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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戴春洲先生

熊传铭3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 4"%%#$）

戴春洲教授（56%#—56#$）

! ! 戴 春 洲（ 56%#—

56#$）先生，武汉大学物

理系教授，是一位半导

体物理学家，中共武汉

大学党委委员，湖北省

暨武汉市物理学会理事

长, 曾三度担任武汉大

学物理系主任, $%%# 年

是他诞辰 5%% 周年，逝

世 "7 周年，谨以此文表

达对这位博学多识、德

高望重的老师的怀念、

追思与敬仰,
戴春洲先生，江苏省邳县人，家在戴场村, 自幼

生长在农家，祖父母是纯粹的农民，一生从事农业劳

动, 父辈兄弟二人，春洲先生的父亲戴士泽居长，叔

父名叫戴士才, 祖父鉴于自己不识字的痛苦，努力令

自己的孩子读书,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能供春洲先

生的父亲读书，而叔父读书却很少，毕生从事农业劳

动, 父亲戴士泽字润生，年少时先在邻村私塾学习，

曾在前清末年应县试不中, 稍后清廷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称洋学堂），父亲戴士泽考入徐州师范学校学

习, 在临近毕业考试之际，终因身体不适，请假回家，

调养数年才略见好转, 春洲先生的母亲不识字，一生

从事家庭和农业劳动, 父母双亲在解放初先后在家

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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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丁未，56%#）年，戴春洲出生时，

父亲在徐州师范学校学习, 春洲先生兄弟四人，他本

人行二，上有一兄长叫戴春赢，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从他三四岁起，兄弟二人就跟随在家养病的父亲识

字, 后来有两年父亲应聘到外村教私塾，他亦跟随去

学习, 学习内容就从当时的小学语文开蒙，稍后就读

四书、五经和一些古文, 再后来为了准备进学校，又

读了些小学史、地课本，学了点算术中的加、减、乘、

除, 春洲先生小时身体很健康，天资聪颖，学习很用

功，很听大人的话，家人和亲友都很喜欢他,
565# 年，父亲带他进县城以同等学力报考县立

第一高等小学，发榜时名列第一，家人亲友听到后都

很高兴, 当年春洲年仅十岁，从农村到县城只能寄宿

读书，家人放心不下；加之家中经济也困难，无力支

付较大的寄宿费用，实际未能入学, 次年秋，县立第

一高小增招，父亲令春赢、春洲兄弟二人去县城读书

之外，又鼓励好几位亲邻一道去，组织起七八个人以

走读生入学，生活用费要比寄宿生少很多, 就是这样

家里仍感经济困难, 过了半年后，县里又开办一所简

易师范学校时，父亲就叫大哥春赢去师范学校读书，

为的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 实际上春

赢毕业后，一直在本县各小学任教，用教书得到的酬

金贴补家用, 春洲后来读大学的学习费用，大哥也有

许多帮助, 春洲先生入高小后，他的学习成绩进步很

大，对各门功课都很喜欢, 56$5 年毕业时又名列全

校第一，老师和同学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
高小毕业后，他随着一位周老师（ 淮阴人）到淮

阴，考入了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食宿皆由学校供

给，费用较省，但校规异常严格，功课甚紧, 因此他更

专心于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师范学习前

期不分科，课外读过老庄、荀卿的著作，对他以后的

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认为祖国贫弱是由于

科学不发达，产生了专心攻习科学的想法, 到师范分

科时，就选修了理科，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数理化上,
56$? 年 ? 月师范毕业，在兵慌马乱中他回到家乡，

仍想继续深造, 即使家庭经济困难，他还是想要考大

学, 当时听说清华大学招生，便将证件寄去报了名,
后来因为打仗，铁路不通，未能参加考试, 那年秋季，

应聘于邳县县立第一高小任教员，教算术、地理、自

然等课,
县立第一高小开学上课仅一个多月，料想不到

的事故发生了, 一天黎明，邳县县城突然被土匪侵

占，四处枪声齐发，春洲与其他住校师生数十人，在

慌乱不明的情况中全被土匪掳去, 他们在匪窟中居

留了半个多月，实际就是绑票，精神上倍受威胁,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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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迫用了二百多元现洋才将他赎回& 当时家中并

