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世界“光纤之父”

黄宏嘉，祖籍湖南临澧，

1924年8月生于北京，1944年毕

业于西南联大，1949 年毕业于

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获理

学硕士。正准备继续留美攻读

博士，得知祖国解放的消息，旋

即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回国工

作。1979年从中科院上海光学

与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入上海科

学技术大学，在学校开创电磁场

与微波技术学科及光纤通信研

究。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

委员（院士）。在上海科学技术

大学曾任副校长、名誉校长，

1994年至今，任上海大学（下文

简称上大）名誉校长。2006 年

被聘为上大首批终身教授。

黄宏嘉院士长期从事微波

与光纤传输研究，创立了“超模

式”概念，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使

微波与光纤研究的模式耦合理

论建立在理想模式、本地模式和

超模式的完整理论体系上，其独

创的光纤传输“超模式”理论被

国际同行称为“黄氏模式”。他

是我国单模光纤技术的开拓者，

最早研制出了中国的单模光纤，

为我国微波技术及光纤技术的

应用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6 年 10 月，美国媒体在报道

正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光

纤通信会议时，把他和其他4位

科学家称为世界“光纤之父”。

1997 年，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并制出宽带光纤波片，被贝尔实

验室命名为黄氏波片。1998

年，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将

黄氏波片列为光纤偏振标准。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黄宏嘉院士是一位与众不

同的科学家。说他与众不同，不

仅是因为他登上了大多数人无

法企及的科学高峰，而是因为他

做人做事太过较真，近乎“不近

人情”。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有

两个地方对我格外重要，一个地

方是我家，另一个则是实验室，

但归结起来实质上又只有一块，

因为它们都叫工作阵地。”他把

家当作实验室，当年他发明震惊

国内外的国产单模光纤，第一根

光纤居然是他在家里的煤气灶

上拉制出来的，一时传为科坛

“逸闻”。他沉浸于研究之中，在家

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校领导

春节到他家拜年，也要遵守他定

下的“规矩”，就是不能超过半小

时，即使是在这半小时内，黄宏

嘉院士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研

究进展。他把实验室当成家，工

作起来却从不“守时”。1980年

前后，为研制单模光纤，他连续三

年春节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他的助手说：“黄老师在实验室，

每到中午时分，我就很矛盾，到

底是打断还沉浸在研究状态中

的他呢，还是忍心看着他空着肚

子继续干下去？”实验室的门卫

说：“每人都遵守八小时的工作

制度，惟独他‘违背’，每人都有

双休日的权利，就是他被‘剥夺’

了。”周围的

年轻人说：

“如果你想

受感动，去

看黄院士做

实验，你一

定会学到很

多。”黄宏嘉

院士的“不

守时”，确实

给人以太多

的感动。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黄宏嘉院士是一位有大爱

的科学家，祖国和家乡是他始

终如一的牵挂。1944年他从西

南联大毕业，刚脱下学生装就

穿上了军装，参加中国远征军，

担任随军英语翻译，奔赴滇缅

前线，成为一名抗日战士。抗

战胜利后复员不久，考取公费

赴美留学。得知新中国即将诞

生，他迫不及待要回国参加建

设，搭乘上一艘运煤的货轮，在

煤堆上支起行军床，露天而宿，

颠簸数十日，回到祖国，投身新

中国的建设。1982 年，他受邀

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光

波 30 周年纪念大会作重点发

言。进入会场后，他看到中国

台湾省代表的座位牌赫然印着

“中华台湾”，当即退场，强烈要

求主办方将台湾代表的座位牌

改成“中国台湾”后，才进场发

言。1986 年，美国康宁公司向

黄宏嘉院士提出专利合作的想

法，并许诺给予极其丰厚的专利

使用费，以解决光纤陀螺仪工艺

制造问题，黄宏嘉院士断然拒

绝，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发

明是给祖国用的！”然而，当他

听说国内一家企业提出专利使

用权时，他只收了200万元人民

币，并将100万元捐出给实验室

用于科研，还有100万元悉数捐

给了家乡，他对前来拜访的临

澧县县长更是明确说：“我所有

的专利无偿给家乡使用！”

