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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然，各家媒体报道的，更多是关于 !"#之
谜的探索和研究，就如现在出现一起 !"$事件后
的众说纷纭一样。

%月 %日的《中央日报》直言：美国科学家航
空当局及天文学家对于全国各地所见飞驰天空之
“飞碟”仍无法解释……美退伍军人协会司令史蒂
曾称：若干科学家认为此种“飞碟”系以无线电指
挥飞行。又其他人士则谓之为人类想象产生的自
然现象。按去岁斯堪的纳维亚、希腊、法国及北非
发现火器，然始终未见正确解释。但 %月 &日的
《中央日报》又告知读者，《“飞碟”之谜：美人正研
究中》，并说“一俟时机到临，即派高速飞机升空追
逐”：关于“飞碟”报道，两周前始有所闻，然迄今仍
难证实，此系科学实验，抑或虚无幻觉……陆海军
及科学界，已开始加以仔细研究，以决定报告确系
事实抑或系一种幻觉。
而 %月 '日《大公报》认为飞碟之谜底为视差

错觉。%月 ()日的《中央日报》先报道了美国发现
!*$的趣闻，后又介绍各方专家的分析推论：某
心理学教授则称，此现象乃红血球经过眼膜所致。
某心理学家称：“在强烈暗示下，吾人可见任何东
西。”最后，援引军方人士意见，提出了 !*$的三
种可能：外国设计之秘密细菌武器；新式陆军火
箭；空间船。

更有精神病专家把 !*$ 与原子弹联系起
来，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热”的前因后
果。
当时，也有一种观点，即 !*$不是来自天

外，而是人造飞行器。%月 (+日的《大公报》援引
合众社的消息说：“飞碟之传闻，现已平息”。
因为“飞碟谜即可大白”，系“美陆军部研究所获
标本”所致。%月 (%日，中国工商社发自纽约的
航讯更加明晰指出：“飞碟之谜，已获解答。震动
世界之神秘飞碟，据美国各方刊载之记载所得，
该碟为直径 +) 英尺，厚 , 英尺，重约 (-) 磅，系
极轻合金片制成。该碟继航力极强，用喷射器推
进，藉无线电驾驶，并配以高度电视设备，其动
力系用混合性之原子能推进，故该碟夜间航行
时，发出燃火柴时之炽光，堕落焚烧时，则呈青
蓝光。”

! ! ! ! ('.%年 %月 %日的《申报》以《美国天空发现
“飞盘”究系何物众说纷纭》的详细报道，拉开了
!"$新闻的帷幕，并对 !"$真相予以点评，谜底
可谓端倪初露：科学家与军人均承认无法解释该
一现象。陆海军方面实称：并非军事试验用品。原
子能委员会主席李杰泰尔力证其与委员会实验
无关，芝加哥天文学家二人则称“飞盘”或出“人
造”。芝加哥大学气象台主任以为绝非陨星。

西北大学某学院院长李氏声称：“吾人现已
确知陆海军正在研究各种世间所无之事物。‘飞
盘’与向月球发出雷达信号者属于同一性质，乃
本年度最大技术成就之一，其制造经过绝对保守
秘密。”

%月 &日的《申报》试图揭开《“飞盘”之谜》的
新闻，在披露 ('.-年已有 !"$传闻外，还称“飞
盘”是苏联的火箭。

加拿大方面多次报告发现“飞盘”，欧洲各
国反响表示怀疑，实为北欧去年 () 月瑞典之
“神秘火箭”类似，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按去年
()月瑞典军事当局宣布，雷达设备测得有某种
神秘火箭，一路巡巡瑞典上空，但无法判断。事
后推测，恐系来自苏联控制下俄国波罗的海之
火箭试验云。

两天后，!"$来到伊朗和阿富汗边界。%月
()日的《中央日报》以《伊朗已发现奇异之星体》
作了报道，但当地媒体怀疑系某国的“秘密武器”。

%月 ()日的《申报》又披露了罗斯威尔事件
的剖析意见：“此物乃高空气象观测机械，气象台
所用之极普通仪器，虽则此箱形风筝内装有仪
器，但在残躯中未有仪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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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 ! ! +)(/ 年对于全上海乃至全中国 !*# 迷来
说，是个特殊的年份：现代 !*#研究在中国的开
展已经整整 /,周年了。

('%&年 ((月 (/日，《人民日报·国际副刊》
上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恒炎《!*#，一个不解
的世界之谜》、第 ((期上海《科学画报》发表了宋
启宣《飞碟———猜测中的来自其他星球的飞行器》
两文，由此掀开了新中国诞生后的 !*#探索序
幕。/,年间，就神秘莫测的 !*#谜底，社会
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倘
要追本溯源的话，早在
('.%年，当这个在当时
被称之为“飞盘”“飞碟”
“怪机”等名称的不明飞
行物，甫入中国和上海时，
就已诱发了一番唇枪舌剑！

" 章云华

! ! ! !接踵而至的 !*#，公众感到新
奇，而新闻界就 !*#的谜底，展开了
激烈的辩论。《申报》先后发表评论文
章，剖析 !*#来源。其争论持续发酵
之际，又波及到其他媒体，均有好戏
上演。
读者郭定陶 %月 (/日发信《华