无余款，这二百多元现大洋，全部都是由亲戚朋友转

借的& 为了还债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少数土地卖出

六七亩，这更增加了家庭的困难& 没过许久，小学又

复学了& 教学工作维持到寒假，聘用期满，他就又离

职回家& 3402 年 . 月，这时春洲先生刚满 03 岁，县

教育局委任他担任邳县土山镇小学校长& 他到土山

镇小学校去了一趟，看了看当地的情况和小学的现

状，感到没有希望& 只在土山镇住了一宿，就拂袖而

去，把委任状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县教育局&
3402 年 / 月，家里设法凑齐了一点旅费，他先

到南京，在一位同乡家借住，准备报考南京中央大学

物理系& 那时大学入学考试分两场进行，第一场考几

门重要功课，停几天出第一榜，榜上有名的再考第二

场& 他考完第一场后，立即赶到上海，报考上海劳动

大学& 因为想到中央大学费用大，考取了也不易入

学& 而劳动大学收费较少，若能考取劳动大学，入学

的希望较大& 在考过劳动大学第一场后，不愿放弃机

会，又赶回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的第二场考试& 考完

后，得悉上海劳动大学第一榜也考取了& 当时旅费差

不多已经用完，就决定放弃劳动大学第二场的考试&
向同乡借了一点钱回家& 约过了一个多月，由报载知

道，己经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 当时真是又喜又忧：

通过考试得到升学机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说是

一喜；而入学的费用很大，点金乏术，又有什么办法

呢？又是一忧& 苦等多日，一无头绪& 他也曾向县教

育局请求过帮助或借助，全遭拒绝& 当时闷坐斗室，

了无乐趣& 赴学报到日期临近，只得请先行者到校代

他请假数日，以便另想别的办法&
最后在限期届满时，靠那些贫穷的邻居和叔伯

兄弟，三元两元的凑在一起借给他，让他暂时先入了

学再讲& 人们看他还有培养前途，看到他的困难就忘

记自己的困难& 凑够了用费，春洲去到学校报到入学

后，深感求学机会之难得& 除省吃俭用外，日夜勤奋

学习& 清晨黎明即起，晚上午夜前很少入睡& 他怀抱

着科学救国的朦胧想法，在知识海洋汲取营养& 他刻

苦努力，勤勉学习，不但勤于读，而且善于记，每有心

得，便见诸笔端& 原以为读个一年半载就罢休的，想

不到经过全家人的省吃俭用，热情劳动的支持，许多

亲邻的鼓励，父亲和大哥在小学教书，这样一年两年

地坚持下来，终于一口气读完了大学，最终连他自己

也感到惊奇& 他整个读大学的时期，也是家庭中最艰

苦的时期& 为了支撑他上大学，大哥也曾肩背粗布沿

街叫卖，两个弟弟在农忙时，曾给别人打过短工&

34.0 年底，春洲先生 05 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

学物理系& 为了谋生，先就职于南京私立安徽中学，

聘用期半年，34.. 年 0 月到 2 月& 紧接着又转到开

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合同期三年：34.. 年 2 月

到 34.6 年 / 月& 当时教书的薪金，除留下最低生活

费外，全部都寄回家去，以便缓解家庭的经济困境&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经朋友介绍，34.6
年 2 月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当时计划着一

方面工作，一方面加紧自学，等有机会时出国留学

（34.. 年夏曾在南京报考清华留美考试，未 被 录

取）& 不料刚过一年，“ 七七”事变发生，就打消了这

个念头& 34.2 年春，随武汉大学迁去四川乐山& 据有

关报道，当时去乐山的学生有 611 人，教职工约 011
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在乐山任教期间，春洲先生

尽职尽责，努力搞好本职工作& 他的表现以及他后来

的工作业绩和人格魅力，为曾担任过武汉大学物理

系行政负责人的查谦与桂质廷所赏识&
我们从现在武汉大学物理大楼一楼门厅内公布

的资料可知，从 34.6 年到 345. 年的十七年间，物理

系的行政负责人中，桂质廷任职六年，查谦任职（ 三

年加六年）九年& 到 345.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查谦

被调到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物理系的行政领导职

务，如同赛跑的接力棒一般，戴春洲接替查先生任物

理系主任& 是年，全国高校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百废

待兴，戴先生团结全系教师，艰苦奋斗，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使物理系各方面得以提高& 从普通物理开

始，全面采用苏联教材，戴先生组织教师以教研室为

基础，先学好新教材，相互切磋，以保证教学质量& 理

论课变化大，原来一门理论物理课扩展为理论力学、

统计物理、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 除理论力学原已开

设之外，其余三门都属新课，系领导安排周如松、梁

百先两位教授及戴先生分别担任后三门课的教学准

备工作，他们对 55 届同学首次开出了这三门课& 数

学物理方法是全新的课程，系里派林应茂老师赴北

京大学进修，回校后在物理系首次开出&
解放初期，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实验室任务十分

