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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 大 学 7 0 和 8 0 年 代 的 液 晶 研 究



液晶简史

• 1888 （棒型）液晶在欧洲发现

• 1960末 - 1980末 法国巴黎南大学 Pierre-Gilles de Gennes、

美国哈佛大学 Paul Martin 等理论物理学家介入，

液晶研究成为显学

基础研究

De Gennes (1932-2007)

• 1991  de Gennes
獲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4 液晶物理第一本书



液晶显示

• 1970 (扭曲向列相)液晶显示发明

• 1988  液晶电视面世

• 2017  液晶显示是全球年产千亿美元的重要产业

中国液晶面板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1984

1988
~ 1975



清华液晶大屏幕投影电视
1969-1978



• 1960 末 我国液晶研究开始

• 1969  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跨学科、跨单位的液晶电视攻克小组

(清华基础部领导李卓宝批准)

背景

• 1967  青蒿素攻关大協作开始 (毛主席批准)



清华液晶电视领军人物

阮亮

• 1939  生于上海

• 1962  清华物理学士 (论文导师: 王明贞)

留校物理系教研工作（理论/实验）

• 1969  筹建液晶大屏幕投影电視科研组

• 1999  退休

赵静安

• 1929  生

• 辅仁大学物理系华业

• 1952  分配到清华大学



液晶电视项目单位人员

北京

清华大学

物理系

阮亮

赵靜安

童寿生

化学系

王良御

电子系

外語系

。。。

上海

中科院有机所

刘铸晋
洪熙君

复旦大学

黄嘉华

。。。



液晶投影电视原理

不透光(黑)       透光(白)

无电场 有电场

垂直电场可让棒型分子

垂直排列

液晶盒矩阵



• 1975  突破液晶电视的快速响应关

• 1976 获得 ~ 1 ms 响应时间和 3 x 4 m2

的液晶大屏幕快速投影电视图象，

领先全球

（收入日本冈野光治液晶书中）

• 1978  中国科学大会獎

成功与获獎

液晶大屏幕投影电视



• 1985 首批国家发明专利

• 1987 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

国家发明三等獎

自存贮大表格汉字字符显示裝置



清华液晶基础研究
1978-1988



• 1977 高考恢复

• 1978  改革开放。清华基础部(后称物理系)成立液晶物理教研组 (国內首个液晶学科实体)

招进首批液晶研究生 (4个硕士生: 欧阳钟灿、王新久、阮丽真、XX)

王新久 欧阳钟灿

赵静安谢毓章阮亮

清华液晶物理教研组

阮丽真



1 . 第 1代 (1872-1875):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sent out 120 children, 

aged 12-15, to the USA to study (including 容闳 (1828-1912)).

2 . 第 2代 (1877): Nearly 100 navy students sent to Europe in early years of Qing 

Dynasty’s Emperor Kuang-Xu.

3 . 第 3代 : Students going to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cluding 周恩来).

4 . 第 4代 : Students going to the USA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Boxer Indemnity.

5 . 第 5代 : Students going to France to study and work (including 严济慈、周恩来、

邓小平).

6 . 第 6代 : Students going to USSR during the 1920s.

7 . 第 7代 (1927-1937): Students going abroad (including 任之恭、吳大猶、施汝

为、吳健雄、錢三强).

8 . 第 8代 (1938-1948): Students going to Europe and USA (including 彭桓武、黄

昆; China’s first two Nobelists, 杨振宁、李政道; 王浩、李蔭远、谢毓章). 

1949前8代留学生



1949后3代留学生

9 . 第 9代 (1949-now):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a few from Macau, went to USA and Europe (including the 

four Nobelists: 丁肇中、李远哲、崔崎、高崐; 林磊).

1 0 . 第 1 0代 (1950s): Students going to USSR s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管惟炎、蒲富恪、郝柏林、于渌).

1 1 . 第 1 1代 (1978-now):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going to USA, 

Europe, etc., sent officially or going privately (including 施一公、饶毅).

中国一共有 1 1代留学生



1949后3代海归

1 . 第 1代 (1950s): Those coming back mainly from USA and Europe, 

soon aft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including 錢

学森、李蔭远、谢毓章).

