽无比！”喀先生在给学生答

疑时，能立刻找到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又能准确无

误地抓住学生的困惑之处，并立刻给以精确、形象、

简洁的讲解- 但是，如果学生没有经过认真思考，直

接问喀先生某题怎么做，他不会答复- 他经常对学生

讲“自己经过思考后所得出的解答，要比看懂别人

的解答收获更大- ”如果有学生指出喀先生的讲义

或讲课的错误，喀先生总是要给这些学生的期终成

绩加上 4 分或 5% 分，奖励这些独立思考的学生-

图 7! 喀兴林教授在讲课

从 5&47 年开始，喀兴林教授辅导和教过的学生

陆续毕业，他们之中先后有不少人留校任教，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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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内在北师大物理系形成了一支年轻的骨干教师

团队& 他们在喀兴林教授的带动和影响下，热爱教学

工作，并潜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那一时期，北京师

范大学物理系的教学质量高是出了名的& 物理系的

老师告诉笔者：“喀先生有很多次出国进修的机会，

但他却甘为人梯，将进修提高机会让给了系里的年

轻教 师，自 己 则 坚 守 岗 位，承 担 起 繁 重 的 教 学 任

务& ”

喀兴林教授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他

说：“凭你这样的能力，应该做一些科研工作，写写

论文& ”喀兴林教授却淡然地说：“ 干一行要爱一行，

我既然是老师，就要对得起学生，就要竭尽心力将我

的课教好，把学生培养好& 我认为在教学工作岗位

上，自己也同样能够做出好成绩& ”

42/. 年全国各校教师成立了高等院校量子力

学研究 会，喀 兴 林 教 授 被 推 举 为 理 事 长（42/.—

011.）& 研究会每年开会联系全国的量子力学的教

师，研讨量子力学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介绍量子力学

的最新成就& 喀兴林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谦和的性

格、细致入微的领导作风赢得全国同行的尊敬，享有

很高的威望& 喀兴林教授还曾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

的第四、五、六届全国理事会理事（42/5—422/）& 他

还在物理学会内担任了一些其他工作：物理教学委

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委员、物理名词委员会的委员

等& 此 外 他 还 担 任 了《 大 学 物 理》杂 志 的 副 主 编

（42/4—0112）和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的常委和

副主任委员（42/0—0116），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喀兴林教授对量子力学书籍的出版事业也做了

不少工作& 他为出版社审查过不少书稿或译稿& 狄拉

克的《量子力学原理》以及朗道和栗弗席茨的《量子

力学（非相对论理论）》两书的中译本都是他校订

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的喀先生，桃李芬

芳满园春& 笔者在采访喀先生的学生时，他们总是由

衷地赞叹“ 遇到喀先生这么好的老师，真是幸运！”

这些衷心的赞赏是对喀教授一生认真教书育人的最

好诠释&

好书

425/ 年是打倒“四人帮”后百废待兴的一年& 中

国科学院提议和教育部联合举办“高等量子力学讲

习班”，帮助科研人员启动科研，同时帮助全国教师

们提高业务& 当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喀兴林教授&
喀兴林教授立即开始紧张地准备了起来& 在上

世纪 31 年代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少

数学校开设过此课程，内容也不完全& 喀兴林教授来

不及写讲义，只写了一份简单的提纲就开始上课了&
来参加学习的，有全国 42 个科研所和 73 所高等院

校共 431 多人& 喀兴林教授把十年来压抑的饱满热

情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学员们也是一样，废寝忘食地

学习着& 学员们后来普遍反映这是一次高水平的、非

常“解渴”的学习，对大家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

助& 高校来的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各学校的量子力学

或高等量子力学课的骨干教师& 次年，喀兴林教授又

在同一系列的第二次讲习班上讲了群论，同样受到

大家的热烈欢迎&
42/0 年，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各

高校教师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理论物理研究生

班，邀请喀兴林教授去讲授高等量子力学& 由于高等

量子力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主要基础课，又是量子

力学教师进修所必需的课程，所以有很多高校派老

师前来听课，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班& 这次，喀兴林教

授准备了一份比较完整全面的讲义，认真系统地讲

授了 401 课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这次研究生班之

后，有一些学校开始用喀兴林教授的讲义作为本校

培养研究生的教材，喀兴林教授本人也在北师大用

这份讲义给研究生上课& 由于喀兴林教授对所讲内

容有深刻理解，融会贯通于胸中，所以讲出来行云流

水，舒展自如，一些枯燥难懂的概念和方法，由于他

讲解深入浅出，大家不仅容易接受，而且也学得乐此

不疲&
之后，喀兴林教授每年要讲一至两次高等量子

力学课（包括在兄弟单位讲课），虽然用的是同一本

讲义，但讲课内容每次都有所更新& 还有一些较大的

或尚不太成熟的改动或更新作为积累没有拿出来&
4221 年，喀兴林教授的爱妻吴乃莹因癌症不幸去

世，喀兴林教授在悲痛之余发奋准备把书写出来& 他

充分整理历年来的教学积累，参考多种书籍文献& 为

了看清讲义内容，他不得不借助放大镜，而且不断改

用倍数更高的放大镜& 他不是把原来的讲义修修改

改，而是从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起&
为了这本书，喀兴林教授花了大量时间推算公