繁重& 学习苏联，实验内容要更新，个数要增加；学生

人数增加，仪器的套数也要增加，实验室面对学生的

时间大大增加& 如何使用有限的经费和实验室有限

的空间，以及有限的青年教师人数等都成了问题& 戴

先生及实验室负责的老师煞费苦心，只有用扩建实

验室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在扩建实验室的过程中，李

子高师傅负责金工室功不可没，他们按照老师的要

求，设计、生产了不少新实验仪器，仿造了一些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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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增加仪器的套数, 当时很多实验仪器是购买不

到的，就靠物理系的小“金工室”加工制造, 3456 年

前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教授

来武汉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参观，还参观了学生的实

验课, 参观后他称赞道：“ 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将

实验扩充到这种水平，真不容易”,
现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二楼，厅廊上悬挂

有 5 张照片，他们都曾为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他们分别是查谦、桂质廷、

戴春洲、周如松和梁百先,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武

汉大学物理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戴春洲先生

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345& 年，春洲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即

使他不担任行政职务，在共产党内他还有党内职务

———分配他做老教授们的思想工作，团结他们一道

前进, 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团结周如松、梁百先、毕

长林、刘云山、李鼎初等教授一道工作, 同时他也十

分重视引进人才，重视物理系的理论与实验室建设，

十分重视专门化的建设和发展：3456 年，桂质廷教

授和梁百先教授筹建国内高等学校第一个“电离层

与电波传播专门化”；周如松教授领导创建中国第

一个金属物理专门化；他经手引荐王治梁教授和张

承修教授来武汉大学，组织筹办了理论物理专业；戴

春洲曾一度专门去北京进修，345& 年领导创建了半

导体专业, 关于本科生的课程建设，我向几位学兄询

问他们听课的情况, 正是在戴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

物理系从 345" 年到 3457 年，新增或加强四大力学

授课的师资力量：理论力学由毕长林、熊吟涛教授讲

授，电动力学由梁百先教授讲授，数学物理方法由林

应茂教授讲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由周如松、张承修

教授讲授，量子力学由戴春洲、王治梁教授讲授,
戴春洲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并以其

严谨、认真的学风影响了物理系的一代青年, 他为人

处世十分谦虚谨慎，注意团结，不事张扬, 在物理系

众多的老教授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出国留学，或

许他感到是一种不足, 为写此文，我向王燊教授讨

教, 他对我讲：他是 346%—3466 年在四川乐山读的

武汉大学物理系, 他读书时，戴先生教他的“ 无线

电”课，用的是英文教材, 戴先生先让同学们自学一

段内容，弄清书上的疑点和难点后，再来听老师讲

解，戴先生很注意学生的接受程度，培养学生们的自

学能力, 王燊教授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安排教普通物

理，并同毕长林、戴春洲一道钻研如何教好普通物

理，留意改进教学方法, 那时同事们见面，十之八九

大家都是讨论如何把课教好, 他们还总结过教学经

验，在全校做过经验介绍, 在 345" 年院校调整时，领

导曾把王燊教授等三人从武汉大学调到武汉水利电

力学院，这样将会影响到“电离层与电波传播”方面

的工作, 戴春洲当时是系主任，他从工作出发，乘教

育部长来校视查的机会，直接提出意见，要求把王燊

教授调回来, 后来，果然把王燊教授调回来了，这对

桂质廷教授领导创立的“游离层实验室”的工作，是

一个有力的支持,
我们几个青年人是武汉大学物理系 345& 届的

毕业生，毕业后就在戴春洲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物理系主任的职务，戴春洲教授已请王治梁先生担

任，他本人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 半导体教研室的实

验、教学、科研各个方面，一切从零开始，无论巨细，

他都亲自过问, 在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之初，真有不少

压力, 在戴春洲教授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团结一致，

勇往直前, 除此之外，他还兼任湖北省暨武汉市物理

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这些社会工作，不论份内份外，他都兢兢业业，一丝

不苟，努力做好,
不幸的是，在他第三次担任物理系主任期间，突

发重病，医治无效，于 34#$ 年 33 月 $3 日与世长辞,
戴春洲先生的逝世，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一大损失,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驻留在我们心间, 人们永远怀念

铭记着这位可敬可佩的长者，他的敬业精神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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