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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王常权对本文亦有贡献

家乡是他的文学起源地
怀念与追思刷屏朋友圈

“在科幻和现实中，我的温州老乡叶永烈先生

用笔带我们往后看，领我们往前走。”

“叶老是浙江人的骄傲。人虽已去，文留人间，

一路走好。”

“问遍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去了。”

5 月 15 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的消息传

来。一时间，几代人的记忆喷涌而出，伴随着这个

熟悉的名字，陷入了怀念与追思。怀念的，不只有

那个写过许多经典作品的作家叶永烈，还有在他作

品陪伴下快乐成长的过去的自己。

听闻他离世，家乡人民更是唏嘘不已。

1940 年出生的叶永烈是浙江温州人，祖籍乐

清七里港。在他的自述里，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行

长，但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每天开门前带领员工

读《古文观止》。”

11 岁时，叶永烈的第一个作品发表在《温州日

报》前身《浙南日报》上，这首《短歌》的小诗，70 个

字。

他跟家乡媒体的渊源颇深。本报

在创刊初期，曾因“书边草”专刊，专程

去上海找他约稿。他后来也给《钱江晚

报》写过多篇文章，并帮忙联系上海的

作家，给予了家乡媒体热情的帮助。

无论是当年的读者，还是跟他打过

交道的新闻工作者，都把对叶老的悼念

留在了网络上，留在了朋友圈里。

八十春秋一晃而过，在自己有限的

生命里，叶老为读者奉上了无数美好的

文字。而留给家乡的，是一个闪光的名

字。

我们永远记得，温州人，叶永烈。

从科普文学到纪实文学
他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1960 年，叶永烈考上北京大学化学专业。但

因为家境急转直下，为了省路费，大学前三年的寒

暑假，他都不回家。

虽然读的是理工科专业，但叶永烈骨子里有着

对文学的热爱，就像他去上大学时，行囊里装着两

本书“一部《古文观止》，一部《饮冰室文集》”。

叶永烈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每

天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图书馆抢位置，然后看

书、查资料、写作，中午到食堂领几个包子边啃边

走，就算填饱肚皮了。下午也是在图书馆里，直至

深夜。”

在北大图书馆里，20 岁的叶永烈利用学习之

外的时间写了科普小说《碳的一家》，也因此与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结缘，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

书的供稿者之一。

北大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

工作。但他心里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文艺梦。

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

个为什么》搬上银幕。制片厂厂长听说叶永烈愿意

来他们厂里工作，喜出望外，请了上海市电影局副

局长出面，正式把叶永烈调了过来。

1978年，叶永烈十几年前就已完成的《小灵通

的奇遇》出版，改名为《小灵通漫游未来》。

40 岁之前，叶永烈尝试了科幻小说、科学童

话、科学散文等多种题材的创作，硕果累累。

可就在叶永烈把科普文学写得红红火火的时

候，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纪实文学。

2018年，回乐清办讲座时，叶永烈自己也提及

过：《十万个为什么》发行量一亿多，可我在1983年

后不再写科普文章。

他开始写近代史，写重大文化人物和政治人

物。以《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

折》以及“红色三部曲”为代表的一系列纪实文学作

品，再次将中年转换跑道的叶永烈，推向了另一个

事业高峰。

他曾经开玩笑说，那段创作时期，自己是在上

海的“北京作家”，因为总是去北京采访，住在公安

部招待所。

叶永烈非常高产，这跟他的写作习惯有关，他

也是中国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

“用电脑写作方便，快的话，一天写一万字没问

题，一部两万多字的小说，两天就写好，最初我是用

286写作的。”他曾这样讲过。

采访过他的记者王常权，也十分惊讶，年过七

十的叶永烈，玩的是最先进时尚的电子产品，用得

还很溜。王常权说，如果没有叶先生这样的记忆

力，以及对资料的管理能力，是无法做到如此体量

的写作规模的。

不过，长期的伏案工作，大量的资料查找，也令

叶永烈的眼睛每况愈下。

“他的眼睛一直不好。”叶永烈的“老伙计”、作

家叶辛告诉记者。

叶辛比叶永烈小9岁，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

太认真了，在写作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一点新的信

息，立马就要生发开去，再去查资料，去

采访，去调查，用眼太厉害，才会弄成这

样。”叶辛说，叶永烈认真严谨的风格早

已有之。年轻时，他就练出了一把速记

功夫，“别人是记要点，他是每一句话都

要记。”

后来，录音笔开始普及，叶永烈便

时常随身携带。“那时我们去开全国作

家代表大会，他要把会上的发言讲话全

部录下来，带回去细细听。”

“他甚至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

双方的交谈都录下来。如果记者写的

内容和他说的不符，他就把录音拿出来给你听，说，

我不是这么说的。”叶辛说。

每年都回乐清扫墓
他把手稿全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叶永烈每年和夫人一起回温州乐清扫墓，曾跟

家乡人说过自己小时候住在铁栏巷，那是温州的

“华尔街”，有好几家银行，乐清在温州经商的杨雨

农、吴百亨、徐堇侯等人经常到家里来。

2018 年 4 月，叶永烈应邀回老家乐清，上午在

乐清图书馆做报告，下午在乐清桃源书院聊了两个

多小时，谈古论今，毫无倦意。

那次讲座中，叶永烈透露，他与名人书信来往

多，与傅雷的孩子傅聪、傅敏，庄则栋，还有27位院

士，如苏步青、夏鼐等都有通信。与夏鼐通信有九

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什么刊物可以看，《考古》

上的发掘报告是干货，他也看，对夏鼐的一个断代

有异议，就提意见，后来夏鼐在论文注解里也提到

此事。

这些书信有几千封，叶永烈逐步整理后，捐给

了上海图书馆。

当时负责联络接待的温州人张志杰，写文章

回忆了去年年底去上海出差，在参观“妙笔生辉：

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展”时，看到叶永烈的手

稿。

“工工整整，偶有修改痕迹，也用红笔清楚地

标注出。叶永烈先生注重个人写作档案的收集、整

理，将各种文稿、书信、照片、采访录音、笔记、作品

剪报、评论、样书等分类保存，2014 年向上海图书

馆捐赠8个类别的大量手稿等文献。为此，上海图

书馆首次为当代作家设立了个人专藏：‘叶永烈专

藏’。”

在一次演讲中，叶永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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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的再发现，捻开细看】 扫码详读

他与家乡的更多故事

屠晨昕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叶永烈时的

情形。“直爽、坦率，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的采
访时间，我几乎插不上话。”

那是 2011 年。当时在钱江晚报文艺部当
记者的屠晨昕，在上海书展期间，对话前来出席

钱学森百年诞辰纪念暨《走进钱学森》签售现场

的叶永烈，彼时，叶先生已经71岁了。
“他记性太好了，脑子就像一台计算机，把

所有的作品、素材、经历按照一定的程序分门别

类储藏着，随时提取。”这是很多接触过叶永烈

的记者的感受。2018 年 4 月曾陪同叶永烈两天
一夜的乐清日报记者王常权也这么认为，当然

作为温州老乡，他看到的更多——

他是一位典型的温州人。那一代聪明人的
优点，在他的身上得以集中体现，勤奋、务实、灵

活、低调。

故园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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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春叶永烈和妻子杨蕙芬的订婚照

图片来自于《双人伞：叶永烈家庭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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