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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叶永烈：：点亮青少年想象力的人点亮青少年想象力的人
□□星星 河河

■短 评

20202020年年55月月1515日日，，著名科幻作家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科普作
家家、、纪实和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与世长辞纪实和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与世长辞。。
叶永烈生前著述颇多叶永烈生前著述颇多，，在改革开放之初叠加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叠加了

““科学的春天科学的春天””与与““文学大潮文学大潮””的激情年代的激情年代，，叶永烈叶永烈
的作品随处可见的作品随处可见，，加之那又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时加之那又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时
代代，，想要视而不见都不可能想要视而不见都不可能。。所以与不了解科幻所以与不了解科幻
的人聊起来的人聊起来，，大家对别的作家一无所知大家对别的作家一无所知，，但有两但有两
个名字却无人不晓个名字却无人不晓：：外国的凡尔纳外国的凡尔纳、、中国的叶永中国的叶永
烈烈。。假如将青少年比喻成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假如将青少年比喻成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
泳者泳者，，那么叶永烈则无愧于一座照亮前程的引路那么叶永烈则无愧于一座照亮前程的引路
灯塔灯塔。。

想要分析叶永烈的作品想要分析叶永烈的作品，，哪怕只是做一个最哪怕只是做一个最
基本基本、、最概括的综述最概括的综述，，恐怕也不是一两本专著就恐怕也不是一两本专著就
能完成的能完成的。。叶永烈的作品浩如烟海叶永烈的作品浩如烟海，，最后确定的最后确定的
数字是数字是35003500万万，，大致可以分为科幻大致可以分为科幻、、科普科普、、纪实纪实、、
影视影视（（编剧及导演编剧及导演））以及其他几个部分以及其他几个部分。。限于水限于水
平与篇幅平与篇幅，，在此只能随机撷取部分在此只能随机撷取部分，，浅尝辄止浅尝辄止。。

纪实和传记文学是叶永烈远离科普后的选纪实和传记文学是叶永烈远离科普后的选
择择，，而早年间从初窥门径到运笔娴熟而早年间从初窥门径到运笔娴熟，，叶永烈都叶永烈都
是在科普战线上作战的是在科普战线上作战的，，而这其中又以科幻文学而这其中又以科幻文学
为主体部分为主体部分。。粗浅划分一下粗浅划分一下，，感觉叶永烈的科幻感觉叶永烈的科幻
创作创作，，从心态上大体可分为自发从心态上大体可分为自发、、自觉自觉、、成熟成熟、、收收
缩几个阶段缩几个阶段。。这并非简单的区间划分这并非简单的区间划分，，因为它们因为它们
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叠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叠，，有因出版周期造成有因出版周期造成
的前后倒置问题的前后倒置问题，，也有叶永烈本人创作量较大的也有叶永烈本人创作量较大的
缘故缘故。。

第一个阶段是自发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发阶段。。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叶永叶永
烈虽然选择从事科幻创作烈虽然选择从事科幻创作，，但对于这种特殊的文但对于这种特殊的文
体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主动认识体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主动认识，，只是找到了只是找到了
一种将科技知识进行浅显讲解的一种将科技知识进行浅显讲解的““输出输出””方式方式，，这这
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作是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于出版于19781978年年，，成书时成书时
间在间在19611961年年。。按照叶永烈自己的说法按照叶永烈自己的说法：：19591959年年
他搜集整理了一些国内外科技新成果他搜集整理了一些国内外科技新成果，，写成写成《《科科
学珍闻三百条学珍闻三百条》》一书一书。。后来感觉这种简单罗列难后来感觉这种简单罗列难
免枯燥乏味免枯燥乏味，，于是又将它改写为科幻小说于是又将它改写为科幻小说《《小灵小灵
通的奇遇通的奇遇》，》，以小记者以小记者““小灵通小灵通””游历游历““未来市未来市””的的
方式方式，，将这些新科技以科幻故事的形式展现出将这些新科技以科幻故事的形式展现出
来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当时未能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当时未能出版，，及至及至
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以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小灵通小灵通
漫游未来漫游未来》》为题出版为题出版，，引起了巨大轰动引起了巨大轰动。。

