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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浩 章咪佳

971篇《十万个为什么》
326篇是他写的

昨天，记者联系上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编

辑部主任岑建强。他说，叶永烈参与了每个版本

的编写；而且统计下来，从第一版到第六版，每一

版中他都是创作量最多的作者。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找上一个化学系

学生？

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分物理、化学、天

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 5 册，曹燕芳是负责化

学册的编辑。

当时，她物色了不少撰写者，包括有上海

的大、中学校的老师，但她总觉得写得太像教

科书。这时她想起一位叫叶永烈的年轻人，之

前有一本科普小书《碳的一家》，正是由她编辑

的。

于是，她联系上叶永烈，寄过去一些“为什

么”的标题。叶永烈果然不负厚望，写得非常活

泼。于是，他开始五篇十篇地写。最后，在化学

分册 173 篇中，出自叶永烈之手的有 163 篇。

岑建强说，曹老师选中叶永烈，一是他能深入

浅出，把答案讲得很易懂，二是文笔非常好，让编

辑非常放心。好到什么程度？岑建强说：“他通篇

稿子里，读下来都是亮点，无懈可击，简直连标点

符号也没有错误。”

之后，叶永烈还参与了天文、气

象、农业、生理卫生等分册的编写。5

册全部完成时，971篇《十万个为什么》

326篇是他写的，超过三分之一。

岑建强参与了第五版和第六版的

编写，也曾与叶永烈交往、共事多年。

他的记忆里，叶永烈对曹燕芳非常感

激，“叶老师把她视为引路人”。

正是因为参与了第一版的编写，

叶永烈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也一直

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对曹燕芳老师的

知遇之恩，想着回报出版社。”岑建强说。

2010年前后，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计

划提上日程，岑建强把70岁的叶永烈请来参加座

谈会。“本来想让作为前辈的叶老师传授一些经

验，没想到他还认真做起了笔记！”岑建强觉得，论

经验可能他是最深的，但他这样谦虚，是一个怎么

夸都不为过的人。

提着这套书去谈对象
一生伉俪情深

1961 年，《十万个为什么》出版，让人想不到

的是，这套书还成为叶永烈和妻子半个多世纪爱

情的美好起点。

多年以后，叶永烈和杨蕙芬在回忆录《双人

伞》里回忆了这段。

1962年，叶永烈暑假回温州老家。表姐沈佩

瑜是温州一中的化学老师，替表弟着急，就介绍了

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杨蕙芬。

杨蕙芬的记忆里，沈老师开门见山就说是来

帮她介绍对象的，说自己的表弟是《十万个为什

么》的作者，还是北大毕业的。她给了沈老师自己

的一张照片。

叶永烈第一次见面，就是带着《十万个为什

么》去的。

这套书让杨蕙芬和杨母非常喜欢。“丈母娘

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看完之后，杨母再不做菠

菜烧豆腐这道菜了，因为叶永烈的书里说了，两

样一起烧，会生成草酸钙，对人体不利。而且，

她逢人就说这道菜不利健康。

1963 年 8 月 25 日，两人结婚了。岑建强说，

叶永烈和杨蕙芬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伉俪情

深。他们直到晚年，不管去哪出差，都一起去；

走路都是手挽手。“叶老师去世对杨老师打击很

大。”

科幻小说里的小灵通
漫游到了21世纪

1978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灵通漫

游未来》。小说中，主角“小灵通”是一位聪明可爱

的小记者，他漫游去了未来世界，经历了各种神奇

的见闻。

小说首次印刷就达 300 万册，“小灵通”成为

70 后、80 后永远的童年回忆，而这一代人也成为

20年后“小灵通”的第一代用户。

1998 年 1 月，浙江省余杭电信局正式开通了

“小灵通”业务——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手机，用的

却是固定电话的网络，所以话费很划算。

为什么会起“小灵通”的名字？让我们先来回

忆一下小说里的情节——

“小虎子，你们该下来吃早饭啦。”这时，忽然

响起了爷爷的声音。

我前后左右找了一通，却没看见爷爷。

“找爷爷吗？他在我的口袋里喊呢！”小虎子

一边笑着说，一边从裤子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似

的东西。

这是一个塑料做的盒子，盒子上有一块火柴

盒那么大小的荧光屏。我从荧光屏上看到爷爷一

边在看报，一边在讲话呢。

原来，这是一个微型的半导体电视电话机，使

人既能听到对方的讲话，还能看到讲

话人的动态、表情。

听说，取名“小灵通”是有人从《小

灵通漫游未来》中得到启示，而提出这

个建议的正是叶永烈的长子叶舟。叶

舟 1996 年进入 UT 斯达康公司工作，

曾负责台湾地区的业务。叶永烈的另

一个儿子叶丹，也曾在UT斯达康公司

工作。

叶永烈曾在博文中回忆过：我接

到 UT 斯达康的电话，说了声“ok”，当

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声“ok”，

后来演变成一亿小灵通用户。

这就样，小灵通从杭州开始，迅速在全国走

红。

没从小灵通拿一分钱
他只在乎是否拥有千万读者

原杭州电信营业部的前台科长张可可，至今对

小灵通当年的红火印象深刻。杭州市的第一个小灵

通，当年就是从张可可手上卖出去的。

2000年，杭州电信搬到庆春路一号的电信大

楼，杭州市的第一批小灵通就是在这里开售的。

那批小灵通很时髦，细细长长的，比遥控器短

一些，有好几个颜色，白色、粉红的、浅灰的都有，

而且特别轻便，“只有4两重”，定价是940元。“反

响很好，市民是排队来买的。我们的宣传语用的

都是‘小灵通’。这种新式电话还没有开售，已经

有比较大的知晓度。”

半年以后，国产小灵通也上市了。当时一个

身份证只可以买一个小灵通。

然而，2008 年之后，各大运营商手机资费不

断下调，小灵通的竞争力大幅下降，用户数明显下

滑。

2009年，叶永烈从报纸上得知，“小灵通”手机

即将退市，于是在个人博客上发文《我为“小灵通”

退市而惋惜》，表示为小灵通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自

豪，“有兴就有衰。任何事物都是如此。”

有人曾问叶永烈：“有 50 多家公司注册使用

小灵通，几千万用户都在使用您笔下的人物名称，

您一定拿了不少钱吧？”

叶永烈的回答是：“作为一名作家，尽管我

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我笔下的人物成为一个

著名品牌，为千千万万用户所接受，我感到非常

高兴。我不在乎有无千万资产，却在乎是否拥

有千万读者。”

《十万个为什么》，陪伴了几代人童年的
科普书籍。从 1961 年第一版到今天的第六

版，累计发行超过1亿册。

每一版中，叶永烈都是创作量最多的作

者。

《小灵通漫游未来》，改革开放后第一部

出版的科幻小说，里面的奇思妙想甚至微妙
影响了一代读者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设计思

路”。
20年后“小灵通”这三个字重现江湖，成

为一项热门通信技术的名字。他被人亲切
地称为“小灵通的爸爸”。

叶永烈，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乍一

听有点陌生，但细细回想，他一直离我们的

生活很近。

他的作品

离我们的生活一直很近

你用过的
小灵通

就出自他的
科幻小说

笔下的人物

成为一个著名品

牌 ，我 感 到 非 常

高兴。我不在乎

有 无 千 万 资 产 ，

却在乎是否拥有

千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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