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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找作者，比找选
题还要麻烦。懂科学的人明白道理，但
稿子写得都跟学术论文似的；文笔好的
人，又不懂科学知识。这是让编辑们最
感到头疼的事儿。每回约稿子，编辑们
总要反复叮嘱作者，不要太难懂，要像
给你家小儿子、小女儿讲故事那样来
写。后来，编辑们干脆自己动手写出几
篇样稿，随题目寄给作者，以供参考。
这些样稿后来也被收进书中，署名“山
边石”。

约稿对象往往是科研人员或者教
师，但也有例外。当时曹燕芳手头在编
辑另一本书，书名叫《碳的一家》，作
者叶永烈是北京大学刚上大二的学生，
但写出的文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化学
元素“碳”介绍得头头是道。曹燕芳突
然冒出个念头，能不能请这位素未谋面
的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

叶永烈如今已是全国知名传记文
学作家。当年虽读的是化学专业，但
博览群书，爱好散文和小说，曹燕芳
将 《化学》 分册中绝大部分题目都交
由叶永烈主笔。最后这位年轻的作者
总共写了三百多个“为什么”，成了第
一版 《十万个为什么》 中写作篇目最
多的人。当时此书一出版引起了轰
动，《中国青年报》、《青年杂志》都开
始连载《十万个为什么》，把它视为了
青年读物。周恩来总理也很喜欢这套
丛书，在他轿车里放了一套顺手翻
阅。很多老师还把这套书作为讲课的
参考材料。在 1964 年第二版 《十万个
为什么》 面世前的短短三年内，第一
版被重印了11次。

196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了第
二版《十万个为什么》。从第二版开始，

《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好几
倍，不仅请了专业作者写稿，还请来上世
纪 60 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科
学家们参与编撰和审稿。李四光、竺可
桢、华罗庚、茅以升、苏步青、钱崇澍、卢
嘉锡，这些大家写的小文章，深入浅出，
平实可爱，有学者的严谨，也有长者的亲
切，娓娓道来的是科学的真实，循循善诱
的是科学探索精神。

据《厦门晚报》

它是几代中国人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科普图书

《十万个为什么》背后的故事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孩子们

开始埋头在书本中畅游知识的海
洋。说到孩子们读的书，有一套
图书在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中
不可或缺——《十万个为什
么》。这部少儿科普经典自1961
年第一版问世以来，目前已发行
6个版本，累计发行1亿多册。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为什
么”背后的故事。

从诞生之日到 57 年后的今天，
《十万个为什么》作为自然科学类科
普图书依然在我国原创图书中位居第
一，成为了至今未能被超越的现象级
科普经典案例。其实，许多人对《十
万个为什么》的记忆并不是科学知识
本身，而是洞开科学之窗后的那份惊
喜、快乐和满足。

人在童年时期提的问题，有的需
用一生来回答，有的却一生也得不到
答案。答案固然重要，懂得提问才是
根本——每一个“为什么”都意味着积
极的探索和独立的思考。多年来，《十
万个为什么》不断推陈出新，唯一不变
的是“为什么”这一积极的提问方式，
它培养并保护着孩子们对提问的兴趣
和习惯，使之受用一生。 晚综

●●19611961、、19621962年间年间，《，《十万个十万个
为什么为什么》》第一版共第一版共88册册，，一共收录一共收录
问题问题 14841484 个个，，印刷发行了印刷发行了 530530 多多
万册万册。。

●●19641964、、19651965年间年间，《，《十万个十万个
为什么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了第二版正式出版了，，由由88
册增加到册增加到1414册册,,““为什么为什么””的数量的数量
达到达到20002000多个多个。。

●●19701970 年开始的年开始的““大修订大修订”，”，
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但但
在那个图书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在那个图书极度匮乏的岁月里，，
2121册的册的 《《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仍是广仍是广
受欢迎的知识读物受欢迎的知识读物。。

●●19801980 年年、、19991999 年年、、20132013 年年
的第四版的第四版、、第五版第五版、、第六版第六版，，除除
旧布新旧布新，，在图书日渐丰富的今在图书日渐丰富的今
天天，，仍然是许多少儿课外读物的仍然是许多少儿课外读物的
首选首选。。

●●19981998 年年，《，《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桂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桂
冠冠。。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第一
次授予一套科普图书次授予一套科普图书。。

●●19991999 年年，，还是这套图书还是这套图书，，
又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推选出来又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推选出来，，
成为人们心目中成为人们心目中““感动共和国的感动共和国的
5050部图书部图书””之一之一。。

1958 年那会儿，上海少年儿童出
版社第三编辑室的编辑曹燕芳真被家
中小儿女给问烦了。“这是为什么？那
是为什么？”从天上的星星月亮，到地
上的楼房汽车，孩子看见什么，就缠
着她问什么，还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
底。曹燕芳当时30多岁，所在的三编
室专门负责编纂少儿自然科学图书。

上世纪 50 年代，人们对于科普知
识的热忱跟充满好奇心的孩童一样，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科普高潮随
之而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出版社无
论新老大小，几乎都参与了科普图书
的出版。

1958 年前后，三编室一口气出了
不少科普图书，可惜都是“大跃进”、

“放卫星”的产物。书页薄薄的，内容
也就一两万字，叙述更是简单生硬。
后来，编辑们提出：咱们编一套真正
有分量的少年科普图书吧！内容要
好，形式要有特色，还要让少年儿童
爱看，正好可以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
立10周年的献礼图书。

曹燕芳想起了自己孩子喋喋不休
的问题，一寻思：“干脆就出本回答问题
的书，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自己看！”

书名叫什么好呢？已故前苏联著
名科普作家米·伊林曾于1929年出版
了一本科普读物，上世纪三十年代被
译成了中文。最初里面只有一百多个
为什么，讲的主要是家里的各种东
西。这一本在民国时期就翻译了过
来，不过并未流行。书的扉页上印着
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
么办，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在译成
中文时就用了 《十万个为什么》 的书
名。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这套图书借
用了这个名字，《十万个为什么》的书
名被确定下来。

书名原是借来的

《十万个为什么》带给我们什么

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写
的科普读物的中文译本。

《《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时间线时间线

■■链接链接

《《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首版是小巧首版是小巧
的的 3636 开本开本，，封面被分割成小块封面被分割成小块，，
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学的大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学的大
厦厦，，每块每块““砖石砖石””里有一幅插画里有一幅插画。。

写作也在同时进行。一开始，曹
燕芳直接找到上海一所师范学校，请
了7位老师来写，谁知一写就花了将近
一年的时间。国庆10周年早过了，老
师们才把稿子交来，将近6万字。大家
一看就发愁了，所有的问题还是顺着
教科书上的知识提的，内容、语言也
是教科书式的，于是决定推翻重来。

那时，少儿社编辑业余还担任小
学课外辅导员。和小朋友混在一起，
为的就是了解孩子的喜好和想法，能
出一些孩子们喜欢看的图书。组稿失
败后，他们想出一个好点子：向孩子
们征集问题。

1960 年下半年，一万份 16 开大
小、打着横线的问卷被发给几十所中
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
子们。上面的问题很简单，请提一些
你想知道的“为什么”。两三个月后，
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
抽屉。

直到今天，几位老编辑依然记得孩子
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
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
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路边大树的
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
会冒白烟？这些来自小脑袋瓜的问题，让
编辑们惊喜万分。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那
么多饶有趣味的问题。按这个思路，编辑
们也自己找题目。而更多的“为什么”则
来自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

那么多“为什么”哪里来

谁来回答“为什么”

旧版《十万个为什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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