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8日，长沙市民主街，戴先生
展示肖劲光当年写给其父戴岳的亲笔
信。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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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报长沙市民多年来对湖北枝江酒
业的支持与厚爱，展现枝江酒业的爱心与责
任，特与《三湘都市报》开展“喝枝江王酒、赢
苹果 ipad、捐一元善款”活动，并成立“三湘
都市报·枝江帮困基金”。

此帮困基金由《三湘都市报》代表枝江酒
业资助受困群体， 凡每消费一瓶枝江王系列
酒均可为帮困基金注入一元善款。
�������本活动于 8月 15日开始， 持续 7个月时间，
每周将公布一次捐赠额与帮困对象，敬请关注！

已爱心帮困： 1�人次
已支付善款 2000�元

上周捐赠数额：1145 元
累计捐赠数额：10584元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谢星星

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
08级的学生刘嘉忆，成功破解了困扰数学
界十几年的数理逻辑难题———西塔潘的
猜想。不过，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起初并
不为大家所熟知。 因为刘嘉忆是个笔名，
他的本名叫刘路。

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
院长刘再明告诉记者， 经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批示，学校决定
让刘路提前大学毕业， 并立即录取为硕、
博连读的研究生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大学生破解西塔潘的猜想
西塔潘的猜想是由英国数理逻辑学

家西塔潘于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
猜想，十几年来许多学者一直努力都没有
解决。

2010年8月， 酷爱数理逻辑的大学生
刘路在自学反推数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
到这个问题。两个月后，他突然想到利用
之前用到的一个方法稍作修改便可以证
明这一结论。他连夜将证明写出，投给了
数理逻辑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杂志》。

今年5月，由北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师
大联合举办的逻辑学术会议在浙江师范
大学举行， 刘路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报
告了他对目前反推数学中的拉姆齐二染
色定理的证明论强度的研究。刘路的报告
给了这一悬而未决的公开问题一个否定
式的回答，彻底解决了西塔潘的猜想。

今年9月16日， 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
逻辑学术会议，刘路又应邀出席。作为亚
洲高校唯一一位代表，刘路在会上作了40
分钟报告。 他在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成
果，让与会专家、学者对这位来自中国的
年轻学生赞许不已。

“数学奇才”平时成绩不拔尖
按说，这个“难得一见的杰出数学人

才”应该在同学面前崭露头角，但每次数

学考试，他的成绩并不拔尖。
“这只怪我马虎惯了。考试过程中，我

的演算过程太乱、解答不太标准，都影响
加分。”刘路面对记者采访显得有些羞涩，
他的身子很单薄，略显苍白的脸上架着一
副近视眼镜。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只是运气比
别人好些吧！” 面对一拨又一拨记者的追
问，刘路很淡定。

“我出生在大连， 小学的时候很淘
气。”直到初中接触到平面几何，刘路才对
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直坚持到现
在。“数学是很好玩的， 有的人觉得很高
深，但喜欢它就不觉得了。”刘路认为，自
己只是比较喜欢自学。从初中开始，他就
开始自学数学课程。

他明年有望成为新科博士
今年7月，著名数学家、中南大学博士

生导师侯振挺教授了解刘路的情况后，千

方百计为他创造条件，鼓励他参加有代表
性的学术会议，并收他为徒。中国科学院
院士李邦河、丁夏畦、林群得知刘路的成
就后，分别向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信
推荐。在信中他们说，刘路同学在大三的
时候就已经独立解决了重要的数学难题，
可见他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数学人才。

如果不出意外，刘路将出现在2012级
新科博士生行列，于明年春天正式开始博
士生课程的学习。不过，刘路所要攻读的
博士生课程的方向和导师，目前都还没有
完全确定。

刘路向记者坦言，除了数学，他还喜
欢物理，但他权衡了一下，物理需要做大
量的试验，需要成本，对一个学生来说还
没那么多资金。

刘路还喜欢心理学，他曾设计了一组
关于认知的心理实验。然而他更热衷于数
理逻辑，他说其他感兴趣的东西等到40岁
以后再来做，40岁前要专心攻数学。

本报10月19日讯 今日，本报的老朋
友、 71岁的日本老人藤田新三专程来到
长沙，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捐赠了近三百册珍贵的日文书籍和影视
作品。