2 . 第 2代 (mostly 1975-1985): Nearly 100 students of the 9th 

generation returned to China, mostl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林磊) .

3 . 第 3代 (after 1980): These are the 11th generation students 

returning when the reform-and-opening up process in China is 

picking up speed (including 施一公、饶毅、杨振宁).



• 1915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 1936  清华理学学士

• 1942  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任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教员

• 1945～1948 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 1948～1950 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获

哲学博士

• 1955～1957 美国威奇塔（Wichita)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 1957  回国

• 1957～1968, 1975～1986 清华大学基础课委员会物理教研组、

现代应用物理系教授

• 1980～1986 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科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 1986  自清华退休

• 2011 北京去世

谢毓章

1915-2011

笫 8代留学生 ,笫 1代海归 ,文革中被关进监狱 4年 ( 1 9 6 8 - 1 9 7 2 )

1988



1999

• 1946 生于福建泉州

• 1968  清华自动控制系毕业

• 1978  重入清华 (导师: 谢毓章、徐亦庄)

• 1984  清华(光学专业)理学博士

• 1986  西德洪堡奖学金到柏林自由大学

• 1997  中国科学院院士

• 1998-2007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欧阳钟灿

谢毓章
阮亮 赵静安 林磊

84.07.02

欧阳钟灿

孟昭英

童寿生
徐亦庄



广东香港加拿大美国

比利时西德北京美国

BS   香港大学 (1965)

MS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PhD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73)

1978-1983 中科院物理所

林磊

第 9代留学生、第 2代海归

1978 物理所
2003.08.08



1979

纯中国大陸作者的第1篇
Physical Review Letters文章



棒型 盘型 碗型

1888 1977 1982
奥地利 印度 中国

天然 人工 人工 (理论预言)

Sivaramakrishna

Chandrasekhar 

(1930–2004)

林磊Friedrich Reinitzer

(1857–1927)

液晶的三种类别

1982

碗型液晶 林磊(2002).液晶相与分子“维数”.物理11卷3期171-178页



王良御

• 1982   碗型液晶在中国提出

• 1985   碗型液晶在欧洲合成

• 1988   王良御合成一种新的碗型液晶 (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 )

L. Y. Wang and X. F. Fei, J. Tsinghua University 28(S4), 80 (1988)



诸国桢

时间

x

照相机

x



液晶分子的两种可能排列

2 1速度

液晶分子

处于均匀切流状态的向列相液晶

一个孤子
运动方向

x
1

2

angle



纯中国大陸作者的第 2篇 P h y s i c a l  R e v i e w  L e t t e r s 文章 ( 2篇并列 )



院系调整后的清华物理学科（1952-1982）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次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在文革期间

中断的四个研究班复班，分散在各处的原研究班师生再次集中起来。清华大

学于1978年和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能够招收研究生的专

业中属于物理学科的有光学（物理教研组）、理论物理（工物系）、核物理

（工物系）和固体物理（工物系，成立于1980年）。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中，工物系和物理教研组的科研工作都有了稳步的提

高。光学、加速器、核物理教研组的研究成果曾获得一系列科研奖励。1982

年超声波研究组诸国桢的研究工作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成为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以来第一篇发表在该刊物的论文。



与物理所学生共同发表的

1982 1
1984 1
1985 5
1986 2
1987 1 

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的

1986 1
1987 4
1988 2

总数 (包括与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共同发表的

和综述论文)

23 篇论文（在12种期刊上发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物理学报

Chinese Physics

Physics Letters 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hysics

Molecular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s

Molecular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s Letters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Physical Review A

Liquid Crystals

Chaos Solitons Fractals

• 一篇博士论文（舒昌清，1984）

• 一篇硕士论文（何刚，1986）

林磊液晶组发表的液晶孤子论文



1992



1. 谢毓章, 欧阳钟灿 and 林磊, “Electric Field Effects on the 

Elastic Constants of Nematics. I.” Mol. Cryst. Liq. Cryst. 101, 19 

(1983).

2. 谢毓章 and 林磊, “Brief Report on the 1981 Chinese Liquid 

Crystal Conference”, Mol. Cryst. Liq. Cryst. 91, 93 (1983)

3. 林磊 and 赵静安, “液晶”, in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物理卷》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ss, Beijing, 1987).

