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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敦仁先生

编者按- 原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郭敦仁先生，是为我国物

理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的的理论物理学家，于

./// 年逝世& 为了纪念他，本刊去年（.//0 年）约请与郭先生

一起工作过的孙小礼、钟毓澍二位教授撰写了纪念文章，计

划在郭先生逝世 0 周年之际刊出，因故延至本期& 中国物理

学会为纪念 .//0 年世界物理年出版的系列图片《 推动人类

文明与进步的物理学》结束语中指出：“ 现代物理学在中国

的传播与发展，仅有 1// 多年的历史&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物

理学工作者，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攀登，为现代物理学在

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成长献出了全部精力，奠定了我国物

理学教育、研究和应用的基础，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物理学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郭敦仁先生便是这些人中普通而又杰

出的一位，他为中国物理学教育水平提高所作出的贡献，当

为后人永久纪念& 为了促进我国物理学的发展，《 物理》杂志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栏目欢迎有更多表彰我国物理学教

育工作者功绩的来稿&

郭敦仁教授简历：

郭敦仁先生，祖籍

广东省中山县，1213 年

1/ 月 .4 日 出生于 汉

口& 1240 年夏上海南洋

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

同年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物

理系，1243 年 4 月因病

休学& 1242 年 1 月 回

昆明 西 南 联 合 大 学 物

理系继续学习，期间又

因病于 125/ 年 2 月和 1251 年 5 月两度休学& 第二

次休学后，他在上海家中边养病边工作，相继任上海

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助理（1251 年 2 月—1251 年

1. 月 ；125. 年 1. 月—1254 年 3 月），上海临时大学

（即后来的上海医学院）助教（1250 年 1 月—1256
年 1 月 ），上海北平研究院结晶学研究所助理（1252
年 7 月—120/ 年 1 月）& 120/ 年 . 月他回到清华大

学，本想补上因病休学所缺的一学期课程后毕业，但

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王竹溪先生认为，郭的

学识早已超过大学毕业的水平，不必再补，直接留他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担任普通物理实验的教

学工作& 120.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郭先生于当年

2 月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直至 1276 年 3 月退

休& 他在北大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264 年

任理论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并相继担任高教部理科

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郭敦仁先生在北大物理系教学

期间，讲授过《普通物理》、《 理论力学》、《 数学物理

方法》、《量子力学》、《 电动力学》等课程，编写出版

了多种教材& 他继彭桓武先生之后，在北京大学物理

系开设《数学物理方法》课程，使之成为我国物理系

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 他在多年教学基础上编写的

《数学物理方法》一书，曾获第一届国家优秀教材

奖& 他与王竹溪先生合著的《 特殊函数导论》专著，

享誉海内外& 文化革命后期郭先生曾一度在北大物

理系磁学教研室工作，除教学外，对该教研室铁氧体

研究中的电磁理论问题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郭先生

一生淡漠名利、精于专业、勤于教学、热情待人、甘为

人梯，深受同事尊敬和历届学生称颂& 郭敦仁先生多

才多艺，他不仅是杰出的物理教育家，也是我国桥牌

运动的先驱和早期桥牌理论家& 他与人合作提出

“大方片叫牌法”，并撰写专书正式出版，对推动我

国桥牌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敦仁教授 ./// 年

11 月 11 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 74 岁&

郭敦仁教授主要著作和译作：

1 郭敦仁& 数学物理方法&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1260（该书在 1277 年第一届教材奖 评奖中获得

国家级优秀奖）

. 王竹溪，郭敦仁& 特殊函数概论（ 第一版）& 北

京：科学出版社，1260；《 特殊函数概论》（ 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英译本：8*,9 : ;，

<’= > ?& @#A+)*( B’,+")=,& @),9*#=CA：8=C(D @+)A,E
")F)+，1272（郭敦仁，夏学江合译）

4 郭敦仁& 量子力学初步&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232；中国台湾，晓园出版社，122.
5 郭敦仁，胡慧玲& 电动力学讲义& 中国台湾，晓

园出版社，1224
0 郭敦仁& 大方片叫牌法&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

社，122.
6 钱敏，郭敦仁译& 柯朗（G=’C*," ?）和希伯尔特

（H)(IAC" >）著& 数学物理方法（ 第 J 卷）& 北京：科学

出版社，1207
3 郭敦仁，何成钧译& 弗伦奇（BCA,+!）著& 牛顿

力学& 北 京：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1237（ 第 1，. 册），

127.（第 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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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郭敦仁先生

