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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戴先生的这些很有特色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重

视和大量引用- 他与美国科学家合作的关于中微子振

荡中 45 6 7 破坏的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

899& 年科技部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899# 年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结果中，戴先生的论文被引用篇数名列前茅，

戴先生的科研成就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戴先生今年已 &% 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在科研

前沿，他的一篇解释一个新发现的共振态质量比预期

低的论文，刚刚（$%%& 年）在著名的 :5;4 杂志上发

表- 他的这种老当益壮、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敬佩-

半个多世纪中，戴先生以深厚扎实的数学和物理

功力，广博精深的理论物理造诣，严谨踏实的科学态

度，执着的对粒子世界真谛的追求，认认真真做学问，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对于我国理论物理事业及理论物

理队伍的建设，戴先生以多种形式作出了实实在在的

贡献- 戴先生以自己的风范，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祝戴先生健康长寿！

永攀科学高峰的戴元本老师!

黄朝商8 ! ! 金洪英$ ! ! 黄明球" ! ! 毕效军< ! ! 李文君’ ! ! 李新强=

（8!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8%%89%）

（$! 浙江大学物理系! 杭州! "8%%$#）

（"!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长沙! <8%%#"）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8%%%<9）

（’! 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 新乡! <’"%%$）

（=!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7@ A12(B3 理论物理研究所）

!! 黄朝商，金洪英，黄明球，毕效军，李文君，李新强参加本文的写

作，由黄朝商执笔

! ! 我们考入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非常

幸运地成为戴元本先生的学生，从此开始向他学习

做学问、做事和做人之道- 亲聆他的教诲，对于我们

的一生都受益匪浅- 戴先生对科学的执着的追求、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老一辈科学家所特有的朴实的

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们，并给予我们无限的

启迪！他平易近人，和学生亲如朋友，像春风化雨，

诲人于无形- 有句名言说得好：“ 一位好老师，胜过

万本书-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戴老师是一本永远也

读不完的书！

在三年多的博士生学习时间里，我们慢慢走近

戴先生，我们亲见他老人家的身体力行，亲耳聆听他

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深深地感受到了他身上伟大的

人格魅力以及激励着我们前进的高尚品德和精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8! 认认真真做学问

从师以后，我们感觉最深的是他对科学的执着

的追求和永攀科学高峰的精神- 戴先生对研究工作

的认真负责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当他怀疑某个

数据时，他会不厌其繁地和我们讨论几遍，甚至十几

遍，并亲自验算全部过程- 对于工作中每一处疑点，

每一个不是完全清楚完全搞明白的地方，戴先生都

不会放过，如果不是彻底清楚，不是有了充分把握的

工作，戴先生一定不让投稿- 记得有一次，毕效军刚

刚完成了一个工作，他把文章初稿给了戴先生- 一天

上午他有事情没有去所里，等他到所里的时候，每个

碰到他的人都说戴先生在找他，他心里很紧张，不知

道是什么事情，赶紧给戴先生打电话- 戴先生说他在

文章中某一处是不是搞错了- 在电话里讨论了几句

没有说清楚，戴先生就马上让他去他家里讨论- 后来

搞清楚了，在计算中并没有错误，只是写文章的时候

没表达清楚，令戴先生产生了误解- 弄清楚后，戴先

生才同意修改后投稿- 刘东胜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课

题是运用 CB)(B D E1/*B)BF（CE）方法研究作为夸克反

夸克束缚态的 GH/IJ)H3B 粒子（ 如 ! 介子）的性质-
看到别的同学已经发表了论文，他有些焦急，每当在

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点结果（如在朗道规范完成了

计算）时，他就想写一篇论文- 但戴先生总是不同

意，坚持要等到取得有说服力的成果时才写论文- 虽

然当时他不大高兴且不以为然，但后来想明白了，才

认识到，在那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风气盛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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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生认认真真做学问，认认真真教学生，不随波逐