4. 赵静安 and 林磊, “液晶理论”, in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物理卷》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ss, Beijing, 1987). 

5. 林磊, 欧阳钟灿 and M. Lax, “Ab Initio Theory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Optics of Liquid Crystals”, Phys. Rev. A 37, 3469 

(1988).

林磊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文章



学会组织





1980

6月-7月, 日本京都
8th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Conference

• 中国大陸科学家参加的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Conference 系列中的第一个

• 林磊被提名进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Steering Committee



1980 中国液晶学会在北京成立

理事长:谢毓章 付理事长:赵静安、林磊 秘书:林磊、阮亮













De Gennes 不能来,寄来本人照片及…



De Gennes 画作—张



1990 国际液晶学会在温哥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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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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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Society, 1978-1990: A Personal Account

Lui Lam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CA 95192-0106, USA

Abstract: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liquid crystal community (1978-1990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Society (1987-1990) is presented. The founding process was unlike that of many other learned societies but like other historic 
events, it result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1. Introduction

I was the one who initiated and orchestrated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Society (ILCS) [1]. The ILCS replaced 
The Planning and Steering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Liquid Crystal Conferences (PSC for ILCC) in 1990.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is happened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SC.

MOLECULAR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S 2017, VOL. 647, 351-372 http://dx.doi.org/10.1080/15421406.2017.1289627



结论



• 在简陋的条件下，可以做出世界一流水平、创新的研究

工作 (西南联大的经验说明，在更差的条件下可以训练出一流的学生 ) 。

关鍵是 :

• 选题 (敢想、敢做 )

• 不数文章 (无急出、多出文章压力 )

液晶

棒形 盘形 碗形
1888                   1977                    1982
奧地利 印度 中国（物理所）

BCS 型 铜基型 铁基型
1911                   1986                   2006
荷兰 瑞士 日本

超导体
• 我国在1 9 7 0和19 80年代的液

晶研究，突显了本土科学家

与海归第一代（ 1 9 5 0年代回国）

和第二代（ 1 9 7 8年前后回国）科

学家在一流科学管理下的融

洽協作



• 清华大学在1 980年代早已建立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学科 :    

液晶研究

• 希望我国科学史学者多关注国內近期的科研历史

• 希望清华科史系有学生做个我国早期液晶研究的硕士

论文

• 希望清华科学博物馆会保存清华液晶研究的历史文物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暨第3屈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 清华大学蒙民伟楼, 2017年6月30日-7月1日

清华大学 7 0和 8 0年代的液晶研究

林磊

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協会科普研究所

液晶于1888年在欧洲发现。在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由于法国南巴黎大学Pierre-Gilles de 

Gennes和美国哈佛大学Paul Martin等理论物理学家的介入，液晶研究成为显学。de Gennes 于

1991年獲诺贝尔奖。在应用方面，自1970年液晶显示发明后，特别是液晶电视于1988年面世以

来，液晶显示已是全球年产千亿美元的重要产业，去年中国液晶面板产量位居全球第二，今年有

望成为全球第一。我国的液晶研究始于文革期间的1960年代末，几与国际同步。在1967年青蒿素

攻关大協作开始后两年，清华组织了一个跨学科、跨单位的液晶电视攻克小组，于1976年初步成

功，屏幕显示速度達标，领先全球。1978年改革开放、高考恢复后，清华基础部成立了液晶物理

研究组，在液晶教学、人材培养方面成为全国之重，并在液晶基础研究方面作出贡献。比如，清

华于1982年发表了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我国（纯我国作者）的第二篇文章（两篇之一），

合成了（于1982年由我国发明的）碗形液晶的一个新品种，出版了在华人液晶界倍受欢迎、唯一

的、中文液晶物理教科书，培养了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与中科院物理所联手，在1980年代

把中国的液晶研究迅速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在校内建成了一个＂一流学科＂。在学会组织方面，

清华于1980年牽头成立了中国液晶学会（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液晶学会，比英国液晶学会早5年），

影响了后来由中国人于1990年建立的国际液晶学会。我国在1970和1980年代的液晶研究，突显

了本土科学家与海归第一代（1950年代回国）和第二代（1978年前后回国）科学家在一流科学管

理下的融洽協作，对当前科技创新、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啓示，將于文末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