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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前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我已届耄耋之年了。作为一个在科技领域徜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工作者，
在人生之旅到站之前，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足迹记录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这些可以作为他
们人生道路的参考，或许可以增添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下面主要谈的是我个人60年来在科技领域
活动的经历和体会。书中反映的事实和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相信“天生
我才必有用”这句话，要树立坚定的自信。资质超人当然占有优势，资质差些也可以用加倍努力来补
偿，“成就”并不是天才者的专利。我在《院士风采》一书中所提：“科学王国大公无私。人的能力
有高低，成就有大小，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努力，一分成果，这是永远如此的。”这正是爱
迪生所说，天才是99％的汗水，外加1％的灵感的意思，也是我在此书中特别要向青年传达的信息。第
二，有人把个人未来的发展过分依赖能否进入名校、遇到名师。当然，追随名师左右，与名师经常接
触，春风夏雨，耳提面命，名师出高徒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理论方面。但这样的
机会并不是容易遇到的，而对实验科技工作者而言。接受了合格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后，他的成长更依
赖于一个实验室的整体互学作用和业务上自学能力的锻炼。第三，对实验工作者而言，应该注意“手
脑并用”。在科技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大科学，理论与实验有明确的分工，不能要求大家都是“全
面手”。但一般的应用性技术研究，用理论指导实验，用实验检验理论，理论与实验是同等重要、缺
一不可的，而做实验就要有动手的本领。只有“手脑并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的进展。第
四，在实验室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要依靠长期实践的积累，它不是书本或老师可以教给你的，
而要靠锲而不舍的努力。这需要个人兴趣来支撑。第五，“原创”是科研的精髓，是我国持续发展的
关键。它与“跟踪”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建立鼓励“原创”的环境和机制。第六，发展科技需要建立
国际一流的大学和实验室。“一流”并不是指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而是指能够在某些学术领域占据
国际一流的地位，产出重要的成果。第七，实验工作多属具体细节，周期长，牵扯问题又多，也不一
定有显赫的结果，这样的工作也许有人认为只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实际上这正是科技发达国家机
体中的血肉基础，没有局部的细小成就，就没有伟大整体的出现。第八，年龄高的科技工作者，从科
技发展前途出发。要主动让路给青年工作者，让他们来挑大梁，当好他们的顾问。另一方面，如果健
康许可，也应做些本行的、力所能及的、规模较小的研究，“老有所为”，充分利用自己一生积累的
经验，为国家建设添砖添瓦。下面我想介绍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就是以上8个方面的具体例证。我从
大学到留学，都是学习物理的，但一生所作所为又大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早就有自己动手的习
惯，形成了“说”与“做”统一的倾向。但我从事的是一个狭窄的科技领域，因此书中的一些观点。
可能是“以管窥豹”，难避“经验主义”之嫌。因为所谈内容主要是永在发展中的科技领域的活动，
故将此书命名为“没有终点的旅程”。书中自然要牵扯一些具体的科技问题，为了照顾非科技专家的
读者，我尽力避免讨论一些技术细节。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从事工作的性质和时代背景做些必要的说
明。因此，书中除一般叙述外，凡技术性较强的内容，都放在“注释”中。在科技飞速发展、日新月
异的时代，谈到几十年前的技术问题也许会使人感到幼稚肤浅、不值一提；但不提这些问题，就不足
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因此。把问题放在时间、地点、国情等条件与今大不相同的历史角度来认识。是
我所寄望于读者的。为了供一般读者阅览，我在叙述中避免使用图表、公式，这就难以避免用语言描
述的罗嗦。此外，我已届耄耋之年，记忆不佳，几十年前事件的细节，难免挂一漏万，叙述不够全面
，但我在这里竭力做到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关于此书的结构，既然是传记，叙述当然以时间为主轴
，但有时则是按标题性质的综合介绍更为恰当，这样时间上就参差不齐了。最后。我把经历过的在学
术交流中遇到可纪念的人和事录下，也许有些方面可供参考。一般读者可能不熟识的人，在“注释”
中将略加介绍，但对我的同事和科技界大家熟知的人物，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个人负责研制成功的有
相当规模的几件科研项目(除在美研制的医用加速器外)，包括筹备和结尾，大多用了多年的时间，如
：(1)1953～1955年，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2)1956～1964年，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
发展的加速器；(3)1980～1986年，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4)1987～1995年，研制北京自由电子激
光；(5)1989～1991年，研制前馈控制；(6)2000年至今，研制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以上(1)、(5)、(6)
属于创新研究；(2)、(3)、(4)属于填补我国空白，独立自主研制，主要是跟踪国际发展的大科学装置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方面“跟踪”是必须经过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对我国封锁
、苏联对我国保密的情况下，对于自行在高科技领域“跟踪”研制的意义与作用，我曾写过几句话表
明自己的感受：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从发展过程上讲。“跟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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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难免的。同样从发展历史上讲，我们必须随着时代的不同，摆脱“跟踪”，独辟蹊径，才能成为科技
强国。周总理曾说过，我们要“一买、二用、三改、四创”，这是至理名言，指明了我国科技发展的
道路。我希望大家要永远铭记。