流的高尚品格，值得大家一辈子学习&
戴先生已经近 21 岁高龄，但他身体硬朗，精神

矍铄，坚持做科研，有时还工作到深夜& 他不断学习

新东西，对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了如指掌，指

导学生、博士后和合作者在重要前沿领域不断做出

新的工作& 他学习使用计算机，如此高龄还学习计算

技术用于科研& 有一次在重复别人结果的过程中，李

新强遇到了一些困难，无法得到别人的结果，为了检

验他的结论，戴先生更是亲自编写程序来进行验证&
为了保证最后的结果没有错误，戴先生要仔细检查

和询问程序的每一步和每一个细节&

0- 循循善诱，教书育人

理论物理是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 为了把

学生培养成能在国际科学前沿工作的研究人才，他

自己不仅对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了如指掌，

而且还引导我们广泛阅读文献，积极参加学术活动，

培养综合分析能力，使我们了解本领域的发展过程

和最新学术动态，并能够在导师指导下自己选题，或

者在导师选定题目后能够明确主攻方向& 他曾说过，

做研究时不要局限于自己的经验，眼光要放开，看到

各种可能走的路，而对每一种可能的路要坚持走到

底，这样得到的结论才可靠& 特别令我们终生难忘的

是他的谆谆教导：对于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物理思

想，对于理论物理研究，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计算

（解析计算和数值计算）也同样重要& 有一次完成计

算后与戴先生讨论，发现正负号与预期的不一样，经

检查原来是由于费米圈的负号被漏掉了& 戴先生语

重深长地说，完成一项研究工作，有了好的物理思

想，还要有准确的计算，正负号马虎不得&
戴先生理论功底深厚，物理图象直观，是深受学

术界敬重的名师，对此我们有深刻的体会& 黄明球回

忆说：“记得我做研究生时，重夸克有效理论刚提出

来，我在跟踪学习此理论时，尽管公式推导都搞清楚

了，但对其物理图象还不是很清楚& 在和戴先生讨论

时，先生用氢原子做了形象的比喻& 当质子质量为无

穷大时，质子的作用仅提供电磁场，电子的运动和质

子是退耦的& 与此类似，在重夸克极限下，重夸克的

作用就是提供色场，轻夸克和重夸克退耦& 简单的对

比，让我对物理图象有了清楚的认识& 还有一次，大

概是在 4556 年，顶夸克发现以后，我问戴先生顶夸

克会不会和轻夸克一起形成强子态& 戴先生想了想

回答说：如果能形成束缚态的话，顶夸克在衰变为底

夸克和 7 玻色子之前，轻夸克要绕它转了一圈才

行& 顶夸克很重，衰变寿命很短，远小于转一圈所需

要的时间，故不能形成强子束缚态& 清晰的物理图

象，把 复 杂 的 问 题 简 单 化 了，给 我 的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戴先生对于工作认真负责，对于带学生也是同

样一丝不苟的态度，对此我们的体会尤为深刻& 戴先

生每天到所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研究生办公室

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工作进展怎么样？对我们提出

的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对某些一时解释

不清的问题，过后也会或者当面或者在电话里解释

清楚& 毕效军回忆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深有感触

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做戴先生的学生一定很

辛苦，所里的研究生这么问过我，其他一些老师也这

么问过我& 的确如此，在做戴先生研究生的三年里，

我一直非常紧张& 几乎每周戴先生到所里来，都要和

我讨论工作的进展情况& 对于他所指导的每个工作，

虽然具体的计算由我来做，但是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戴先生都认真思考过，从来没有放手不管的时候& 因

此，和戴先生的讨论都必须是切实地针对工作的，所

以我就不能停下来，要让工作一直进展才行& 我想，

自己遇到对于学生如此极端负责和认真的戴老师，

真是太幸运了& 想到他已七十岁高龄，还要为我的具

体计算操心，有些时候让我觉得有些不忍& ”毕效军

来所里第一年，戴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把腿摔伤了，

只能待在家里养病，即使那个时候，也没有丢下他不

管& 戴先生让毕效军每周到他家里去讨论，这样持续

了几个月& 戴先生虽然学问博大精深，但是与学生讨

论问题时从来都是平等谦和的& 在讨论时戴先生总

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鼓励学生发表意见&
戴先生带学生认真负责，从下列小事也可见一

斑& 有时，为了金洪英的论文，戴先生会一大早到研

究所去找他& 金洪英那时常常睡懒觉，所以所里时常

可以听到戴先生找金洪英的声音& 这一时成为同学

们的笑谈& 金洪英带有歉意地回忆道：“约好讨论的

时间，戴先生总是比我早到，他耐心地等我，即使我

到得很晚也从没生气过& ”

戴先生对学生关怀备至& 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

关心着我们的学业& 上世纪 21 年代他到美国访问，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邮件，他就写信给学生，询问研