书香门弟，渊源流长

黄氏家族乃世代书香门

第，在家乡有着极高的声望。

黄宏嘉院士的曾祖父黄道让，

是晚清科举进士、著名诗人，秉

性刚直，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

为官仅两年便乞假回乡，在其

50 岁寿辰时，自选诗作 800 余

首，加上文稿两卷，刊印 14 卷

《雪竹楼诗稿》，轰动文坛，为

之作序、题词、评点、笺释者有

260 余人。他于某日重登岳麓

山，写下了“西南云气来衡岳，

日夜江声下洞庭”的传世绝句，

至今还悬挂在岳麓山云麓宫。

黄宏嘉院士的父亲黄右昌，是

著名法学家、诗人，12 岁成秀

才，17岁中举人，19岁留学日本

早稻田大学，专研西方法律，

1917 年受蔡元培之聘，成为北

京大学法科教授、法律系主任，

1948年回乡担任湖南大学法律

系教授，当年 8 月湖南省和平

解放，在程潜、陈明仁响应起义

的通电文稿中，也有黄右昌的

签名。新中国成立后，黄右昌

受周恩来总理之邀，赴京任中

央文史馆馆员，曾参与起草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黄

右昌生前曾公开发表诗作 224

首，连同其祖父黄道让诗作800

余首流传于世，故而就有“湘西

两黄诗千古，书香门第耀神州”

之说，饮誉江南。

继承了优良家风的黄宏嘉

院 士 ，同 样 不 忘 对 家 乡 的 支

持。1998 年，他听说临澧县图

书馆要筹建名人文库，就先后8

次邮寄珍藏的传家典籍1200余

册，照片 160 余幅，还把自己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证书”原件放

在图书馆收藏。2001 年，他又

给家乡捐了 10 万元，用于开办

黄细亚少儿图书馆，设立黄细

亚奖学金。2018 年，他再用自

己的院士津贴为家乡捐献价值

12万元的电脑和书籍。他对家

乡如此慷慨，对自己却很是“抠

门”。1982年，著名科学家李政

道教授回国，特意要来见他。

为了这次会面，他在家居然翻

不出一件好点的衬衫，最后挑

了 一 件 ，衣 服 领 子 还 是 补 过

的。他的衬衫总是补了又补，

一双凉鞋穿了 30 多年，连鞋匠

都不愿意再补。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黄宏嘉院士是一位纯粹的

科学家。迄今，他已是成果累

累。他 39 岁时出版的《微波原

理》是国内在该领域的第一本专

著，被国际学界称作是一本“为

中国人争气的书”；他的“耦合模

式理论研究”在 1978 年获全国

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模

式耦合理论及其在微波与光

传输中的应用”获 1987 年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单模光纤

技术”获 1988 年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998 年，他荣获何梁

何 利 基 金“ 科 学 与 技 术 进 步

奖”；等等。但他从来不曾为

个人荣誉所累，他说：“我是一

直在努力成为一个实在的、忠

实的、老实的，不是虚夸的、虚

假的科学工作者，做一个纯粹

的真正搞科学的科学工作者，

这是我的目标。”为了追寻这

个目标，黄宏嘉院士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过着简单而又充实

的科研生活，把钻研学问和探

求真理作为自己终生的爱好。

2000 年，一位记者问黄宏

嘉院士：正研究的光纤通信与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

关系？他说：“说来也很简单，

现在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就是如何把光纤光缆送到你

我的家中。那时，我们坐在由

光纤送来的电视、电话和计算

机等多种信号跟前，才算是真

正享受到多媒体给大家带来

的福音。”

“我一辈子所要追求的也许

就是一点光。光和热是紧密连

在一起的，有了光才有了热，有

了热我们才又感受到光的伟

大。光和热就是这样在相互交

叉，相互融合。”

2021年9月22日
23 时 50 分，我国著
名的微波电子学家
和光纤专家黄宏嘉
教授告别了我们这
个世界，享年97岁。

我一辈子追求的就是那点光和热
——追忆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终身教授黄宏嘉院士
曾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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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1年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是上海科学年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是上海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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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6年年，，黄宏嘉院士在特种光纤实验室指导青年人黄宏嘉院士在特种光纤实验室指导青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