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可信是我国电子显微镜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在
电子显微学、晶体学等领域有着突出成就。他将我国
电子显微镜学推向世界，带领团队登上了准晶研究的
高峰，为我国准晶实验研究水平进入世界前列作出了
巨大贡献，是我国杰出的晶体学家。

东北沦陷

战乱中辗转求学

郭可信 1923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一位铁道土
木工程师。1926年，郭可信父亲到黑龙江修建铁路，
全家随迁至哈尔滨。5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
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1932年 2月，在日军飞机、坦
克、装甲车的猛烈炮火进攻下，哈尔滨沦陷，时年9岁
的郭可信初次体会丧失家园的伤痛。

1936年，郭可信跟随父亲来到天津，在天津南开
中学读初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入天津，南
开中学被迫西迁重庆。为了能继续读书，他辗转2个
多月，历经种种艰辛后来到了重庆，但是磨难却并没
有结束。晚年，他回忆道：“在南开四年，‘跑警报’的
经历不能不提。1939年春末，大雾消散，日机顺江而
上夜袭重庆，重庆上空染成了红色。‘跑警报’成了家
常便饭，警报一响，卷起油布铺盖就走，到了地头就
睡。有时一夜跑两次，习以为常，白天照样上课。”有
一次“接连不断的炸弹爆破声，天崩地裂，泥土树枝铺
天盖地飞来”，日军的这次空袭给16岁的郭可信背上
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

热血报国
炮火中毅然从军

1941年夏天，在尖锐警报声的伴随下，郭可信在
防空洞里完成高考，考上当时设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
学。山河破碎，哪里又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遵
义读书条件非常艰苦，“浙江大学因为找不到一个地
方可以容纳一千多名师生，只好分在遵义、湄潭和永
兴场三处。那时的遵义都没有电灯，更不用说当时连
公路都不通的湄潭和永兴场了”。

1944年，日军攻入贵州，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于
是国民党当局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此时，正读大
四的郭可信在浙大学生自治会劳军过程中亲眼看到

“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毫无生气的被抓来的壮丁”，深
感“怪不得一千日本骑兵就能长驱直入几百里，出入
如无人之地”。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临
近毕业的他为了保家卫国毅然中断学业，报名参军。
1945年 1月他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 202师 604团，后
被安排到译员训练班学习英文，之后又被分配到步兵
训练中心，但还没来得及上战场杀敌日本就投降了。
1945年 8月，郭可信结束他短暂的军旅生涯，拿着光
荣退役的文件，又重新回到浙大。1946年，他参加第

二届公费留学考试，成为当届被录取的唯一一位化工
系学生。

历经战争苦难的郭可信，亲身体会了侵华日军给
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与屈辱，这也激发了他深沉
而持久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曾写道：

“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机中，敌机的轰炸
中成长起来的，国家概念比较强，民族意识比较深。
毕业六十年了，无论是在海外求学，还是在国内工作，
一直都盼望着富国强兵，再也不受人欺凌。”这炽热的
家国情怀直接决定着他今后的人生抉择。

赴欧留学
开启曲折的科研之路

1947年，郭可信公费赴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留学，
师从金相学权威赫尔特格林教授，开始了金属学的
研究。他学习非常刻苦，随着对 X 射线晶体结构研
究的深入，他发现导师关于合金元素对奥氏体影响
的研究中某些观点存在自相矛盾，并向导师当面提
出质疑。然而，他的导师性格强势，态度保守且专
横，无法接受学生的反驳和挑战。面对导师的这种
态度，郭可信深感失望，坚信“执着地追求真理，这是
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有的精神”“学术问题应该泾
渭分明，不能含糊，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毅然决然
地放弃了 3 年多的研究成果和学位，离开了瑞典皇
家理工学院。

1951年，郭可信进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无机化学
系从事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合金结构的工作。在
这里，他的学习与工作非常顺利，发现了一种新的
MoC结构，并于 1952年在《Nature》杂志发表了与导
师合作的论文。为了提高在单晶体X射线衍射方面
的研究，他于 1955年 11月来到荷兰代尔夫特皇家理
工学院学习，到1956年，他已经在国外知名学术刊物
上发表了 20多篇论文，甚至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德文《合金钢手册》也多次引用他的研究成果，这些奠
定了他在合金钢中碳化物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此时
他才34岁。

身在异国远离故土的他虽然是成功的，但也是孤
独的，他多么渴望将自己的才华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
献给祖国。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饱受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之苦，看到农民不得不吃观音土度日，为了活命
不得不卖儿卖女，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一直深深地印
在我的脑海中。强国富民是我们这一代有良知的知
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我就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到欧
洲的。”漂泊异乡的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报效祖国
的机会。1956年3月，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立即
紧锣密鼓地着手准备回国。4月底，他就乘机经苏联
回到阔别9年的祖国，立誓要把平生所学献给祖国和
人民。

