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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千尺归故里! 斯人虽去魂犹存!

———怀念杰出的物理学家袁家骝教授

谢! 家! 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征得作者同意转载于《科学时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 惊悉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教授于 ’ 月

## 日在京逝世，他和蔼的音容笑貌、卓越的学术成

就，和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一起涌上心头，使我衷

心痛惜*
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年获

得硕士学位，后得奖学金赴美深造，#&)$ 年在加省

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研究* 我也曾先后在此

两校学习，但入学距他离开的时间晚了几年，因此

对这位双重学长，无缘识荆* 最初听到袁先生的情

况，是我在加省理工学院时，曾选修密立根教授（ 以

其著名的油滴实验和光电效应研究而成为 #&%’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的课，在课余的谈话中，

他表示很喜欢中国学生的勤奋和能力，特别提出袁

是他最得意的中国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袁先生

的名字，也因此知道他的学习和研究必定十分出色*
后来知道就是这位教授成了他与吴健雄教授结合的

主婚人* 与他同时在该校读书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他

当时成绩优异而生活朴素，同时多才多艺，他演奏二

胡的水平很为大家称道*
我第一次见到袁先生在 #&+( 年 , 月至 - 月间，

那时我国政府在酝酿多年之后，决定启动研究高能

物理的必要手段———高能加速器的建造* 高能加速

器是一个集中多种科学技术、综合复杂、规模庞大的

典型大科学* 我国虽然在建国之后，陆续积累了一些

人和物的基础，但因为缺少实际经验，为此在自行进

行 了 初 步 设 计 之 后，在 美 国 费 米 国 家 实 验 室

（./01）的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的安排下，组成

了一个设计考察组* 包括高能所和有关工业部门的

专家，由我和原高能所副所长钟辉带队，前往 ./01
考察，改进设计* 当时 ./01 建有世界上能量最高的

质子同步加速器，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多月，听取

了他们专家的意见，获益良多* 原来计划完成任务后

直接回国，但后来在李政道和袁家骝两教授推动下，

又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出（2/1）参观学习* 为

此袁先生由长岛亲自来到芝加哥附近的 ./01 与我

们大家见面* 他为我们介绍了 2/1 是有特殊传统的

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在 #&,’ 年首先完成世界上第一

台能量达到 %345 的弱聚焦质子同步加速器之后，

又发明了强聚焦原理，在 #&-$ 年建成了世界上能量

最高的 %%345 的强聚焦质子加速器，实开世界加速

器之先河* 这个具有质子加速器发展完整经验的实

验室，对正在起步的中国将是十分有用的* 在袁先生

有力的说服下，考察组经过向国内领导请示，决定了

部分考察组人员，继续到 2/1 访问* 我们在 2/1 访

问期间，从生活到工作，袁先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

怀* 当时部分考察人员的英语在交流时还有困难，他

就特地为考察组聘请了一位英语流畅的华人秘书，

她的帮助对我们完成考察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落实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有关问题，

我国于 #&+& 年又组织了一个高能物理代表团出访

日、美、瑞、德、法、英等国，在访美期间，一次为了解

决建造高能加速器的一个主要瓶颈———物理实验装

置中快电子器件问题，经由袁先生的安排，到距纽约

市几小时车程的当时这方面产品水平最高的 146789
公司参观并商讨采购事宜，那时代表团住在纽约领

馆，袁先生清早就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住所到领

馆接我们，驱车前往该公司，晚上要到八九点钟方能

回到纽约，而袁先生把我们送到领馆后，还要驱车回

到住所* 那时袁先生已是年近 +$ 岁的高龄了，为了

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不惜废寝忘食，奔波劳瘁，使我

们十分感动* 虽然后来我国高能加速器从质子同步

加速器改为正负电子对撞机，但加速器的技术是相

通的，这一段过程对我们加速器队伍水平的提高和

条件的准备，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 我国高能事业

之有今日的世界瞩目成就，袁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
#&&$ 年前后，我在 2/1 进行合作研究，与袁先

生和吴健雄教授有幸有些个人交往，我和我的妻子

范绪钱几次与两位教授在纽约相聚* 谈吐之间，深感

他们对国内科技发展十分关心，了解到各方面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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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时，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做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他们热爱祖国，谦逊和蔼，献身科学，淡泊名利，使我

