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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0年，英国皇家学院发布了一个罕见的通告：圣诞节，大名鼎鼎的法拉第院士将举办化学讲座
。
听课的对象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大学生，却是少年儿童！
　　那天，皇家学院的大讲堂里坐满唧唧喳喳的小听众，顿时使这个一向肃穆、沉寂的最高学府活跃
了起来。
然而，当一位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科学家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老教授这次没有宣读高深的科学论文，而是津津有味地讲着蜡烛为什么会燃烧，燃烧以后又跑到
哪儿去了。
他一边讲着，一边做着实验⋯⋯孩子们双手托着下巴，紧盯着讲台，深深地被这位老人风趣的讲解所
吸引。
　　很多人对法拉第的举动感到惘然不解，法拉第却深刻地回答：“科学应为大家所了解，至少我们
应该努力使它为大家所了解，而且要从孩子开始。
”　　法拉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苦难的童年：一个贫苦铁匠的儿子，连小学
都没念！
他12岁去卖报，13岁当订书徒工。
他从自己所卖的报、所印的书中，刻苦自学，以至读完《大英百科全书》。
法拉第对化学书籍特别有兴趣，就省吃俭用，积蓄一点钱购置化学药品和仪器，做各种实验。
就这样，他22岁时被当时英国大科学家戴维看中，当上了戴维的实验助手，从此成为攻克科学堡垒的
勇士。
法拉第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学习科学确实应该“从孩子开始”。
　　童年常常是一生中决定去向的时期。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苗壮方能根深，根深才能叶茂。
只有从小爱科学，方能长大攀高峰。
　　小时候看过一本有趣的科学书籍，往往会使少年儿童从此爱上科学。
少年儿童科普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门科学的“招生广告”。
它启示后来者前赴后继，不停顿地向科学城堡发动进攻，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去。
　　法拉第曾说，他小时候由于读了玛尔赛写的科普读物《谈谈化学》，开始对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
　　法拉第给孩子们讲课，后来把讲稿写成一本书，叫做《蜡烛的故事》。
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在小时候，曾反复阅读了《蜡烛的故事》。
伊林在回忆自己怎样走上科普创作道路时说：“我写的书就是从那些书来的。
”爱因斯坦曾回忆说，十一岁那年，他读了《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几何学小书》，使他爱上科学
。
　　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齐奥科夫斯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宇宙航行事业，那是因为他小时候读了法国
科普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产生了变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欲望，从此开始
研究飞出地球的种种方案。
　　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说，小时候看了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使他迷上了植物学
。
　　俗话说：“发不发，看娃娃。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将来是否兴旺发达，要看“娃娃们”是否从小热爱科学。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祖国的兴旺发达，靠我们这一代，更靠娃娃们这一代！
1935年，高尔基在写给伊尔库茨克高尔基第十五中学学生的一封信中，曾深刻地指出“娃娃们”学科
学的重要性：“孩子们，应该热爱科学，因为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是比科学更强大、更所向无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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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父亲从世界掠夺者手里取得了政权后，在你们面前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你们能达到
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而继续父亲一辈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的责任，也就落在你们肩上。
”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拔了头筹。
这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小学教育有没有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位美国总统是有眼力的。
他正是看到了青少年一代的重要性。
　　广大青少年，今天是科学的后备军，明天是科学的主力军。
为此，邓小平在为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时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
”　　正是为了培养少年儿童从小热爱科学，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袂选编了这
套《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
入选这套丛书的作品，不论中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佳作”，即不论是就选题、内容、
文笔而言，都是上乘之作；　　二是“科普”，即起着科学启蒙、科学普及的作用，那些不含科学内
容的玄幻、魔幻小说，即便像《哈利?波特》那样广有影响的作品也不选入；　　三是“少年儿童”，
即必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即便是霍金的《时间简史》、盖莫夫的《物理世界奇遇记》那样优秀的科
普读物，由于读者对象是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而对于少年儿童来说过于艰深，未能收入。
　　另外，《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注意选入各门学科的代表性图书，使少年儿童读者能够涉猎方
方面面的科学知识。
除了以科普读物为主体之外，《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还选入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等科学文艺