商报》询问：这所谓“飞盘”到底是一
样什么东西？信中称：为什么在美国
未曾发现之前，各国都没有听说
“有”，而一旦美国发现了这样东西，
跟着又发现于巴拿马、古巴、伊朗、阿
富汗，今天的晚报又说沈阳也发现
了，而且“来自北方”。又质疑《华商
报》：十几天来的各报，都有关于“飞
盘”或“飞碟”的论战，但你们报上却
不提一字。
《华商报》反应迅速，(.日的“时

事问答”专栏即发表《“飞盘”是什么
东西？》的答复：
“飞盘”之说是 -月 +,日美国首

先发出的，头两天宣传的是“飞盘”的
“神秘”，后来又进一步进行“军事调
查”，更传说这是与火箭相同的东西，
直到杜鲁门表示不信了，才不再发自
美国。有趣的是，美国发现了“飞盘”，
于是伊朗、中国也发现了“飞盘”，更
妙的“飞盘”到底是什么东西，从来就
没有证据。

与《申报》评论的着眼点是援引

专家意见，从科技方面予以分析不同
的是，《华商报》把 !*#与政治挂上
了钩，现在看来，既敏感过度，又贻笑
大方了：“我们觉得，这个消息倒很像
去年北欧上空发现的‘神秘火箭’的
消息，当时也是绘声绘形的，像煞真
有其事的，但事后知道了，原来是某
些通讯社造的谣言。造谣的那些通讯
社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藉这些谣言来
取得通讯社老板们的政治目的。这些
歇斯底里的谣言的作用是什么呢？为
的是：挑拨人民感情，鼓动战争情
绪。”

当时辩论中，最牛的莫过于《大
公报》了，竟在 %月 (%日刊登了一篇
社评：《“飞碟”之恐慌》。
社评先称，近 ()天来，太平洋两

岸的人们都为了这种神秘的“空中法
宝”吓得人心惶惶，后又把 !*#与原
子弹“挂钩”，说这是“喜好刺激的人
惟恐世界不够混乱”而“制造出莫须
有的恐怖”的“黄色新闻家的好资
料”。继而从 !*#联系到世界大战，
说“是苏联征美的可能性”，但是否就
此会诱发新的战争，则美、苏皆不敢
轻举妄动。

遗憾的是，以科学角度看，其所
持观点却有偏颇之处，是否与当时的
政治环境有关，只好留待历史去评判
了。

! ! ! !媒体的辩论很热闹，但公众最关注的是科学家的
意见。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看，当时至少有三位科学家对
!*#现象发表了独家观点。有趣的是，他们分别是天
文学家、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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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戴文赛，天文学家，
致力于太阳系演化学的
研究。('.%年 %月 (%日
的《大公报》报道了戴文
赛作科学演讲的新闻：
《从原子能谈到飞碟之谜
盼我国科学家努力研
究》。报道中提到：“最饶

兴味者，乃戴氏对‘飞碟’
之推测，谓有 ,种可能：
或全属虚构；或为人之幻
觉；或为某一国家利用惧
战心理之宣传工具，而实
际并无重大效能者；或为
无声翼状飞机，而形似圆
形者；或为别一星球投射
之物。”

戴文赛对飞碟的分
析，与现在 !*#界认定
系幻觉、自然现象、人造
物体和太空船的四种推
测几乎一致。其中，最令
人感兴趣的是，戴文赛明
确提出飞碟的其中一种
可能“为别一星球投射之
物”，即可能是来自其他
星球的宇宙飞船，不由得
佩服其大胆、开拓的思
路。

! ! ! !王华文，气象学家。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期间
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现为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青岛观象台）。青岛观
象台原为 (&'&年 /月 (

日创建的青岛气象天测
所，!*# 大闹的 ('.% 年
期间，该台仪器中有无线
电探空仪 /部，系日伪时
设置，为当时全国独一无
二之设备，所以观测和科
研能力比较强。

面对层出不穷的

!*#报告，王华文提出，
要“以科学观点，说明‘飞
碟’之谜”。而“所谓科学
方法，即是重证据、重分
析”。他还剖析了 !*#消
息传播很广很迅速的原
因：“此事一传十，十传
百，迭经报纸登载，遂轰
传世界。也如闻所谓‘曾
子杀人’的故事，即使不
信也得相信了，而事实上
却全无此事”，而他个人
坚持认为，!*#“完全是
气球的误认，我以为实在
是太可能的”。

! ! ! !严济慈，物理学家、
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
究奠基者之一。&月 ((日
的《申报》透露：北平力学
研究院镭学所严济慈认为
飞碟飞盘说乃庸人自扰。
严济慈说：“飞碟”之

出现，系人类恐惧心理之
不自觉地显露。自原子弹
发明以来，人类无不自
危，深恐其脆弱之生命，
不能延及明日清晨，于
是，杯弓蛇影，“飞碟”“飞
碟”，满天飞矣。至于最初
究为陨石、或某一种航空
器，实不足重视，于此反
映出人类恐惧之心理，为
最重大意义。

由上述见诸报端的
文字来看，严济慈并未从
物理学的视角来分析，更
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阐述，所以 !*#系“陨
石”“航空器”的可能性
“实不足重视”也就不足
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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