孙! 小! 礼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3%%453）

! ! 在 36#% 年清华大学的物理实验课上，我认识了

郭敦仁先生, 那时我是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和物理

系同学一起上物理实验课, 虽然有好几位老师指导

我们作实验，但郭先生是这门课的总负责人，记得第

一堂课就由郭先生向全体学生讲解怎样写物理实验

报告, 对于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和计算，他要求很严

格，但课后休息时他与学生有说有笑，特别平易近人,
郭先生判阅实验报告很仔细, 我的第一次实验

报告曾受到郭先生的当众表扬，他说我们这个实验

小组的三位女生（刘秀莹、张锦炎和我）的实验报告

都写得很认真，字也清楚整齐, 许多年之后，他还提

起我们的实验报告所给予他的第一印象,
36#$ 年秋，院系调整之后，我成为北大数学系

三年级学生, 这一年正好由郭敦仁先生为我们开理

论力学课, 原来听说理论力学比较抽象、难懂，然而

郭先生讲课非常细致清晰，还生动地结合一些实例

来讲解，我们听他的课，不但不会“坐飞机”，而且能

引起兴趣, 那年我任数学、物理两系的学生党支部书

记，开会很多，有时难免误课, 一次，郭先生发现我缺

课了，就托同学带话要我去找他, 我去了，他问明原

由，立即拿出纸笔，为我补讲了这次课的主要内容，

接着考问了我几个基本概念，他对我的回答表示满

意，说我脑子很清楚，“ 是真懂了”，鼓励我好好学，

相信我一定能学好, 这使我很受感动和鼓舞，郭先生

为我单独补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郭先生关爱

和帮助每一个学生，他那和蔼可亲的眼光、循循善诱

的神态，不但我忘不了，所有当年的同学都有同样深

切的感受和同样亲切的记忆,
教育部决定理科（ 生物系除外）三年级学生提

前于 36#" 年夏季毕业, 我留在数学系微分方程教研

室当助教了，进修方向为偏微分方程, 教研室主任申

又枨先生建议我们念一部俄文书：7, 8, 吉洪诺夫

和 7, 7, 萨马尔斯基合著的《 数学物理方程》，这是

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的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物理系

的教科书, 每周在教研室举行一次讨论，书中的丰富

内容经过讨论更加引人入胜, 记得申先生说过这样

的深刻见解：就好比算术中“四则问题”的求解找到

了代数方法那样，傅里叶为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求解

创造了“分离变数法”，无论波动方程、扩散方程、拉

普拉斯方程都有了一种简便的统一的求解方法,
郭先生得知我的进修情况后非常高兴，他告诉

我，他将于 36#9 年秋为物理系三年级开数学物理方

法课，数学物理方程是这门课的主要部分；彭桓武先

生于 36#$ 年和 36#" 年曾先后在清华物理系和北大

物理系开过这门课，他准备以彭先生的讲授内容为

基础，参照苏联教科书加以扩充, 他希望我以后参与

这门课的教学工作，我当然很动心,
大约在 36#9 年初夏，有一天郭先生特地通知

我：彭桓武先生要作一个关于数理方程的学术报告,
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按时赶去了, 这是我第

一次见到彭先生，郭先生把我介绍给他时，我说：

“正在自学吉洪诺夫的数理方程书, ”他连称：“ 好，

好！”

36## 年春，在北大未名湖边碰见彭先生，他叫

我随他到了物理北楼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不是

在学数理方程吗，我出个题目给你，是个海底电缆问

题, ”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了两条平行通向海底的

电缆⋯⋯，要我推导出一个计算电阻的公式交给他,
我满以为从吉洪诺夫的书上可以找到解法，然而翻

遍全书，却无所获, 我自己总也琢磨不出一个进行计

算的好方法，心里很着急，只好求助于郭先生, 没过

多久，郭先生把问题解决了，写出了非常整齐的几页

算草，并向我讲解怎样先从物理上分析，然后寻找数

学方法，列出方程，他采用的关键步骤是“ 保角变

换”，使得计算便于进行, 我好佩服郭先生，我学过

复变函数，却没想到其中的“保角变换”可以这么巧

妙地运用于这个问题中,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这个

问题建立了一个简便而又有效的数学模型,
经我自己请求，特别是郭先生亲自同数学系领

导磋商之后，36## 年 6 月我转到了物理系的理论物

理教研室, 我立即投入到数学物理方法课的教学工

作中, 我认真听郭先生讲课，课下协助他作教学辅导

工作：出习题、上习题课、作习题解答、给学生答疑

等，每一环节都与郭先生商量, 那一年我与郭先生每

周至少见面三次，当时没有电话，如果郭先生发现某

本物理书或数学书上的某个例题可以作为习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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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立刻到我家来，而我有或大或小的问题要向他