作品。
这样，使这套图书具有内容与体裁的多样性。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选编《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是为了使少年儿童读者以及家长们来到书
店的时候，可以一下子就买到中外少年儿童科普佳作，因为这套书是编者从上千部中外少年儿童科普
图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迎接共和国6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这是
我国迄今最权威规模最大的一套少儿科普经典书系，也是我国第一套少儿科普经典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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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是一套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幻故事精品丛书。
作品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巧妙的艺术构思，栩栩如生的拟人形象，向广大少年儿童普及了基础科学知
识和新科学技术知识。
 　　在科学文艺的百花园里，科学童话、科幻故事等犹如变幻无穷、美妙神奇、熠熠生辉的宝葫芦，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广大少年儿童走进广阔无垠、奇异瑰丽的科学世界，让他们从中获得摆脱愚昧的
希望，觅求将来攀登高峰的志向。
“知识就是力量”，愿本系列丛书能成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心想事成的“宝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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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安局来的电话　　“喂！
喂！
是东山路16号张家吗？
”　　“是呀！
你找谁？
”　　“你是谁？
”　　“我是张春华。
”　　“好极了。
这是公安局。
你们家里走失了小孩儿吗？
”　　“小孩儿？
没有的事！
你们是公安局，就应该知道我还没有结婚。
”　　“真是这样吗？
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小男孩儿，叫张建华的？
”　　“张建华？
是我的哥哥呀！
你们找到他啦？
”　　“好极了，那就对了！
”　　“不对，你们一定搞错了。
我今年22啦，哥哥还比我大3岁哩！
”　　“这，这，⋯⋯不过，这小孩儿的确叫张建华。
”　　“是他自己说的？
”　　“不，不是他说的。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件可靠的证据。
”　　“为什么不问问他自己？
”　　“这有什么办法呢？
他不能说话啦！
”　　“难道说，你们找到的是我哥哥的尸体？
”　　“现在还不能这样说。
”　　“什么？
连死的还是活的，你们都没搞清楚？
”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张春华同志，你不忙着急。
请你马上到我们局里来，我先陪你到现场去认一认，看这个小孩儿到底是不是你们家的。
”　　张春华再要问，只听得“卡答”一声，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15年　　张春华的确有个哥哥叫张建华，失踪已经15年了。
这件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张春华还不满7岁；他哥哥也只有10岁，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一个初夏的黄昏，晚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张春华坐在桌子旁边等哥哥回来。
屋子里静悄悄地，使他困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爸爸跟平日一样，坐在大藤椅上看报。
　　“当，当，当⋯⋯”时钟突然敲了，惊醒了张春华，也惊动了他的爸爸。
爸爸推开报纸，站起来说：　　“都7点啦！
小春，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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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张春华怎么会知道呢？
他睁大了眼睛望着爸爸。
爸爸也明自从他那里是得不到答案的，只有打电话去问学校。
学校里管门的回答说：今天是5点钟放的学；5点半，所有的学生都离开学校了。
并且他亲眼看见张建华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去的。
　　“唉，这孩子，不知又晃荡到哪儿去了！
”爸爸叹了口气，对张春华说：“小春，你先吃吧，我找你哥哥去。
吃完了饭就上床睡觉，不用等我们。
”　　爸爸披上外套，戴上帽子，匆匆忙忙出门去了。
　　饭凉了，菜也凉了。
张春华故意慢吞吞地吃，一碗饭足足扒了一个钟头，可是爸爸还没回来。
屋子里更静得可怕，只有“滴答滴答”的时钟的声音。
睡吧，不，他还要等。
他把大藤椅搬到窗子跟前，爬在椅子上向窗外探望。
路灯亮得刺眼睛，大街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望着，望着，他不知不觉脸贴在玻璃窗上睡着了。
　　惊醒张春华的，是推门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只看见爸爸独自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头发蓬蓬松松，帽子提在手里。
　　“哥哥呢？
”张春华问。
　　“还没找着。
”爸爸有气无力地回答。
　　爸爸在外面已经跑了一夜，几乎走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他只怕在电话里没说清楚，先到学校去问；又想可能谁家把这位小客人留住了，敲了许多人家的大门
，惊醒了熟睡的亲戚和朋友；最后，他只有去问公安局了。
公安局还没得到有人捡到小孩儿的报告，他们答应尽一切可能，派人分头寻找。
　　一直盼到中午，公安局才来电话说有了线索：有人在6号渔业码头上捡着一个书包，书包里的课
本上有张建华的名字。
是游泳淹死在海里了吗？
爸爸忘记了疲倦，立刻赶到码头上去。
可是除了书包，连一只鞋子也没找着。
难道这孩子连鞋子也不脱，就跳进海里去了？
决不会的。
爸爸茫茫然地望着波涛滚滚的海面，只见那水天相连的远方，飘着几缕纱一样的青烟，一队渔轮正趁
着退潮驶出港口。
对了，这孩子一定偷偷地爬上渔轮，到海洋上去过他那一心向往的“冒险生活”了。
爸爸又连忙赶到渔业公司，请求他们打无线电报询问出海的渔轮。
各条渔轮的回电傍晚就到齐了，都说船上没有小孩儿的踪迹。
　　1个月，2个月；1年，2年；张春华的哥哥仍旧没有消息。
希望看来已经断了，爸爸不愿意这样想。
他常常沉默地陷入深思，有时候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小春，你哥哥不知这时候在做什么？