们由衷地敬佩&
袁先生晚年组织领导了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

的建造，这是一个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 以当时、当

地的具体条件，研制这么一个先进的大科学实验设

备，其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 袁先生以他早期研制高

能加速器的丰富经验，担任该中心的指导委员会主

席，成功地克服种种困难，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

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一贯主张两岸的学术交

流，’(() 年曾邀请我到该中心讲学& 见面时发现他

身体、精神都大不如前& 此时距建雄教授逝世只有半

年，他俩志同道合，伉俪情深，同攀高峰，共创辉煌，

她的离去对他显然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袁先生治学领域之广是物理学界所少见的& 他

早期曾在当时世界能量最高的 *+,-+./+0 高能加速

器的建造中承担关键的角色；晚年领导建成了台湾

的同步辐射装置；与吴健雄合编的《 实验物理学方

法：原子核物理学》至今被实验学家奉为经典；在他

众多的学术上的创新中，他开拓了使用渡越辐射作

为高能粒子探测器的新方法& 他在物理实验、探测

器、加速器、宇宙线和无线电技术应用领域如雷达、

调频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树& 做为一位杰出的科

学家，他对物理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与他的踏实的

基础和渊博的学识分不开的&
家骝教授离我们而去了，思之令人痛惜& 他一向

关心的祖国科学事业，正一日千里地快速发展，壮志

得酬，家骝教授安息吧！

附录：袁家骝先生生平简介

! ! 袁先生 ’(’# 年 1 月 2 日生于河南省& 袁先生小时候天

资聪颖，’" 岁入天津教会学校就读& ’("$ 年，他入燕京大学，

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谢玉铭& 在校期间，他对刚刚发明的

无线电发报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与有着同样爱好的燕

大校长司徒雷登共同研讨无线电技艺& ’("3 年，经司徒雷登

引荐，他踏上了只身闯美国的旅程& 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里聚集着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

家，有发明并建造了“ 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有被称为原子

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等，他靠助学金读完了第一学期的课

程& ’(")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美国加深了对亚洲人特别是

对中国人的歧视，他的助学金被取消了& 为了继续学业，他试

着给加州理工学院寄了一份入学申请& 很快，院长密立根教

授亲自回了信，欢迎他到该校学习& 密立根曾因测出电子的

带电荷量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位大科学家的惜才之举成就了

未来的物理学大师& 此后 2 年，袁先生靠奖学金和兼作助教

继续学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 ’(1# 年 2 月 "$ 日，

他与吴健雄女士在密立根院长家中举行了婚礼&
’(1# 年，美国作为同盟国参加了二战& 有着丰厚物理学

素养和丰富无线电实践经验的袁先生受命到美国 4*5 公司

从事国防军事设施连波雷达的研制工作，这种雷达的研制成

功使飞机的飞行高度及飞机间的距离可以自动控制& 战后被

应用于民间，大大增强了民航飞机与轮船的安全系数&
二战后，袁先生先后在美国国家科学实验室和普林斯顿

大学长期从事基础物理研究，在“ 中子的来源”、“ 高能质子

加速器”、“共振物理学”等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成就& ’(2(
年以来，他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驻美工程师协会

科学成就奖& 他曾受邀担任法国、前苏联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的核物理、高能物理研究机构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先后被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聘为

名誉教授&

袁先生长期身在海外，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
他是新中国建立后代表西方与中国物理学家直接接触的第

一人& 当前，中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国际

高能物理界所瞩目，这其中也凝结着袁家骝先生的智慧和心

血&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简称西欧中心）是由欧洲多个国家

提供经费开展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国际实验室& 西欧中心与

中国之间成功的合作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才建立起来的，其

中就有袁先生的贡献& ’()# 到 ’()1 年间，袁先生为了促成西

欧中心与中国的合作，努力做了许多沟通工作& ’()" 年袁家

骝先生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 年经

西欧中心所长同意，一批开展核物理研究的设备运至北京原

子能所，从此正式开始了西欧中心与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

研究方面的合作&
’()( 年，袁先生作为美方正式成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会谈& 之后，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关怀中

国核物理、高能物理的发展，关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

制计划，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 年，双双身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袁先生夫妇向

台湾提出筹建第三代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议& 这种加速器被

广泛应用到各种科研领域，对科学和技术有极大价值，被称

为“科学神灯”& 从 ’(%’ 年起的 ’# 年间，在他们夫妻的全程

参与下，同步辐射加速器于 ’((" 年 ’$ 月 ’3 日正式启用& 这

一成果使中国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与美国、欧洲在世界鼎足

而三、在亚洲第一的地位& 在这期间，他们还频繁往来于大陆

与台湾之间，关怀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同步辐射加

速器的研制计划，并促成了南京大学等 1 所高校的学者赴台

进行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研制与使用的学术交流与访问，为中

国的科研和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