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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用一生来回答“为什么”
5月15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享年79岁。叶永烈写的

《十万个为什么》和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深入人心，他为
我国的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科普类文学等都做出过巨大贡献，
其朴实无华、幽默风趣的作品，影响过一代代人的成长。

相关链接

叶 永 烈 1940 年 8 月 30 日 出
生，浙江温州人。小时候他很喜
欢看书， 11 岁起对写作产生兴
趣，开始发表作品。

因为理科成绩不错，叶永烈
考入了北大化学系，18岁开始发
表科学小品。1959年上大二的他
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第
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由
于写得文笔活泼，少年儿童出版
社看中了他，邀请他参加 《十万
个为什么》的写作。

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了 7

位上海学校的化学教师，花了一
年时间写好了 《十万个为什么》
的化学分册，但写得太像教科
书，编辑部不满意，就找叶永烈
重写化学分册的“为什么”，为此
他还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
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
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
么”，叶永烈看了大量的参考书。
那时的他只有 20岁，跟读者的年
龄相差并不大，就被少年儿童出
版社委以重任，为 《十万个为什
么》 挑大梁，成为 《十万个为什
么》的“元勋”。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成
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在
短短两三年间，竟印行 580 多万
册。

叶永烈写 《十万个为什么》
在当时拿到的稿费是 1600 多元，
算得上是一笔巨款。据说 1962年
他去提亲的时候，上门送的礼物
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20岁写作《十万个为什么》

由于 《十万个为什么》 中都是短
篇科技小品文，叶永烈写完这套书之
后觉得不满足，萌生了写长一点的小
说的想法。

叶永烈曾收集了许多当时的科学
技术新成就编成书稿 《科学珍闻三百
条》，1961 年，在此基础上，写成了

《小灵通的奇遇》，名字取自对他影响
很大的《木偶奇遇记》，主角被写成了
他从高中起就很崇拜的记者。

1978 年 8 月，这本书更名为 《小
灵通漫游未来》 出版，第一次就印了
300 万册。作品描述了小记者小灵通

漫游未来城市的种种见闻和感受，展
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景。叶永烈采
用的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形式，将科
学知识的灌输有机地融合在情节展
开之中，使许多难以理解的科学知
识变得鲜活生动起来。由于他的写
作贴近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大
获成功，他也因此被称作“小灵通
之父”。

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的叶永烈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第
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
国科幻掀起第二次高潮。

“小灵通之父”

叶永烈曾经说自己的纪实文学是
“七分跑，三分写”，所谓的“跑”也
就是采访。

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江湖野史的道
听途说、凭空捏造对史实进行扭曲改
造，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创作有着新闻
采写的气味。纪实文学创作“七分
跑，三分写”其实是很辛苦的活儿。

叶永烈说，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
1988年 10月底他自费赴京采访历

史人物，这只是他数十次赴京采访中
的一次。不断出入北京住宅区，叶永
烈渐渐对北京“地儿熟，人头熟”。当
时他年富力强，没有手机，凭借乘坐
公共汽车和双腿奔走于北京东南西
北，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他的纪实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
大量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基础
上写出来的，而这些当事人大部分集
中在北京。正因为这样，他不断往北
京跑，以致被上海的同行们称为“上
海的北京作家”。

11岁点起文学之火，燃烧了 60多
年，叶永烈留下的作品常暖人间。晚综

七分跑，三分写

大气层有多厚？天空为什么会出现彩
虹？为什么会产生龙卷风？蚯蚓是益虫还
是害虫？……知名科普作家叶永烈笔下的

“十万个为什么”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
一代代青少年通向未来的成长求索之路。

叶老曾形容自己为“一辈子的码字
匠”，一生创作了超过 3500 万字的作品。
晚年他把多年的书信、文稿、档案和创作
笔记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在一次演讲
中，叶老说：“本来想我去世之后，在我
的墓碑上写一句话：‘对不起，我不能再
为你回答为什么’。后来我想想，我现在
应该改成‘请到上海图书馆来找我’。”叶
老终其一生所致力的科学普及工作，都凝
结在了这些文字中，而这些文字所体现的
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不因叶老的
离去而停滞，通过图书馆，还有互联网等
存储介质，它们必将在未来的读者那里获
得回响。

