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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向来好争辩。1937年3月，他在《宇宙风》杂志

第36期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文章批评了他的两位

好友，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说贝多芬的《月光曲》“温

柔委婉，如怨如诉”，这属于望文生义，因为贝多芬原本表现

的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

夜”。还有李健吾《咀华集》评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

说读《岩》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交响乐）”，显然也不准确。

对此，朱光潜没有回应。李健吾却写了《读<从滥用

名词说起>——致梁宗岱先生》的长文，发表于当年4月2

日《大公报·文艺》。他承认“生风尼”确系用词不当，但梁

宗岱自己也滥用名词。

4月28日，梁宗岱又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

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副题“致李健吾先

生”，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和巴金。因梁实秋在《论文学的

美》中说，“美学的原则”可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

在文学上，遭到梁宗岱的揶揄和痛骂。同时，梁宗岱表示，

他赞成朱光潜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是油画的论断。

一个多月后，巴金在上海的《中流》杂志上发表《给朱

光潜先生》，证明《最后的晚餐》并非油画，而且朱光潜关

于“世纪病”的翻译很不恰当。

眼看论争变得越发针锋相对。6月30日，沈从文用

笔名“上官碧”发表《滥用名词的商榷》一文，以和事佬的

姿态，提出两个观点，作为总结：一是滥用名词不可避免，

不应过于苛责，即便要批评，双方也应心平气和地，不能像

梁宗岱那样“吵吵嚷嚷”；二是个别名词的使用不当，不会

决定文章的整体成败，但首先写作态度必须是诚实的。至

此，这场论争才逐渐平息。 ■ 刘浪 据《人民政协报》

谢家麟经常说：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

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从未考虑过自己要取得何等

成就，成为什么人物，获得多少报酬。几十年来，时常有

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作出回国的决定，因为如果留

在美国，他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回答永远是：我不

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有

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我留在美

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

谢家麟一生桃李满天下，十分关注青年人的成长。

谢家麟晚年多次呼吁，要建立鼓励原创性研究的体制与

机制，摆脱长期模仿的习惯束缚，摆脱实验设备“引进、落

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在“改、创”上下苦功。他提倡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研究项目低水平的重复，鼓励

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采取不同技术路线的方案竞争，从

小处突破，推动科技创新。

2016年1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国际编号为

3292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谢家麟星”，这颗闪耀在

苍穹中的“谢家麟星”，激励我们继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庆幸做了正确选择D

谢家麟：“中国加速器物理开拓者”

谢家麟（1920.8.8—2016.2.20），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祖籍河北省武

清县，1920年8月出生于哈尔滨市。1943年毕

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

学获博士学位。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国。谢

家麟的一生是与我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事业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

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

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

献。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称他为“中国加速器

物理第一人”。 ■ 高文静 吕科伟 据《学习时报》

1951年，刚刚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

士学位，谢家麟就准备启程回国。考虑到要为祖

国的微波研究事业继续作贡献，谢家麟和同学便

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钱三强，询问是

否要带些关键器材回国。得到肯定回复后，谢家

麟开始悉心准备。因为这些器材当时是禁运的，

谢家麟只能将8大箱器材作为随身行李带回国。

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对中国留学生监视

和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回国前一晚，美国联邦

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找到谢家麟，质询他是否要回

国、回去后是否愿意为共产党政府工作。谢家麟

回答：“我的妻子、孩子都在中国，我当然要回去。

共产党政府是主张建设国家的，而我留学的目的

正是要求得学识来建设祖国。”

1951年9月20日，谢家麟终于登上了回国的

游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当游轮抵达夏威夷檀香

山时，突然遭到特工检查，宣称美国政府有权禁止

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包括谢家麟在

内的8名中国留学生被限制离开美国。他写诗抒

发对家国的思念之情：“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

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谢家麟被迫返回美国后，没有正式的工作，靠

打零工维持生计，一度到卡片厂当组装工人。后

来，他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

担任助教，并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麦卡瑞斯医学

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

加速器。两年后，谢家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高能医用加速器，开拓了电子束治疗癌症的新领

域，引起美国物理学界的轰动。随后美国移民局

来信，邀请他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允诺他一流的研

究条件和丰厚的生活水平，谢家麟断然拒绝。

1955年7月，经过精心策划，谢家麟再次踏上

归国旅程。抵达日本横滨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又找

到他，欺骗说他的家人正在国内遭受迫害，邀请他重

返美国工作。谢家麟早已收到家人平安的电报，他

坚持回国，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怀抱。

回国后，谢家麟面对的是非常艰苦的科研和工作条

件，他勇挑重担，选择建造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

器，为我国以后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打下了基础。

谢家麟常称自己是实验工作者，他把自己的工作比

作“想吃馒头，先种麦子”，他认为实验物理学家最重要

的就是要有解决具体困难的能力，把一个世界先进的

尖端科技装置在现实条件下研制出来，变成实实在在

能够使用的实物。

当时，中国还生产不出来加速器的核心部件调速

管。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放弃加速器的研制，要么自己

想办法。大功率调速管的研制属于国际前沿，谢家麟

手中仅有的参考资料是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一篇论文和

一张调速管的照片。谢家麟白手起家，他下定决心自

己研制关键部件。他组织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组进行

攻关，昼夜不休、加班加点地工作。为了加工一个部

件，他们常常要抱着材料转5趟公交车，到北京东郊电

子管厂进行工艺处理。组装、排气、烘烤、激活、老化，

加速器的研制过程涉及多个领域，有的还需要特殊的

技术，谢家麟通过自己的实验和研究逐一解决。每一

项工作谢家麟都身体力行，甚至手把手地教焊工师傅

使用氩弧焊来密封高真空系统。

从研制基础部件做起，谢家麟奋斗了8年。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国第一个大功率调速管终于自行研制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台30MeV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成功

建成，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能物理成为物理学科中

的热点，各国争相开展以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建造和

应用为核心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始启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BEPC）的设计和建设，谢家麟被任命为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的总设计师。

面对各方面的艰巨挑战，谢家麟提出正负电子对撞

机方案设计的“六条”关键原则，指导完成了速调管、加速

管、能量倍增器、正电子源和高频腔等加速器关键核心技

术的创新性研制，创造了国际加速器建设史上的奇迹。

谢家麟挂帅攻关，最终确定2.2 GeV正负电子对撞机“一

机两用”的方案，既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实验装置，也为

同步辐射应用提供应用平台，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

电子对撞，宣告建造成功。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

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也创造了国际加速器建设史上的奇

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成就

时称“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

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我国从此在

τ-粲物理研究领域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谢家麟在每一项重大项目中，都极力提倡选择符合

中国具体条件的技术路线和设备，他强调应该重视核心

技术的实质问题，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与最终性能

有直接关系的关键环节上，抓住主要矛盾，好钢用在刀刃

上。有些人认为从国外直接购买装置更快更省，一个大

科学实验装置，常常是分片从国外厂家购买，国外做出

来、安装好、调试完，我们只会去按电钮。

“想吃馒头，先种麦子”B

创造国际加速器
建设史上的奇迹C

沈从文当和事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