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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大 物 理 通 訊 
2005年 11月                               第一期 

創刊辭 林海青 
 
中大物理系的系友和朋友們：秋色迷人之時，中大物理
通訊和大家見面了。通訊的目的是和系友和朋友們保持
密切聯繫，分享成長道路上的快樂。每期通訊，我們會
報告物理系的近況、研究工作之進展和成果、與世界各
地的交流、將要舉辦的一些活動，及我們的計劃。同時
我們也會介紹一兩位系裡的老師，如這一期大家熟悉的
楊綱凱教授，和某個研究課題。本系希望以通訊的形式
更進一步地為大家服務，為本港的教育盡綿薄之力。 
 
眾所周知，培養人才為中大物理系的首要任務之一。多
年來本系教師員工勤勤懇懇、競競業業、盡心盡力、為
學生制定嚴格而靈活的教學計劃，提供紮實而全面的物
理訓練。中大物理系治學嚴謹，對學生關心備至，向來
為本港各中學師生和家長推崇。連續多年，中大物理系
的招生成績冠全港物理系榜首，畢業生人才濟濟，名聲
斐然。 
 
在保證教學高水準的同時，中大物理系近年來克服資源不足的困難，持續對科學研究的投資，
提高研究工作的質素，力爭在某些領域達到世界級水平。在新的學年，本系引聘了多位青年才
俊，邀請了數名一流學者，通過多種形式加強與國際科學界的聯系，新近籌辦的光科學研究中
心和理論物理研究所即為我們的努力之一。 
 
朋友們，人生有起有伏，友誼地久天長，中大物理系時時刻刻銘記大家的關心和愛護，不敢有
絲毫懈怠之心、偏離服務大家的宗旨。面對各方挑戰，我們需要大家持續的關心和幫助，齊心
協力，把中大物理系辦到最好。 
 
片片楓葉片片情，伴隨著這期通訊，飄飛對中大物理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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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系主任林海青教授 

今期內容 

Ø 科研焦點：理論物理研究所 

Ø 人物專訪：楊綱凱教授 

Ø 最新動態 

Ø 活動回顧 

系況速遞 

u 新學年本系新聘了兩位助理教授及六位研究助理教授，他們分別是劉仁保教授、王建方
教授、顧世建教授、羅志光教授、黃家偉教授、溫子佳教授、張喜田教授和周生啟教授。
此外，本系邀請了於國立台灣大學任教的郭光宇教授於本學年上學期訪問本系和授課。 

u 本學年物理課程的新生入學成績中位數於大學所有課程中排行第十三，收生成績理想。 

u 根據大學統計數字，2004年本科畢業生有 62%選擇繼續升學，27%選擇就業，當中 9%
投身教育界，2%投身公共事務，16%投身工業界。 



科科科   研研研   焦焦焦   點點點   

物理系今年成立理論物理研究所，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
主楊振寧教授擔任研究所所長，林海青教授擔任副所長。 
 
任務：  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提高研究質素，促進本地物

理工作者和世界各地全方位合作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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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計劃包括： (1) 邀請傑出學者訪問研究所及領導研
究合作計劃，範疇包括凝聚態物理，量子信息及量子光
學，計算物理，複雜系統和天體物理； (2) 每年就某一
特定題材舉辦國際會議和研討會； (3) 開辦一系列專題
講座；及  (4) 編輯和出版由研究所舉辦的會議／研討會
學報。研究所亦會聘請多名研究員和博士後執行研究工
作。  
 
籌備中的活動是 12 月在中文大學舉行的三個大型學術研討會，同時亦正在籌備一系列與量子信
息和量子光學有關的學術講座。有關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www.phy.cuhk.edu.hk/itp/events.html。 

博文講座教授，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楊振寧 

 
 
 

 
 
 
 
 
 
 
 
 
 
 
 
 
 
 
 
 
 
 
 
 
 
 
 
 
 
 
 
 
 
 
 
 
 
 
 
 
 
 
 
 
 
 
 
 
 
 
 
 
 
 
 
 

量子光學國際研討會 

與浸會大學物理系合辦，由王寬誠教育基金會和利希慎教
育基金會贊助，將於 12月 16日至 20日舉行。此研討會目
的是探討現今量子力學的發展。主題包括量子計算及傳
送、量子糾纏、超材料(meta-materials)、輻射的非經典特
性、量子干擾、光與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將有 3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物理學家於研討會中作邀請報告。 

量子力學及其應用最新進展國際研討會 

與全國高等學校量子力學研究會合辦，由王寬誠教
育基金會資助，將於 12月 13日至 16日舉行。此
研討會目的是匯集交流當前國際學術界量子力學
理論和實驗的新進展，和量子力學在科技領域，如
信息科學、材料科學、化學、生物和生命科學中的
最新應用。亦包括量子力學各類課程的教學經驗交
流。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將會是主題講
者之一。 