报效祖国
占领准晶研究制高点

回国后，郭可信瞄准科技前沿，创立实验室，并不
遗余力培养科研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利用电子衍
射衬度成像研究晶体缺陷成为国际晶体学和电子显微
镜学研究的前沿，他立即着手在金属研究所创立电子
显微镜实验室，并提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新兴研究方向，他翻译大量外
国文献并写下几十本数十万字的学习笔记，无偿分享
给同事及学生，这些笔记又被广泛传抄，在学习书籍匮
乏的那个年代，他的这批笔记为新中国早期电子显微
镜及晶体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生曹涵
清曾对此评价：“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做这种事太傻，至
少缺乏起码的竞争意识。但是，这正是郭老教给我们
的为人之道，正所谓‘要做学问，先做人’。”

20世纪 70年代末，国际上衍射衬度的电子显微
镜学已经成熟，原子分辨水平的相位衬度电子显微镜
学正在兴起。他借着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国内率先引
入高分辨 JEM200CX电子显微镜，带领刚刚学成归国
的科研骨干及20多名研究生夜以继日地开展固体材
料的原子像研究，创造了国内 24小时不停机运转的
先例，短短数年就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仅在 1986
年第十一届国际电镜大会上就提交了9篇论文，与亚
洲电镜“巨无霸”日本比肩，成功跻身于国际电镜学先
进行列。到 1994年，郭可信带领金属研究所固体原
子像开放实验室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已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50余篇，进一步稳固了中
国电镜学的国际领先地位。这两个实验室也成为我
国电子显微镜、晶体学及物理冶金学的重要研究基
地、人才培养基地。

郭可信发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在研究晶体结构
方面的优势，立即带领科研团队开展研究，发现了一
大批准晶及多种准晶相关相，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性成果。1982年，他领导的晶体精细结构的电子衍射
与电子显微像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四面体
密堆相新相等畴结构研究中发现了 6个新相及多种
畴结构，打破了这一领域停滞20余年的局面，获中国
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又领导发现五重旋转
对称和Ti-V-Ni二十面体准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
重要影响并获得高度评价，被称之为“中国相”，于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8年，发现八重旋
转对称准晶及十二次对称准晶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
等奖；同期发现的稳定AI-Cu-Co十重旋转对称准晶
及一维准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郭可信在准晶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代表了中
国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20世纪 80年代，以色列
科学家谢赫特曼科研团队与郭可信带领的中国科研
团队几乎同时期发现了具有准晶体结构的合金，两个

团队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因而都被国际公认为是准
晶的发现者。2011年，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遗憾的是郭可信因病逝世无缘此殊荣，但
中国的准晶研究却因他而走在了世界前沿。

组建学术梯队
培养中国电镜人才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郭可信还
积极组建学术梯队。改革开放后，他极力推荐、帮助
金属研究所 10余名科技人员到英国、瑞典、美国、日
本等国际一流实验室进修学习，这批人才回国后成为
我国电镜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培养学生非常严格，
对学生不严谨、不认真的态度会毫不留情地批评，甚
至将学生“辛苦”得到的实验数据和图片撕掉。他说：

“我对学生还是很严格的，高标准要求，绝不含糊。古
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只有高标准要求才能激
励青年人进取。”除了严管还有厚爱。比如，在学生张
泽出国访学的两年时间里，郭可信给他写了近百封
信，给予全方位的关怀与支持。他的另一名学生回忆
道：“出乎我意料的是，郭先生不仅仔细地帮我修改文
章，还帮我整理照片，往照片上转印图例字符。他满
头白发，摘掉眼镜，神情专注、认真仔细的样子使我永
生难以忘怀。他的关心使我受到莫大鼓舞，觉得有一
股暖流一直暖到我心里去了。当郭先生把改好的文
章还给我时我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

正是如此，郭可信带出了一支学术精、学风好的
科研队伍。他的学生有叶恒强、张泽、万立骏等中国
科学院院士，还有一大批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研究
员，他们获得的国家和国际重大科技奖项不胜枚举，
为我国金属材料物理研究以及电子显微学研究占据
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逾古稀之时，郭可信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评价，
他说：“回顾我这一生，在学术上只做了两件事。青年
时单枪匹马地冲杀在合金钢结构的第一线，到了 60
岁又重整旗鼓领着一批青年人占领了准晶研究的制
高点。”与40年前在国外单枪匹马奋斗不同，“40年后
的今天，我卷土重来终于又把中国的准晶研究推向世
界前列。这次人多势众，又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建
立这个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前哨阵地，得到的慰藉和
自豪也远非昔日可比”，并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中华
文化的力量。他说道：“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悠久历
史，是世界上唯一连绵未断、又古又新的文化，这是值
得我们每个中国人骄傲的。就是这股力量激励我前
进，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电子显微镜搞上去，在世
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6 年 12 月 13 日，郭可信因病逝世，享年 83
岁。虽然他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身上集中展现出来
的科学家精神却像水晶般熠熠生辉、永留世间、启迪
后人。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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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虹润园区，一面大理石墙跃然眼前，墙的一
面是“红军不怕远征难”浮雕，另一面雕刻着企业
文化。