上世纪50年代，16岁的藤田新三通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长沙十四中的初二
女生沈年其结为笔友， 后来失去联系。
1996年，年过半百的藤田先生终于来到长
沙与沈年其相见，本报率先报道了这段中
日民间友好往来的故事，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本报报道被多家中日媒体转载。此后，
他先后访问中国30次，资助在日中国留学
生十多人。2009年， 年近七十的藤田新三
再次来到长沙，并在湖南师范大学学习汉
语，本报得知后，特别邀请他与沈年其一
同游览了岳阳楼。这位头发花白却精力充
沛、诙谐幽默的日本老人，被读者亲切地
称为“藤田满哥”。

今年， 在得知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日语系文学类书籍不足的消息后， 藤田
新三将自己收藏的昭和文学全集、 日本诗
歌全集等150册图书分6次寄到学校， 还在
朋友中募集了100册日文图书。 此次来长，
他特意带来了11位跟着他学中文的学生，
并带来了40部现代经典影视作品及30多本
日文图书。 ■记者 刘玉锋

“数学奇才”平时成绩并不拔尖
中南大学大三学生刘路破解国际数学难题，明年可直接攻读博士

刘路的同学高涛说，在课堂上，刘路并没有表现得与
众不同。但每到课余时间，刘路就会去图书馆，一回来，准
会带上一大堆全英文数学书籍，常常捧着看到深夜。同学
问他题目，发现他的思路与他人不一样，还会用更简单的
方法来计算或解释。

刘路说，在思考这个命题时好像灵光一现，论证倒没
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如果一定要总结点什么，可能与他平
时的积累有关吧。

闭关修行的数学奇才

本报老朋友“藤田满哥”
来长捐书

10月18日，秋日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
在人的身上、路上。在长沙市开福区民主
西街一栋老宅里， 戴岳65岁生下的儿
子———今年58岁的戴世选向记者饱含深
情地诉说他父亲的一段珍贵友谊。

戴世选说，父亲生前跟他聊天，让他
记忆深刻的就是父亲与“中国十大将军”
之一肖劲光之间的深厚情谊。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时期，戴
岳任国民革命第二军第六师中将师长，刚
留苏回国的共产党人肖劲光任该师党代
表，也被授中将军衔。两人通力合作，关系
融洽，并成功改编了粤北绿林武装邓黑七
团，使之成为第六师主力。同年7月，戴与
肖率领第六师参加北伐战争, 由粤入赣,
下浙东，定皖南，攻占南京。

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密令晋升戴
岳为第二军上将军长， 取代鲁涤平的位
置，协同“清党”。戴岳断然拒绝执行命令，
还馈赠旅费、签发护照、秘密护送肖劲光
等共产党员赴武汉。

这一别就是22年。1949年8月，肖劲光
率领解放军进军湖南，一到长沙便打听戴
岳的下落。这年冬，戴岳从新邵县来到长
沙，与肖劲光品茗把酒，既回忆北伐战斗
经过，又说到别后彼此情景。

“后来， 我父亲与肖劲光保持着书信
往来。”从里屋，戴世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

个牛皮袋，里面有封发黄的信件。展开信
纸，只见上书“希鹏先生：你的义稿和信都
收到了……先生在大革命北伐时期指挥部
队作战，是有一定功绩的，现在正编写革命
历史，希望再作一番努力！”信纸左下角署
名“肖劲光”，信是1964年7月20日写的，当
时的肖劲光已调到海军担任领导职务。

今年58岁的戴世选是戴岳最小的儿
子，“我是父亲第三房太太生的，生下我的
那年，父亲已经65岁了。”戴世选说，也许
是老来得子，父亲对自己特别疼爱，而从
懂事时起，戴世选也对父亲的戎马生涯特
别感兴趣，常会缠着父亲给我讲他过去的
那些往事。戴世选如今和妻子经营着一家
小商店，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爱好读
书看报， 看店时手里常常捧着一本书。拿
出有关父亲戴岳的资料，他还有一个最大
的心愿， 那就是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这
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收集资料。

■记者 陈月红

他想写一本回忆父亲戎马生涯的书

“我父亲和肖劲光有段珍贵友谊”

戴岳（1888-1970），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湖南新邵人。保定军官学校及陆
军大学毕业。1926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陆军第十八师第
五十二旅旅长、第四十六师师长等。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高参、湖
南省第九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官、 湘西行署主任等。 抗日战争胜利
后，闲居邵阳。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省政协委员等。1970年9月7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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