Page 3



《没有终点的旅程》

内容概要

《没有终点的旅程》为谢家麟院士的自传，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他师从名家刻苦求学、突破封锁报效祖
国、历尽艰辛终成大业的传奇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生动，有战士的坚毅，
也有诗人的浪漫。青年时代意气风发：一心烧炼人笑痴，满箱密件是顽石。春风蜜月谁为伍，火炭风
箱度乱时。归国受阻怒发冲冠：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八梦
游。十年浩劫忧心如焚：飒飒秋风到古城，残花剩柳尽凋零。漏迟夜长人不寐，依稀闻得晓鸡鸣。成
就伟业豪情万丈：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展望未来满怀希望：老来藉
会到凉州，千古烟霞眼底收。绿被兰山左氏柳，雄关嘉峪古城头。黄沙漠漠丝绸路，白雪凝川水流。
石室宝藏观止矣，跃登天马莫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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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家麟，1920年8月出生于哈尔滨。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赴美留学 1948年获加州理工
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回国途中被扣，重返美国，先后在奥立根大学、斯坦
福大学微波实验室任职。后在芝加哥领导研制成功使用电子治癌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1955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副所长、原“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
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等职。50至60年代，领导完成可向高能发
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大功率速调管和电子回旋加速器等科研项目；80年代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工程的设计和建造，90年代领导建成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现从事新型加速器研究。曾获科学大会
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等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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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我的家世和童年　一、家庭背景　二、动荡童年第二章 求学时代　一、汇文中学　二、
燕园弦歌　三、武大借读、燕京复校第三章 走向就业　一、桂林山水甲天下　二、日寇进犯，逃难昆
明　三、第一次接触高频、高压工作　四、日本投降，北上还乡　五、留美考试第四章 留美生涯　一
、加州理工学院　二、斯坦福大学　三、斯坦福人物志　四、攻博之路第五章 破碎的回国梦　一、回
国受阻　二、俄勒冈大学执教　三、重返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第六章 研制世界上第一个
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加速器　一、背景情况　二、无例可循，自辟蹊径　三、克服困难险阻，享受
成功喜悦第七章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一、再次踏上归途　二、回国初期的一些学术活
动第八章 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一、“想吃馒头，先种麦子”，一件远远超前的研究工
作　二、室内承担的其他任务第九章 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　一、高能加速器的筹划　二、历史背
景——八七工程　三、方案调整，BPS下马　四、上下求索，起步艰难　五、曲折前进，方案落实　
六、设计预制，制造安装　七、心余力拙，主动让贤　八、建造BEPC的经验给我个人的感受　九、邓
小平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第十章 北京自由电子激光的研制　一、历史背景　二、装置简介　三
、立项启动　四、排除困难渡过难关　五、锲而不舍终抵于成　六、经验教训第十一章 国际合作的“
前馈控制”研究　一、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加速器实验装置　二、“前馈控制”研究
　三、BNL的生活点滴第十二章 一个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诞生　一、老有所为，束流应用　二、创
新四步曲　三、产业化的艰巨历程第十三章 交游散记　一、兰州近代物理所与中国西部之游　二、我
国的几台同步辐射装置　三、美国几个实验室掠影　四、记法国科学家勒布蒂特　五、韩、日之旅　
六、俄、乌之行　七、巴西掠影　八、处女岛记事　九、阿拉斯加之游第十四章 人生感悟、青年寄语
　一、跟踪与创新、引进与自制　二、寄语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　三、自主创新，路在何方？——兼
谈高档次科技人员的培养附录　谢家麟生平活动年表　谢家麟部分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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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章节摘录

第七章 白日放歌须纵面，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再次踏上归途1955年7月初，我终于再次踏上回国的旅
途。4年的羁留，一朝得到解放的欣慰，心情振奋，可以想见。但好事多磨，就在我得意之余，因为
一件个人事情，又引起意外的干扰和阻挠，过程复杂，无关科技，这里不行详述。在我最后平安地回
到北京之后，因中誊隔离多年，人民希望了解美国的情况，《人民日报》的主编要我写～篇介绍当前
美国社会情况的文章。一般说来，在美生活、工作了8年之久，应该对那个社会有些了解，可是实际
上，我们这些人接触到的，除了大学就是科研单位，对社会的了解可说是“以管窥豹，只见一斑”，
可能是很片面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写了一篇“我所见到的美国”，登载在1956年9月的《人民日报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些观感和印象的部分内容。迄今又过了50多年，美国社会风云变化，与我那时
的印象已是大不相同了。这里就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吧。留美见闻我所见到的美国（1956.09.07）一个人
对自己祖IN以外的IN家的认识，一般说来是很难全面的。因为他的见闻，常常为他在那个IN家内生活
的圈子所限。因此．下面谈的一些个人的印象，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说到印象，不但有地方性，而
且也有着时间性。换句话说，从表面第一次观察事物与经过长期体会所得的印象，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1947年初到美国时，国内正是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经济极端紊乱，民不聊生的时候，而美国
则由于过去战时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关系，一般人民手里还比较宽裕，市场上呈现着表面的繁荣。看
到满街道的汽车，五颜六色的住宅百货公司拥挤的顾客，不由感到他们经济上的稳定和丰裕。但是居
留8载之后，对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才逐渐有所体会。这里就简要地谈些我的一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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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精彩短评

1、喜欢读人物传记，能从中体悟到人生，这本书就是这样！
2、看后很有感触.送货快
3、HAO 不错的数写的很感人
4、这本书内容比较的好，但比较简略，有些地方一笔带过，篇幅整体来说比较小，书的质量也不是
很出众，所以还行吧
5、那时条件不好，教育也不发达，人才杠杠的！
6、还没看，但感觉不错！
7、书很好,精致,封面漂亮,内容很好,
8、没有终点的旅程是我逛当当的时候注意到的一本书，谢老的名字一直如雷贯耳，看了他的这本书
对他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敬仰之心更上一层楼~
9、谢老是老爸当年的同事加导师，所以，对他的这本书特别喜欢，不单单自己看，还要买来送人。
10、比书店便宜，物有所值
11、含金量。。。
12、老头子很好玩哦
13、写得不错，思路清楚，反应做事的方法
14、谢老写的内容很详实，引起对那个时候的联想。
15、自传，不错的一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生动，战士的坚毅、诗人的浪漫
。读过此书默默良久，觉得我们迷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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