究工作的进展，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并寄给学生有

关的最新资料&
戴先生善于因材施教& 李新强在研究生期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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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做一些有关 4 物理方面的工作，对 567 求和规

则的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 在做一项需要用到 567
求和规则的研究工作时，戴先生给他详细地讲解了

该方法的思路以及一些具体的计算技巧，从而使他

很快地掌握了这一方法，消除了他在看文献过程中

所遇到的很多疑问- 而且好多时候都是戴先生的一

句话，让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戴先生释疑解惑时

的真知灼见令他终生难忘- 在做这项工作期间，他深

深地体会到了戴先生那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渊博的专

业知识- 通过这项工作，他不但从戴先生那里学到了

一些专业知识，更是学到了如何做科研，如何做学

问- 特别是后者，将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很大的

影响- 黄明球在学习手征对称性时，对手征群的变换

以及手征拉氏量的构造搞不清楚，向戴先生请教，戴

先生给他解释了很久，见他还是一脸迷茫的样子，就

对他提出的问题专门写了讲稿，第二天在教室里为

他详细地讲授了一上午- 黄明球回忆此事时充满感

激地说：“手征理论我是戴先生口授学懂的- 可以这

样说，我是戴先生手把手引进科学殿堂的- ”

戴先生是真正了解他的学生的，对于学生的优

点和缺点都清清楚楚，督促学生改正缺点，鼓励他们

发扬优点-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刚开始做科研时，没

有能够从过去读书考试的模式中转到需要创新和勇

气的科研工作中来- 考试需要的是把书读透，方方面

面都掌握，不能有任何的遗漏- 可是科研需要的是创

新，是抓本质，需要大胆设想，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戴先生就不断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真可谓是苦

口婆心，在一个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或在进行当

中，或在结束的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时机，戴先生都

会提醒一下-
戴先生对学生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 很多时候

那些问题涉及到了工作中的细节，这些本来是该我

们学生自己去找答案的- 戴先生除了指导我们之外，

还有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戴先生对于工作中的这

些细节问题从来也没有推托过，都要认真去想，一时

想不清的，过几天也肯定会给我们答复- 每个做科研

的人都明白，从自己正投入的一个工作转而去思考

另外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尤其是很具体的问题，确实

是很不容易且很费时间的一件事-
戴先生治学很严谨- 李文君回忆：“ 有一次，我

问戴先生一个问题- 戴先生为我作了解答- 我简单记

了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不作深入思考了- 没

想到，后来戴先生专门查了文献资料，又详细地为我

讲解了一次- 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被戴先生严谨的

科研作风所感染- 每次和戴先生的讨论，不仅使我在

问题的理解上豁然开朗，进步许多，更使我接受了一

次精神上的洗礼- ”黄明球回忆起戴先生帮他修改

论文时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当我完成一篇论文

的初稿，戴先生一个单词、一个句子的修改，修改完

以后会告诉我为什么要如此修改，使我深刻地体会

到了戴先生治学的严谨- 许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保

留着戴先生给我一字一句修改过的论文- 我现在也

指导学生了，我时刻告诫自己，一定要传承这种严谨

的治学学风- 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攻读学位那几年，现

在回想起来，尽管很辛苦，但它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

光- ”

戴先生注重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材- 在科研实

践中培养我们对科研工作的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作

风- 对理论研究工作中的每个结论、每个数字都要负

责- 对结果的适用范围近似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要

有清楚的了解，决不能去凑实验- 这些严格的训练使

我们终身受益-

"! 言传身教，良师益友

戴先生话不多，但宁静谦和，平易近人，就像是

邻家的一位长者- 在和戴先生的接触中，他的每一件

事都在教育我们，影响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戴先生对人非常和蔼- 在准备博

士论文答辩和申请博士后位置的那段时间，由于经

常需要戴先生签字或写一些评语，每次去找戴先生，

戴先生都是非常和蔼，非常热心- 戴先生衣着朴素而

简洁，日常生活过得非常简朴- 在和戴先生讨论问题

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推导一些公式，为了节约纸张，

戴先生经常在一些用过的废信封或废纸上推导- 一

直以来，戴先生使用的打印机还是那种老式的，而且

由于出现了一些毛病，每次打印时都需要用手一页

一页地放进去打印- 一台打印机让别人修了好多次，

他都舍不得换新的- 很多年来他用的电脑都是老式

的，还没有所里学生用的新，屏幕不大，尽管字调到

最大，可老人家看起来还是很吃力- 直到最近才换了

一台大显示器的新电脑- 有一次，李文君上大学一年

级的表妹来所里找她玩，临走时说，这里的老师穿得

真土- 生活上简简单单，事业上精益求精，她的表妹

和那些没有处于我们这个环境中的许多人一样，对

此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理解的-
戴先生对学生的生活很关心- 李文君满怀感谢

地回忆：“记得我刚来北京不久，戴先生还专门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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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和食堂伙食等情况，问我是否习惯& 得知我