请教，就随时跑往他家& 郭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老

师，我为自己能给郭先生既当学生又当助手而深感

幸运，郭先生精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对工作对学

生的高度责任心，以及他那诚恳坦率、谦和热情的待

人风格，都是我的学习榜样&
教研室主任王竹溪先生要求我在两三年后独立

开数学物理方法课，并建议我以电波传播作为科研

方向& 为打好物理基础，郭先生帮助我制定了一个庞

大的进修计划，系统地学习理论物理&
./01 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党支

部书记周光召认为教研室原来的规划已不能适应形

势的发展，他在会议上郑重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提出

许多新的建议& 一天晚上他专程来找我，动员我下个

学期就上台讲数理物理方法课& 当时我有些胆怯，怕

准备不足& 他鼓励说：“ 认真辅导过一遍，就是有准

备了，胆子要大一点！”又说：“ 郭先生的业务功底非

常好，应该尽快把他解放出来，不能老让他重复讲这

门课，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做科研，开新课& ”既然这

样，我只能同意了& 经过紧张备课，我于 ./01 年秋季

开学时走上了讲台，然而第二学期因我患病，就仍由

郭先生讲课了&
在大学物理系开设数学物理方法课，北大或许

是最早的，那几年有不少外单位的人来听课，还有外

地的老师来进修，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还有人

坐在教室过道台阶上& 如果说彭桓武先生是这门课

的开创者，那么郭敦仁先生就是这门课的奠基人，从

拟定教学大纲、确定课程内容，积累例题、习题，他都

花费了极大心血，为这门课的基础建设做出了重大

贡献&
./02 年大跃进时，系里曾要我协助郭先生编写

数学物理方法课教材，郭先生要我写第一部分，即复

变函数部分& 我刚开始写作不久，系总支书记张群玉

找我谈话：中央党校已采纳陆平副校长的建议，立即

举办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班，要求理科各系各抽一

名党员教师去学习，物理系已决定派我去& 这对我来

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我为自己中断了原来的计

划，又不能使郭先生获得“ 解放”而深为遗憾& 郭先

生得知此事，虽感愕然，也表示尊重党的决定&
./13 年秋，党校的学习尚未结束，张群玉副教

务长要我提前回校，因为从这一年起，学校决定理科

五、六年级学生都要上自然辩证法课，张群玉挂帅开

讲，由我接着讲下去& 这时郭先生来找我，数理物理

课人手太紧，希望我能帮着带地球物理系两个班的

习题课& 我当然义不容辞& 于是我在担负自然辩证法

课的同时，与郭先生又在教学工作中愉快地合作了

一个学期&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教学合作，因为 ./1.
年 4 月在哲学系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由我当

组长，任务十分繁重，我无暇顾及数学物理方法课

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郭先生精心培养出一位又一位

这门课的年轻教师，他所编著的《数学物理方法》教

材于 ./10 年正式出版，后来多次重印再版，可见在

学界影响之大&
我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以后，郭先生仍是一如

既往地给予我热情的关怀和帮助& 一次我到物理系

图书馆查找物理学哲学书籍时，郭先生说，他熟悉这

里的西文书，可帮我查，我只须自己查阅俄文书目&
果然，他很快就给我抄录了一份书单& 以后，郭先生

逛旧书店时也留意这一方面的书，有时还买了送给

我，如今我还保存着郭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即英国科

学哲学家 5& 6& 78998 的 !"#$%& ’() !*%+)&,
./21 年郭先生退休了& 我告诉他，我很想研究

傅里叶的成就和思想，连恩格斯都非常称赞傅里叶，

赞赏 :& ;& 麦克斯韦等人把他称为“一首数学的诗”&
郭先生表示很有兴趣，于是我把我积累的有关资料

送到郭先生家里，他看得非常仔细，并立即把一些英

文文献翻译成中文& 我们合写成一篇传记式文章，题

目就是“傅里叶，一首数学的诗”& 郭先生用字极其

认真，记得我在草稿中写有一句：“傅里叶把一些物

理常数揉进他的热传导理论中”，郭先生把“揉”改

为“ 糅”，还 翻 开 字 典 向 我 说 明 为 什 么 应 该 改 为

“糅”& 经过这样的字斟句酌，此文于 ./22 年送给

《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 这是我与郭先生的一次很

有意义的学术合作，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和哲学&
本来我还有一些想法，希望继续得到郭先生的

帮助与合作，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眼力越来越

不济，甚至在电视上看球赛也模糊不清，以至常常躺

在床上用收音机听球赛& 我曾向郭先生建议，他的学

术经历很丰富，是否可以写写回忆，把宝贵的经验留

给年轻一代& 他说他写字已很困难，于是我承诺说，

待我退休后，由他口述，我来笔录& 没有想到，就在

<333 年我退休之后一个多月，敬爱的郭先生就与世

长辞了&
从 ./03 年到 <333 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郭先

生一直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我永远敬重他，

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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