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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国内与苏联的多位物理学家为学生讲授固体电子

论、半导体物理等课程。那个年代，固体物理、半

导体物理学都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他就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编著了《固体物理学》 《半导体物理学》 （与

谢希德合著）等教材。可以说，黄昆在北大物理系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创了固体物理在中国的学科

发展，为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上大学的第一节课便是

黄昆先生教的“普通物理”。他说：“他（黄昆）

每讲一节 1 .5 小时的课程，要花费 10 小时的时间备

课，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物理学深入剖析及其

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

求实的科学作风，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我的治学、做

人与育人。”

黄昆的名字在国际物理界沉寂了多年，《稀固

溶体的 X 光漫散射》发表 20 年后，黄昆的理论被

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1972 年第一届关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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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 1919 年 9 月 2 日出生于北京，浙江嘉兴人，

著名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2 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生，1945 年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留学，

1948 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

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先后获得

1995 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6 年陈

嘉庚数理科学奖、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半导体学科随着半导体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

展，其战略意义日益凸显。黄昆先生正是中国半导

体学科的奠基人，是中国半导体学界的一代宗师。

世界固体物理学大师

2001 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开

始，当得知中国科学院要推荐自己时，黄昆就表示，

早年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但自己岁数大了，不应

该再把这样的最高荣誉授给他，应该考虑其他更

合适的人。为此，他还亲笔给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所所长郑厚植写了书面意见，表达了他的想法。

所里向黄昆作了解释，推荐他申报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不是个人行为，是组织决定，是中国科

学院的决定。

1951 年黄昆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2 年国内院系调整，北大物理系成为国内物理学

重地，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物理学泰斗齐聚

一堂，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人数也大幅增加。黄昆全

身心投入基础物理教学研究中，潜心培养中国新一

代物理学人才。

在黄昆的倡议和坚持下，北大开设了固体物理

课，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黄昆邀

黄昆：世界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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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激元的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时，黄昆 20 年前的论

文被重新刊印，他的开创工作得到高度评价。在他

多年前的学术成果不断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与褒奖

时，他却默默奉献在执教第一线，为了中国的物理

学教育不辞辛苦、全心奉献。他说：“回国后全力

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一个

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这也并非我事业上的牺牲，

因为搞教学工作并没影响我发挥聪明才智，而是从

另一方面增长了才干，实现了自身价值。”

1977 年，邓小平亲自点名，让黄昆担任中国科

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黄昆担任所长期间，调整

半导体科研方向、重新组织科研队伍，还加强和建

立了半导体物理研究队伍。同时，他也迎来了自己

科研事业的“第二春”。黄昆针对国际上在多声子

无辐射跃迁理论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新开展了研

究。1979 年，黄昆受邀访问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

心，这不仅是黄昆个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复出，

也是中国物理学的复出。他建立的“统一理论”成

为连续三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上的“新宠”。

1985 年，黄昆与合作者朱邦芬院士推出了“黄—

朱模型”，提出并发展了关于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

动的理论。他们又在“黄—朱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多量子阱和超晶格中光学

声子拉曼散射微观理论。这个冠以“黄”姓的新的

理论模型出现后，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黄昆”就是

与玻恩等大师同时代、共合作的那位“黄昆”。国

际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

究所前所长卡多纳教授满是敬意地说：“他好比现

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

固体物理学家。”

物理系“剑客”名动欧洲

黄昆 1937 年中学毕业后，根据自己的兴趣报考

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当时的燕京大学物理系已成立

十余年，教学氛围求实、宽松，尤其注重培养高层

次物理人才。黄昆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自主学习，

并醉心于研究刚刚创立的新学科——量子力学。他

的毕业论文《海森堡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

性》就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完成的。

1941 年，大学毕业的黄昆经推荐到西南联大物

理系任助教，第二年考取了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系的

研究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战时的西南联

大环境异常艰苦，但聚集了多所大学的师资力量。

以黄昆所在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为例，集中了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物理系的精英，

名师云集、人才济济。同班同寝的黄昆、杨振宁、

张守廉三人经常因为物理学等各种问题争论不休，

被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提起这段经历，杨振

宁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

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正是这些

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黄昆则称赞杨振

宁是“天才”，“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

我有很大好处……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

1945 年，黄昆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生赴英

国深造，跟随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莫特教授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方向是新兴的物理学分支——现代固体

物理学。1947 年春，黄昆完成了“稀固溶体的 X 光

黄昆在燕京大学物理实验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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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散射”研究，提出了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 X 光漫

射的理论，开创了 X 射线研究的新领域，后来这种

现象在国际上以黄昆的姓氏命名为“黄漫散射”。

同年，黄昆完成了《金银稀固溶体的溶解热和电阻

率》的论文，开始在固体物理领域初露锋芒。

博士毕业前，黄昆到爱丁堡大学做交流学者。

在这里他遇到了量子力学、晶格动力学的开创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玻恩注意到黄昆对

物理学有深刻的洞察力与理解力，他对这位既懂德

语又熟悉晶格动力学理论的年轻人赞赏不已。玻恩

把自己的晶格动力学书稿框架交给了黄昆，希望与

他合作完成。

黄昆对书稿作了大量增补，不仅以严谨的论述

和非常清晰的物理图像对固体物理学的最基本领域

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还以一系列创造性工作完善

和发展了这门学科的理论。《晶格动力学理论》自

1954 年问世，一版再版，经久不衰，黄昆的贡献让

《晶格动力学理论》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

和标准参考文献。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委员会主席艾

利奥特说：“我是在学习玻恩和黄昆合著的《晶格

动力学理论》一书，受到教益和启发以后，才开始

研究晶格动力学的。玻恩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本

书之最终形式和撰写应基本上归功于黄昆博士。”

他还曾两次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提到黄昆，他说：

“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

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

高兴了。”

在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的同时，黄昆在利

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这一时期的

黄昆在科研活动中踊跃攀登，硕果累累。黄昆提出

了“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的概念，又与李

爱扶共同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

论，被称为“黄—里斯理论”，这些开拓性成果推

动了新分支学科的诞生，奠定了黄昆在固体物理学

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

锐意创新、严谨治学是黄昆一生的原则。他认

为，对科研工作者来讲：“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

要创造知识……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谈到创

新，他说：“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

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我喜欢与众

不同，不喜欢随大流。如果跟着大家做，就没有什

么意思。”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

屡攻城掠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黄”氏理论

就是例证。

长期和黄昆合作研究的朱邦芬院士回忆，黄

昆每研究一个问题，每评阅一篇论文，总喜欢“从

第一原理出发”，即先不看已有文献，而是独立

地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理清思路。这种独立自主

学习研究的习惯是在他中学时养成的。黄昆自己

回忆上中学时，伯父要求他做完课本上所有数学

题，因忙于做题，便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这

一偶然情况有着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

猫画虎’的习惯”。

当被问及“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时，他

语出惊人：“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像我这样考

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

黄昆（左）、杨振宁（中）、朱邦芬（右）三位院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