要结婚了，戴先生和夫人专程到青年公寓的宿舍，送

我礼物作为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黄庄小区离青

年公寓不远，但他们路不熟，很远就下了出租车，步

行走来了& 这对于一般人不算什么，但对于两位六七

十岁的老人来讲，却是很不容易啊& ”

戴老师不但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通今博古，

学富五车& 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开会，在大巴上大家聊

天，谈起“逐鹿中原”时有人问当时的中原现在是什

么地方，很多人都答不上来，最后还是戴先生笑着告

诉了大家&
戴先生风度儒雅，胸怀宽阔，顾全大局& 他待人

接物、为人处世的态度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他申请重

点基金时，总是从全局考虑，组织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兄弟

单位参加&“ 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招生，他的学术成

就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结果

他招了多名学生& 当时国内还比较闭塞，到国外学习

可以更快地进入国际科研前沿& 一有机会，他就主动

推荐他的学生去国外深造& 后来那些出国的学生回

来时每次都要去拜访戴先生，他们衷心感谢戴先生

的开明，感谢戴先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
另外一件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情，但戴先生却似乎本着同工作中一样认真的态度

去做的& 所里有一些例会，全所的人，包括研究人员、

研究生和二线人员都要参加& 但有的会议内容和科

研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有的科研人员不来参加，像戴

先生这么大年纪更没有人要求他来参加& 但我们发

现戴先生几乎每次都来参加，坐在人群中认真开会&
开始还觉得不以为然，但许多次以后，却忽然觉得戴

先生的做法，在无言中似乎恰恰体现出戴先生为人

处世的态度来，在默默表达着自己的一种信念，于是

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的成功，

在于坚韧不拔& 戴先生淡泊名利的胸怀，乐观旷达的

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执着的追求精神

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
戴老师一生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 虽然

我们离开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学习阶

段，但是，他的优容敬业，爱生若子，他的见微知著，

言传身教，还有他的有教无类和嘉言懿行，如清泉，

如甘露，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
在戴先生 21 华诞到来之际，敬祝他健康长寿，

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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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热疗物理学 刘静 42& 11 0112 年 3 月 统计力学（第二版）（影印） 5& 6+!%*7( 84& 11 0112 年 0 月

惯性聚变物理 沈百飞 /3& 11 0112 年 3 月 量子统计力学（第二版） 张先蔚 30& 11 0112 年 0 月

激光的衍射及热
作用计算（修订版）

李俊昌 42& 11 0112 年 3 月 输运理论（第二版） 黄祖洽 42& 11 0112 年 9 月

天文学科、数学
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

.3& 11 0112 年 : 月 高磁场超导磁体科学 王秋良 42& 11 0112 年 9 月

物理学学科发展
研究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

:2& 11 0112 年 9 月 聚变能及其应用 邱励俭 84& 11 011/ 年 90 月

力学学科发展
研究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

02& 11 011/ 年 9 月
拉曼 布里渊散

射（第二版）
程光煦 82& 11 011/ 年 90 月

仿真影像学技术 罗立民等 32& 11 0112 年 : 月 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黄祖洽 .4& 11 011/ 年 8 月

微纳米 ;<6 器件失
效机理与可靠性理论

郝跃 刘红侠 /2& 11 0112 年 . 月
半导体的检测与
分析（第二版）

许振嘉 82& 11 011/ 年 2 月

磁性量子理论———材料的
磁学性能（第三版）（影印）

=& ;& >!)"? 42& 11 0112 年 0 月 薄膜结构 @ 射线表征 麦振洪等 :1& 11 011/ 年 / 月

半导体物理电子学
（第二版）（影印）

6!?,A 6& B) 82& 11 0112 年 0 月 C 波超导体 向涛 :2& 11 011/ 年 3 月

碳纳米管———从
基础到应用（影印）

D& BE)F?*’ 81& 11 0112 年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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