叶老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其一是他参
与撰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中国科普
读物中，《十万个为什么》堪称最具影响
力的第一品牌。那个时候，普通人家里或
多或少都藏有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另
外一本影响甚广的作品是《小灵通漫游未
来》，这本书写于1961年。一位北大化学
系的毕业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想象人类
21世纪的生活。书中写到了可视手机、原
子能气垫船、机器人服务员、360度环幕
电影、反季节蔬菜……有些在今天已变成
现实，这需要何等的想象力。

《小灵通漫游未来》 发表于 1978 年，
正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年份。在特殊的历史
时空里，这本幻想性质的小书，激励了那
个时代的无数青年，“学好数理化，走遍
天下都不怕”成为一代人特殊的求学偏
好，与“小灵通”所畅想和召唤的国家未
来建设蓝图不无关联。中国第一家民营互
联网服务企业创始人张树新女士曾经回
忆，1978 年，15 岁正在上中学的她读到

“小灵通”，“觉得像开了天眼一样”。而正
是这次相遇，让她“对科学和科学可能导
致的未来开始充满好奇”。几年后她考入
中科大，与叶永烈一样读了化学系。

如今，互联网的发达、信息爆炸，年
轻人可以看到的书、找到的信息多不胜
数，但要说全民科学素养就比过去有多大
的进步，恐怕很难如此乐观。社交媒体
上、朋友圈里，伪科学帖子成灾，有关科
学知识、生活常识的信息，辟谣的赶不上
造谣的。网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信息，但
与此同时，对于民众的科学素养、鉴别能
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叶永烈声名鹊起的年代，科普写作
和信息生产基本上是专业人士的“精英”
行为。训练有素的撰稿队伍，高度责任心
的编辑，严格把关的出版流程……让《十
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一方面平
易近人饶有趣味，普通人也看得懂，另一
方面却也因专家把关而具有高度权威性；
这是这一类科普作家和作品深入人心的根
本原因。今天我们缅怀叶永烈，怀念的是
科学的理性精神、“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的态度，以及无数人孜孜不倦打磨、出版
一本好书、一套作品，为科学观念的普及
而献身的高度热忱。

据《南方都市报》

《十万个为什么》成绝响
科学素养普及仍在路上

有人说中国有“两个叶永烈”，一
个是科普的叶永烈，一个是纪实文学
的叶永烈，此言非虚。

叶永烈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停留在
儿童文学与科普类文学上，随着年岁
的增长和知识储备的丰富，1983年之
后，他开始由科普和科幻作品创作转
向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 《叶永烈自
选集》《红色三部曲》等。

2015年开始，叶永烈从纪实文学
转向长篇都市小说的创作，经过三年
努力，完成 135 万字的“上海三部
曲”。这三部长篇小说，并无故事上的

联系，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不同历
史时期的上海。

最近几年，他经常出国游历，边
走边写成为他全新的创作方式，出版
了一套《叶永烈看世界》。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叶
永烈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创作档案，各
种文稿、书信、照片、采访录音、笔
记、作品剪报、评论、样书等均分类
保存。叶永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
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大
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相
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成为中

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
叶永烈对自己的创作做过一次数

字总结：“前段时间我整理了我的科普
作品，叫作《叶永烈科普全集》，有28卷，
1400万字；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1500万
字；还有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21
本，现在已经全部出版，500万字。”

叶永烈曾打过比方：“我不属于那
种因一部作品一炮而红的作家，这如
同一堆干草，火势很猛，四座皆惊，
但很快就熄灭了。我更像‘煤球炉’
式作家，点火之后火力慢慢上来，持
续很长时间。”

中国有“两个叶永烈”

叶永烈，生于1940年，浙江温州人，1963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笔名萧勇、久远、叶
杨、叶艇。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
报告文学作家。

叶永烈早年从事科普、科幻创作，并以科幻
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蜚声文坛。他参与撰写
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影响了一代代读者。

作家简介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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