”无法摆脱的忧伤使他头上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增多了。
直到今年临死的时候，他还梦想大门突然“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漂亮的陌生小伙子突然扑到他怀
里来：“爸爸，你不认识了吗？
我就是你的失踪了15年的小建呀！
”　　推理和证据　　张春华放下电话，急忙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相片簿，从里面揭下一张旧相片来
，塞在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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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跑出大门，骑上自行车。
他一面蹬一面想：　　“哥哥比我大3岁，假设现在还活着，应该是25岁。
但是公安局找到的张建华，是一个小孩儿。
”　　“假设这个小孩儿的确是我的哥哥，那么只可能是我哥哥的尸体。
同时也证明了，我的哥哥的确在15年前死去了。
”　　“假设这个小孩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那就一定不是我的哥哥。
因为哥哥如果活着，应该是25岁，绝不可能仍旧是一个小孩儿。
”　　“同名同姓是常有的事。
可是我宁愿这个张建华不是我的哥哥。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了：他们找到的小孩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　　张春华念的是数学系，他习惯于运用数学的推理形式来思考问题。
死的还是活的，的确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也是最容易判断的事实。
可是最叫人不能理解的是公安局，愈是问题的关键，他们愈是说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嘟！
嘟！
”一辆汽车在前面的横路上疾驰而过。
张春华本能地捏紧刹车，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公安局门口。
　　传达室的同志把张春华引进办公室：　　“陈科长，张春华同志来了！
”　　“来啦？
好极了。
”坐在写字桌后面的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说。
“你是张同志？
请坐吧！
”　　“我是张春华。
陈科长，我⋯⋯”　　“方才我们又打电话到你家里去了，铃儿响半天也没有人接。
”　　“我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家里没有旁的人。
”　　“好极了！
”陈科长颇有点得意似的说。
“我打第二个电话是为了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个小孩儿的确是你的哥哥。
”　　“证实了？
”张春华不由得冷了半截。
“你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
”　　“证据仍旧是这一件，从你哥哥身上找到的一本学生证。
你想，还有什么证据比这本学生证更加可靠呢？
”　　陈科长拿起桌上的一本硬面小册子，打开来，兴致勃勃地念道：　　“‘第四中心小学学生证
。
姓名：张建华。
年龄：10岁。
班次：三年乙班。
’我们于是打电话到第四中心小学去问，他们回答说，三年级乙班没有这么个学生。
亏得上面还有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们又马上给你打电话。
可是你的回答，把我们完全给搞糊涂了⋯⋯”　　“你们的回答，才把我完全搞糊涂了。
”　　“应该说，把咱们搞糊涂的，是这个案件的本身。
可是我们终于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你看，”陈科长把学生证送到张春华面前。
“‘填写日期：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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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滴墨水渍，恰好把‘19’后面这两个数目字盖住了。
我们综合分析了案情和两个电话的记录，考虑到关键可能就隐藏在这滴墨水渍下面。
我们把它送到光学侦查室去拍了一张红外光照相。
果然，在照相底片上，墨水渍下面的字完全显露出来了，原来不是‘75’，而是‘60’。
这本学生证还是15年前的。
再翻出1960年的档案来一查，丝毫不差：东山路16号张家，在那年5月里走失了一个男小孩儿，名字叫
张建华。
想不到无意之中倒了结了这一件15年没作结论的悬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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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辑，这个在常人眼里看来极其平凡的职业，却是老叶一生最为自豪、引以为荣的称呼。
老叶不仅是优秀的编辑，还是多才多艺的作家、科普作家。
他知识渊博，写作面很广。
有人说，搞儿童文学的作家永远是年轻的。
老叶爱生活，爱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为中国的孩子而写，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普作品，他心里装的都是小读者。
　　——著名科普作家　金涛　　科普创作贵在创新，从结构到形式都突破陈旧的模式。
叶先生在科普创作活动中很注意创新，“变着法儿要让读者喜欢看”。
是他最先把相声、小说、戏剧等形式移植到科普创作中来，写成科学相声、科学小说、科学戏剧⋯⋯
　　——著名科普作家　陈天昌　　叶至善怎么会写起科幻小说来呢？
他说：“我当编辑有个主张，要编哪方面哪种形式的东西，最好自己先写一写，试一试，尤其在搞什
么新点子的时候，自己写过了，试过了，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新点子搞得成搞不成，好处在哪儿，以后
跟作者打交道就不至于瞎出主意。
”科幻小说在当时属于“新点子，”《中学生》杂志要刊登科幻小说，作为主编的叶至善便想亲自“
先写一写，试一试”。
　　——著名作家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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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说过人睡了15年后再醒过来吗？
哥哥还是原来那样年轻，弟弟反而成了哥哥⋯⋯　　《失踪的哥哥》1982年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二等
奖，《梦魇》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二等奖。
《竖鸡蛋和别的故事》获上海优秀科普读物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科普作品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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