“风雨彩虹，润物无声。”公司名释义，在董事长林
善平看来亦是公司的立身处世之道。“用‘不见风雨怎
能见彩虹’来自励，以‘润物细无声’自勉，就是为了敦
促我以工匠精神坚守实业报国的初心。”他说。

林善平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1995
年，他下海闯市场，应用所学开发仪表，在家乡创办虹
润公司。“那时候就想为民族工业争口气。”林善平说。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
“公司刚开始只是一个小作坊，没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后面遇上了知识产权纠纷，差点就‘画上句号’
了。”林善平说，挫折并没有让他丧失信心，而是坚定
了他要做就要做精的信念，“唯有自主创新探出新路，
企业才有核心竞争力”。

面对严峻考验，林善平带领公司员工咬紧牙关，
打赢了专利争夺战。

2014年起，虹润与上海理工大学联合建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来自高校的专家教授与公司多位技术

研发人员组成科研团队，相继啃下好几个“硬骨头”，
自主创新优势不断提升。此外，虹润还引进浙大、南
航、南大等大学、院所人才，设立 2个研发中心，培养
起可以独当一面的研发队伍。

瞄准世界一流，林善平将“虹润不怕远征难”的企
业精神刻进生产研发各个环节，矢志打破国外技术与
价格垄断，促进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

过去，高性能仪表生产所需的芯片大多被欧美国
家垄断。“我觉得一直受制于人不是办法，虽然国产化
道路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于是 7年来，我们加紧
进行国产化替代。”林善平说。

自此，虹润顶住压力走国产化道路，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尝试突破“卡脖子”技术。

一步一个脚印，虹润生产的仪表国产化率从20%
提高到90%。

“仪表国产化，任重道远，容不得半分脱实向虚。”
林善平说，目前，虹润在显示控制仪表领域的技术已
达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实现芯片国产化，“将命运牢牢
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这家地处闽北山区的民营企业，目前年产高性能仪

表70万台，包含10大系列上千个品种，已占据国内显示
控制仪表约三分之一的市场。在卫星发射计量系统、中
国科学院科研实验平台等项目里，都有虹润的产品。

成为行业“单项冠军”，林善平的制胜法宝，就是
坚持工匠精神。“立工匠精神，做百年老店，用民族产
业的仪表，武装中国装备的大脑，是我的目标。”林善
平说。

30年如一日专心做仪表，林善平持续推动公司走
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三化”融合之路。在虹润，从
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和销售全流程各环节，都建立和执
行国际一流的统一标准。历经 10余年升级迭代，公
司实现了全流程可集成的精确控制、可视化的透明管
理、可定制的个性开发、可追溯的责任管理等智能制
造体系。

近年来，虹润先后承担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
项、国家重点产业振兴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等 7
个国家专项。2023年，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被授予

“福建省院士专家示范工作站”称号，成为当年全省10
家之一、南平市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院士工作站。

今年 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信部公布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企业名单，福建省有7家
企业入选，虹润榜上有名，是南平市唯一一家入选
企业。

不忘初心，常怀真心。对待公益事业，林善平同
样一丝不苟。

为了帮助贫困生上大学，林善平自 1999年发起
圆梦助学行动，承诺不让一个顺昌学子因为贫困上不
了大学。

25年助学不辍。“中间企业遇到困难时候，也没中
断过公益事业”，累计慈善捐款 2000多万元，先后资
助2500名困难大学生。虹润公司被南平市政府授予

“热心教育杰出贡献奖”。
当选省人大代表后，林善平把匠心融入履职过

程。不仅积极建言献策，而且每年争取为百姓办成几
件实事，获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改革开放40周年履
职优秀代表”。

“无论是艰苦创业，还是立身社会，我都以工匠精
神要求自己，矢志不渝做精品，心无旁骛把事情做
好。”林善平说。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姚雨欣 方婷 陈欣妍杨鹏）

科学家科学家 风采风采

郭可信：将中国电子显微镜学推向世界

企业家风采

以工匠精神做精品
——记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善平

郭可信（1923年8月23日—2006年12月1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福州，著名的物理冶金和晶体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1941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47年留学瑞典，先后就读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后在荷兰

代尔夫特皇家理工学院从事合金钢中碳化物及金属间化合物研究。1956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金属物理

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被授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300多人的公司，却拥有500多项国家专
利、100多项软件著作权，并参与制定70项国
家标准，其中第一起草人的有10项；先后获
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称号。

这家公司，就是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