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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父亲的影响，冯家兄妹四人从小都很用功读书。令人称奇的是，

几十年后这四兄妹分别在电机工程、动物研究、数学研究及物理学研

究方面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大家，成为鼎鼎大名的“冯氏四兄妹”——

冯焕赴美留学，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冯慧是中科院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冯康是一流数学家；冯端则是物理学大家。1980年，中国

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冯康、冯端和他们的姐夫叶笃

正同时当选，在科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冯祖培是知识分子，文学修养较高，辛亥革命后辗转多地任职的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现代教育。 

    在冯祖培四处奔波的几年中，冯家的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四兄妹

的出生地各不相同。1915 年大哥冯焕出生在南京，小名阿欢，取“欢”

之谐音；1917 年姐姐冯慧生于六合；1920 年冯康出生在无锡，因出

生时身体不太好，家人希望他能健康成长，故取名“康”；1923 年端

午节前夕，小弟冯端出生于苏州，取名为“端”。 

冯康：创始有限元方法 

    冯康出生后不久，父亲从无锡卸任，冯家定居在了苏州。冯家四

兄妹都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在大哥冯焕的带领下，四兄妹全都积极向

学，家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姐姐冯慧偶尔会开夜车，更多时候

大家是劳逸结合，学习于四兄妹而言，更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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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冯焕考入了中央大学电机系，是当时最好也是竞争最激烈的

专业。冯康向大哥冯焕看齐，考取了同一个专业，并且是以第一名的

成绩被录取。但开始上课之后，冯康发现自己对工科的兴趣并没有预

想中的大，他更喜欢理科，将目标锁定在物理专业。 

    但转系申请的延迟让他只能同时修读电机和物理。本来就比别人

更加繁重的课业，因为脊椎结核病的折磨变得更加困难。1941 年，

21岁的冯康因为结核杆菌的入侵，造成了化脓性破坏性病变，脊椎出

现了明显的弯曲。 

    抗日战争期间的艰苦条件里，冯康对抗着病魔的折磨，以惊人的

毅力坚持学习。到大学三、四年级，他几乎已经将物理系和电机系的

主要课程读完，兴趣进而从物理学转到数学，而且偏爱极度抽象的纯

粹数学。 

    1957年初，冯康来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凭借

优秀的学术能力，37岁的他很快成为三室的顶梁柱。当时中科院计算

所承担了黄河刘家峡水坝工程的计算问题，很多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

精力却长期进展缓慢。冯康后来提出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思想，

带来了漫长黑暗之后的光亮。 

    在刘家峡水坝漫长的计算过程中，冯康和同事们发现了一整套求

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计算方法，一个用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

方法——正是著名的有限元方法。 

     这一方法的发现在计算数学领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法国著

名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长里翁斯院士赞扬冯康是在对外隔绝的环境



下独立创始了有限元方法，位列世界最早。 

    1993年 8月 17日，北京的一个盛夏午后，冯康逝世。璀璨的数

学殿堂里，一颗星星陨落。 

冯端：未出国却具有国际影响力 

    同哥哥冯焕和冯康一样，冯端就读的同样也是中央大学。他 1946

年 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9

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后，历任物理系副教授、教授及固体物理

研究所所长，系博士生导师。 

    上世纪 50年代，冯端开始进行金属物理学的研究。1959年，他

开始对钼、钨、铌等难溶金属中的位错结构进行系统研究，在《物理

学报》《中国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0余篇，发展了利用侵蚀法观

测位错的技术，澄清了体心立方结构的金属中的位错结构，同时主持

撰写了我国该方面第一本专著《金属物理》。 

    70 年代中期，正值壮年的冯端开始着手激光与非线性光学晶体

的研究。在 X射线衍射貌相、电子显微镜观测技术和成像理论的基础

上，他系统研究了晶体中的位错等多种缺陷的类型、分布及其起源，

提出了在晶体生长中避免和控制缺陷的方案，大幅提高了晶体质量和

器件性能。 

    除此之外，在相变物理方面，冯端也有许多重要发现，直接为解

释相变结构变化特征和缺陷在相变中的行为提供了直观信息，对发展

铁电相变的微观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成果获 1982 年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没有留学经历的冯端，在国际物理界获得了广泛的尊重。近年来，

他总结了凝聚态物理的过去、现在与展望，并出版专著《凝聚态物理

学新论》。 

冯慧：伉俪情深终不悔 

    作为四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冯慧的轨迹和兄弟三人有所不同：她

的名字，更多时候是和“叶笃正”连在一起。这对伉俪的佳话，一直

被广为传颂。 

    和三兄弟不同，冯慧就读于浙江大学。1943年，与叶笃正结为夫

妻；1947 年，共同赴美国留学。1950 年，夫妇二人作出了一个重要

的选择——返回祖国。 

    当时辗转同乘一艘船回国的，还有邓稼先等一批中国留学生。 

回国后，叶笃正在老师竺可桢、赵久章等人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现代

气象学事业的科研，在大气动力学、大气环流、高原气象学、气候学

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领域取得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冯慧则在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研究员。 

    “文化大革命”中，叶笃正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

国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批斗之苦。冯慧和他一起从家里被赶

了出来，关进了专政队。叶笃正先是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进了“特

务学习班”。专案组要他交代特务问题，并问他在国外生活条件那么

优越，为什么还要回国，是不是领有特殊任务。许多人还对叶笃正拳

脚相加。 

    冯慧后来回忆说，那时叶笃正确实很伤心，她一有机会见到丈夫



就劝他说：“一定要想开，要坚持活下去。”对于“文革”带给他的种

种伤害，叶笃正没有过多的抱怨，他坚信报效祖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冯慧总是坚定地陪伴在丈夫身边，他们互相

照顾、互相扶持，坚持理想。（北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