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正甫在《中国光学学会郭光灿光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捐赠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郭院士、刘院士，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同学们好！ 

五位师弟委托我代表他们在这个仪式上讲几句话，这让我感到无上光荣，谢

谢他们的信任！ 

在这个场合，我说点什么呢？想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说说这次捐赠的初衷

吧！说实话，我们师兄弟六人，都是工薪阶层，都是依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不是

富人，为什么会想起来做这次捐赠呢？总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几条原因： 

一、 师恩难忘 

没有郭老师引路，我们走不进这个行业。这不需要解释，人人都明白，没有

郭老师中国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条路。今天我们虽然都还算不上成功，但在各自的

小领域里都有了立足之地，很大程度上是郭老师把我们推到各自的位置上的。算

下来，我跟随郭老师三十三年有余，我们六人中最年轻的郭国平跟随郭老师也已

超过二十年。几十年来，郭老师给我们遮风挡雨，遇到困难时候他鼓励我们，沮

丧苦闷的时候他激励我们，一切都历历在目，永远都不能忘记！在他八十寿辰之

际，我们只能做这一点点回馈聊表寸心。 

二、 中国量子信息的奠基人应该被铭记 

最近几天，我在整理郭老师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学生世系图，期间免不了

会跟师兄弟们聊起当年我们量子光学组的落寞、穷困和不受人待见：曾几何时考

研的学生多数不愿意进我们组，当时没人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方向。我们组的研

究生来源也非常复杂，有因为种种原因转来的、有代培的、有委培的，各类学生

汇聚一堂，不论谁做的好，郭老师都会给与肯定和褒奖，这也造就了我们组包容

兼蓄的学术作风和态度！那时，我们量子光学组最大的经费也就每三年两万五千

元左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不到一万元，连打印纸都得省着用。郭老师就

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中国的量子信息行业做起来，而且做到今天在国

际上有一席之地，培养出中国量子信息行业的第一批人才。今天中国量子信息行

业有几个人能说自己背后没有郭光灿的影子呢？这事不是一般科学工作者能够

做得到的，他的信心、毅力、学术眼光，直到今天也是令我们佩服和需要学习的！



这段历史必须被铭记。 

三、 郭老师的学术精神应该被发扬光大 

1、 强大的学术定力 

量子光学曾经无人问津，量子信息很长时间也不被看好，能心无旁骛地坚持

做十几年而不转向，也不是一般人的定力能做到的！说起坐冷板凳容易，真坐十

几年的冷板凳又是另外一回事。今天，量子信息已经热到高烧不退，但他还在讲

他的量子力学基本问题、还在讲微观到宏观的关系是什么，孜孜以求两者界限在

哪儿？这种学术定力和热情不是普通人能有的！我们期望通过这个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奖，能把这种精神扩散到全国的光学界！ 

2、 学术站位值得仰望 

跟随郭老师三十多年，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学术鉴赏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

跟他一起听学生演讲、学术鉴定、项目评审、实验室评估，半天甚至一天的学术

报告听下来，他总能迅速地把最有学术价值的点揪出来，并非像多数人那样，只

看论文发在什么杂志。若干年后，你会佩服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这批人有意

无意的受到他的这种训练，并潜移默化地向下一代在传递这种鉴赏能力，这一点

造就了我们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氛围，并由此扩散到中国量子信息

行业的每个角落，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量子信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但愿这种 

学术站位能在中国光学界甚至科学界普及。 

3、 “顶天立地，品味科学”的精神 

要么攻克科学上顶级的基础问题，要么替国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把科学和

科研过程当成一种享受，这是郭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出的口号，他自己也是这么做

的。这种悠闲又不失高度的立意，在急功近利的今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这才是

传说中的科学精神。 

捐赠设立“中国光学学会郭光灿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我们期望借此能让

郭老师的这些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能在全国光学界广泛传承，更期待这种精神能

在中国的科学界生根开花。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