「計算方法及其在科學中的應用」 
學術研討會 

由裘槎基金會贊助的高等學術研討會，將於 12月 6
日至 13 日舉行。此研討會目的是回顧計算物理的
進程，了解大型數字計算新發展，深入討論多種常
用的算法及其在統計物理和材料科學之前沿問題
的應用。物理系並為此研討會開辦了兩個輔助課
程，分別是第一性原理方法的介紹和計算生物科學
的介紹，為參加研討會的學生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人人人   物物物   專專專   訪訪訪   

 
問：  你覺得香港學生跟其他地方的學生比較，在研究、學習

物理方面，有甚麼優勝和不足之處？ 
答：  香港學生的基礎功夫好，在狹窄的領域上能力很強，但

弱點是知識不夠廣闊。物理方面，除了基本課程外，其
餘都所知不多；對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認知，較之外國
學生更相形匱乏了。 

 
另外，香港學生的膽子也不夠大。有些新的知識領域不
需要太高程度就能一躍到前沿去，做到一流的研究，視
乎你是否敢於嘗試。就如朱明中教授負責的大亞灣中微
子實驗中，很多本科生都能參與前線的研究工作，並取
得不錯的成績。 

 
問：  這可能與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關呢！楊教授對此有何看

法？ 
答：  現在所有學科的課程模式都太劃一，這套制度使學生沒

有機會發揮所長，我們需要提供多一些機會給他們。譬
如美國一般中學的課程程度都較低，但在某方面有才能
的年青人可以提早選修該方面的大學課程，這就能突顯
個人的長處。 

 
但另一方面，普遍中學生都有一個「知識是既定」的觀
念；在大學，大家不難發現知識有不確定性，而且是一
直前進的。我們希望幫助中學生過渡這個分水嶺，讓他
們明白追求、對待知識的方法而非學習既定知識，這對
他們的將來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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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今年剛當上全職副校長，工作跟以往有甚麼不同呢？ 
答：  行政工作當然比前繁重，但我仍希望參與教學，只是

時間安排上必須作出調整，例如「相對論」一科會改
於暑期較少行政職務時開課。間中我也會主講公開講
座，今年我還指導兩位本科生畢業專題研習。 

 
 時間容許而又有教授願意的話，我十分樂意客串講授

本科生的課。另外，我希望參與討論，研究是否可以
重新整理量子力學的課程，在現時理論、數學要求較
強的課程中引進較概念性、前沿和實用的範疇，如量
子訊息 (quantum information)、量子計算  (quantum 
computing) 等熱門科目。 

 
問：  還有沒有做研究？ 
答：  還有做一點。我仍繼續素有研究的開放耗損系統  

(open dissipative system)，而由於其中一些結果的應
用，也碰到一些經典力學問題，更是現時兩位畢業生
的研究題目。 

 
問：  作為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你對香港的理論物理發展有

何展望？ 
答：  近年的物理研究主題繁盛、分散，任何一個研究群體

必須作出正確的選擇，儘管短期內未必能成主流題
目，但長遠來說必定影響深遠。選擇研究的範疇取決
於客觀環境因素，很明顯香港不應該選擇規模龐大或
需要昂貴儀器的課題，例如高能物理(high energy 
physics) 等。但亦不表示不能參與其他大機構在重大
題目上的工作。 

 
問：  你認為中大物理系在研究方面有甚麼過人之處？ 
答：  我們的長處之一是研究與教學結合得宜。如果老師只

顧研究成果，不給予學生學習的空間和機會，那學生
就算做大量研究工作也不過是一名技工罷了。讓學生
不問所以然，只參與計算，這個做法或許能迅速發表
很多論文，短期內看似風光，但實際上學生沒有任何
得著。中大物理系注重教學一環，使學生能紮穩根基，
為日後的研究作好長遠準備。 

 
我們另一個長處是具備高水平的研究，成績是有目共
睹的。有好幾位老師的研究都舉世知名，例如林海青
教授的強關聯系統 (highly correlated system)、程淑姿
教授的湍流 (turbulence) 等。 

 

( 是次專訪由四位物理系學生負責提問，他們分別是李冠昕、
李詠紅、李盈慧和馮曉靈。) 

問：  還有甚麼意見想跟學生們分享嗎？ 
答：  多看一點書吧！膽子也要大一些。但有一點很重要，有

些同學很喜歡黑洞、夸克等聽來花巧的物理，這些聽聽
不壞，但不要沉迷，要先腳踏實地打好基礎，不能一步
登天。想學粒子物理的話，經典力學也要先下苦功學好。
當然，膽子大和基礎好同樣重要，要懂得取捨。我們不
可能每事每物都認識，但要嘗試在特定領域中取得成績。 

 
問：  會再寫一本中學物理教科書嗎？ 
答：  不會啦，要退休了。* 
 
問：  何時會退休？退休後想幹些甚麼？ 
答：  不知道。退休後除非走不動，否則我還會回來中大物理

系授課的。 

楊楊楊綱綱綱凱凱凱教教教授授授   

楊綱凱教授接受訪問 

物理學講座教授，副校長楊綱凱 

*林海青教授閱後笑說不會讓楊綱凱教授退休。 

 
 
