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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没风波里》写的是作者的采访生涯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出没风波里》详记了动荡岁月许多从未披露过的生动、真实的历史事件及细节。
首次曝光诸多内幕，可读性极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深沉的痛感比欢悦的快感更能震撼人的心灵，本书“文”“献
”并重，严肃公正，内容翔实，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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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笔名：萧通、久远、叶杨、叶艇等，1940年8月30日生，浙江温州人。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
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11岁起发表诗作。
18岁起发表科学小品。
20岁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
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

曾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700多万字。

电影《红绿灯下》(任导演)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小灵通漫游未来》获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
《借尾巴》获全国优秀读物奖。
根据叶永烈长篇科幻童话改编的6集动画电影《哭鼻子大王》获1996年“华表奖”(即政府奖)。

后来转向纪实文学创作。
主要新著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叶永烈自选集》；此外，还有《毛泽东的秘书们》、《陈云全
传》、《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我的家一半在美国》、《一九九七逼近香港
》、《商品房大战》、《何智丽风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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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
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 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
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 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
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
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
了，除了市中旧城区之 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
其实，做学生时，我忙 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 —
那时叫“进城”。
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
所以，那时我并 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
妻子甚 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
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 回上海。
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
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
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
，大体上在北京。
说来也怪，虽然 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
北京作家们 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 家⋯。
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 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 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
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 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
审，在北京出 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 得多。
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
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 北京。
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
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
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 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
。
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 行一系列采访。
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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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纽约。
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 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
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
记 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
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
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 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
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 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
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 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 国
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
我觉 得这可以考虑。
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
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 重的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
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
我依然一 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
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
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
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 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
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 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
“井冈山”红 卫兵总部“1日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 当年“中央
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 一座
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
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 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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