式，直至准确无误& 他不仅将自己推导出来的公式详

细论证一遍，而且书中引用的别人文献中的有关理

论公式也要推导一遍& 他认为不加论证就轻易引用

他人结论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态度& 喀兴林教授对每

个章节都是逐字逐句认真审读& 他每写完一个章节，

必请别人审看& 只要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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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有的并不算什么错误，但他也要仔细琢磨- 他说：

“别人看了有疑问，至少说明这里写得不够清楚- ”

修改后，还要将稿子送给其他人再看，再提意见- 所

以，喀兴林教授的文章可以说是达到了文不加点，尽

善尽美的程度- 从 4&&% 年开始，这书一写就是六年，

直到 4&&5 年喀先生才终于将《 高等量子力学》一书

初稿完成-
4&&& 年《高等量子力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

式出版，便深受欢迎，发行甚广，并于 $%%4 年出了第

二版- 该书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

生教学用书，并评为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本凝聚着喀兴林教授 6% 多年教学实践结晶的

《高等量子力学》教材，被大家称之为量子力学教科

书中的扛鼎之作- 喀兴林教授严谨细腻的写作风格

使得学习这本书的过程成为一种享受，而不像很多

教材动辄用“显然”、“不难看出”等词语把大段繁难

的推导略去来折磨人-
一本教科书，历经 6% 多年的锤炼，饱含着喀先

生苦心钻研量子力学的滴滴心血，也见证了喀先生

的葱茏岁月- 联想当今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喀

兴林教授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四十年铸一剑的

认真态度又怎不让人产生由衷的敬佩呢-

好父亲

喀兴林教授 "4 岁结婚- 爱人吴乃莹小他一岁，

是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毕业的，后来一直在冶金部建

筑研究院工作- 喀兴林的儿子和女儿是这样评价他

们的父亲的：“ 他是位慈爱、仁厚的好父亲- ”“ 父亲

喜欢读书、买书，经常光顾王府井书店- 以前我们家

所有的墙面都被书橱覆盖着，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
前几年，父亲将他的一部分藏书送给了年青教师- ”

图 7! 全家照

父亲深夜伏案，斗室读书，一丝不苟认真备课的

情景，深深地印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由于从童年时代

就受到了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熏陶，孩子们也

都喜爱读书- 女儿喀碧竹在北京大学学的是信息管

理专业，之后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工作- 儿子喀蔚

波则子承父业，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

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从事物理学、医学物理学

的教学研究工作-
喀蔚波说，他的父亲虽然眼睛不好，可是在家照

样洗衣做饭，家务活样样精通- 家里备有一套榔头、

钳子等工具，父亲还买一些晶体管、电阻和电容，自

己做测量表、收音机和音箱-
女儿喀碧竹说，“父亲爱好广泛，喜欢西方古典

音乐、喜欢摄影，还会做衣服- 我小时候常看见爸爸

和妈妈照着书，裁衣服- 我妈穿的衣服都是他们自己

做的- 我记得我妈的同事有一件不再流行的女外套-
她慕名而来，爸爸将其衣服领子拆下来，从后面剪两

半，掉过来改成一字领，衣服一下子就变得很时尚-
我妈的同事满意而归，她的同事们都称之为杰作- 后

来，父亲还教会了我做衣服- ”

工作上喀兴林教授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生活上

也是如此- 4&’6 年喀兴林教授到河北衡水参加“ 四

清”运动，住在农民家中- 尽管眼睛不好，但他还是

严格要求自己，帮助房东做些家务- 第一天，他拿着

扫帚帮房东老大娘扫地，因为对房间不熟悉，眼睛又

看不清楚，就打着手电，弯着腰，低着头，认真地一点

一点清扫- 他那一丝不苟的模样，闹得房东老大娘误

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也连忙弯下腰帮他找- 这件事

至今仍被大家传为美谈-
4&&% 年，爱人吴乃莹不幸去世，喀先生十分伤

心，好长时间无法走出悲痛- 儿女们始终精心照顾着

喀先生- 他们担心父亲太孤独，又加上喀先生晚年患

了白内障，看东西更加困难，就劝说父亲再找个老

伴，以便儿女们上班后，有人照顾- 但喀先生却不同

意- 他坚持认为，娶了老伴后，会跟儿女们生疏- 他宁

愿从一而终-
这就是喀兴林教授，用自己踏实的行动在平凡

的岗位上勤奋耕耘一生- 在采访中，喀先生一再对笔

者说，他所做的都是教育工作者份内的事情- 他的言

谈，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的身上却刻印着让

我们敬重的不平凡- 今年是喀先生八十华诞，仅以此

文献上《物理》同仁对喀先生最诚挚的敬意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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