 
 
 
 
 
 
 
 
 
 
 
 
 
 
 
 
 
 
 
 
 
 
 
 
 
 
 
 
 
 
 
 
 
 
 
 
 
 
 
 
 
 
 
 
 
 
 
 
 
 
 
 
 
 



活活活   動動動   回回回   顧顧顧   

暑期本科生研究交流計劃 
Summer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xchange Program (SURE) 

為了讓本科生有更多機會參予科學研究，本系舉辦了「暑期本科生研究
交流計劃」，今年已經是第六屆了。SURE一直深受同學歡迎，吸引了不
少學業成績出眾且對研究有興趣的同學角逐幾個寶貴的名額。入選的同
學可得全費資助，於暑假期間獲保送到外國的尖端學府參與科學研究。
本計劃的成功實有賴校友對本計劃的捐助，系方謹藉此機會向各校友深
表謝意。 
 

 
本年度獲選的同學有陳永鏗、古偉廉、郭灝民、羅嘉
熙、陸永康和蘇樂恆。他們已完成研究並於九月舉行
講 座 ， 報 告 研 究 結 果 。（ 本 計 劃 網 址 ：
http://www.phy.cuhk.edu.hk/sure/） 

暑期教師學徒計劃 
Summer Teacher AppRenticeship (STAR) 

計劃宗旨乃讓系內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本科生，於暑期間透過擔任中學
教學助理，體驗前線專業教學工作，養成嚴謹工作態度，為日後教育事
業作好準備。自 02 年首辦暑期教師學徒計劃以來，已有 15 所中學參與
計劃，並由資深物理科老師及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主任組成的顧問團挑
選 30多位合資格同學。系方也負責入選同學之津貼開支。部份參與同學
現已投身中、小學教育專業。 

除此以外，本系也安排本科生於暑期間到香港天文臺實習。學生可藉此
學習到其它方面專業知識和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本計劃網址：
http://www.phy.cuhk.edu.hk/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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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   新新新   動動動   態態態    
 
 
 
 
 
 
 
 
 
 
 
 
 
 
 
 
 
 
 
 
 
 
 
 
 
 
 
 
 
 
 
 
 
 
 
 
 
 
 
 
 
 
 
 
 
 
 
 
 
 
 
 
 
 
 

物理系交換生計劃 
Overseas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PUS) 

高質素的教育，不單止課程和教學要做得好，亦應加強學生課外的學習及發展潛能的機會。這
考慮促使系方六年前開始了暑期本科生研究交流計劃（SURE），資助同學到海外參予尖端前沿
研究工作。計劃效果很好，同學的反應亦十分熱烈。不過，不少同學亦覺得到海外十個星期的
時間，實在太短，而且因以研究為主，亦稍欠缺與當地本科生的交流。有鑑於此，系方於去年
積極聯繫了幾所友校，開展了一個中大物理系獨有的交流計劃 OPUS。新計劃結合了 SURE的
暑期研究與傳統的修課式海外交流。入選的同學，到友校當交換生一個學期，然後留在該校從
事暑期研究工作。目前，參予這計劃的友校有北京大學、复旦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 
同學反應亦很熱烈，物理系同學申請參加交換生計劃的數目，由以往平均每年只一、兩位，急升至今年的二十六位之多。即
使不到海外的同學，亦從與友校來的交換生交流而得益。我們相信，新計劃有助於培育物理系的同學，系方會努力發展這計
劃。（本計劃詳情可瀏覽此網頁：http://www.phy.cuhk.edu.hk/gee/exchange/Notice05.pdf） 

參加首界暑期教師學徒計劃的施詠春同學在馬鞍山聖若
瑟中學工作時與學生合照。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景 

物理英才精進課程 

第二屆物理英才精進課程已於 10月 8日開始。經過 9月 17日的評核試後，
今年共有 89名中六同學獲得取錄，可以於每個周末到中大來一嚐做大學生
的滋味！與上屆一樣，今年共有五個單元：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量子世
界、相對論、天體力學及物理實驗，而任教的老師有楊綱凱教授、許伯銘
教授、黃康權教授、朱明中教授、鄭啟明博士、彭金滿博士及王永雄博士。
同學最少需修畢三個單元並考試及格才獲頒發證書。首個單元已經完成，
所有同學都表現出色。雖然老師們需於周末辛苦「加班」，但看見莘莘學子
用功學習，一切倦意都全消矣！(網址：http://www.phy.cuhk.edu.hk/phytalent/) 左至右：許伯銘教授、司徒偉傑、朱瑋韶、許凱研。許教

授為單元二之授課老師。三位同學為去年精進課程之同
學，今年透過「優先錄取計劃」入讀本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