其实无论是在其实无论是在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初出版还是年代初出版还是
在在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末出版年代末出版，，这一故事都会为小读这一故事都会为小读
者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无限向往者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无限向往。。这部这部
作品的问世作品的问世，，对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少年读者对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少年读者

来说来说，，具有极大的期许与鼓舞作用具有极大的期许与鼓舞作用，，这一精彩动这一精彩动
人的故事让他们提前欣赏和领略到了一幅崭新人的故事让他们提前欣赏和领略到了一幅崭新
而明媚的未来画卷而明媚的未来画卷。。

此前叶永烈发表的科幻小说此前叶永烈发表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石油蛋白》》
（《（《少年科学少年科学》》19761976年第年第11期期））也属此类也属此类，，影响不影响不
如如《《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大大。。作品同样也是将科学作品同样也是将科学
知识融入故事当中知识融入故事当中，，甚至可以认为是用文学故事甚至可以认为是用文学故事
串起那些想要传递的科学知识串起那些想要传递的科学知识。。对这一时期的对这一时期的
叶永烈来说叶永烈来说，，其创作目的是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学其创作目的是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学
知识知识，，只是希望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只是希望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使之使之
更加通俗易懂更加通俗易懂。。所以所以，，叶永烈在这一阶段创作的叶永烈在这一阶段创作的
科幻作品科幻作品，，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人们展现一个美好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人们展现一个美好
的未来的未来，，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充满信心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充满信心。。

第二个阶段是自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自觉阶段。。在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叶永叶永
烈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科幻小说这一特殊文烈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科幻小说这一特殊文
体体，，并将其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作品并将其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作品，，而令而令
其科普功能退居其次其科普功能退居其次。。或者说这时叶永烈对科或者说这时叶永烈对科
幻小说文学性的认识幻小说文学性的认识，，已经开始超越对其科学性已经开始超越对其科学性
的认识的认识，，尽管他在创作时对其中科学知识的把握尽管他在创作时对其中科学知识的把握
依旧十分严谨依旧十分严谨。。而且叶永烈自一开始创作文笔而且叶永烈自一开始创作文笔
就相当成熟就相当成熟，，此时更是与其他比较活跃的科幻作此时更是与其他比较活跃的科幻作
家一起家一起，，构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时代模式构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时代模式。。而就而就
读者对象来说读者对象来说，，那时整个社会吹响的号角是那时整个社会吹响的号角是““科科
学的春天学的春天”“”“勇攀科学高峰勇攀科学高峰””等等等等，，而为这些前卫而为这些前卫
口号热血沸腾的首当其冲者往往是青少年口号热血沸腾的首当其冲者往往是青少年，，所以所以
当时叶永烈的很多科幻作品都刊发在青少年杂当时叶永烈的很多科幻作品都刊发在青少年杂
志上志上，，对青少年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青少年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作但作
为一名作家为一名作家，，叶永烈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选择作叶永烈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选择作
品的针对对象品的针对对象，，而且在当时而且在当时““文学大潮文学大潮””的背景下的背景下
成人读者也格外喜欢他的科幻作品成人读者也格外喜欢他的科幻作品，，只是在文学只是在文学
退潮之后成人才对科幻小说失去兴趣退潮之后成人才对科幻小说失去兴趣。。

这一阶段叶永烈比较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品这一阶段叶永烈比较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品
是是《《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少年科学少年科学》》19771977年年
22、、33期期）。）。当然同期叶永烈还有其他很多优秀作当然同期叶永烈还有其他很多优秀作
品品，，之所以赋予这一篇特殊意义之所以赋予这一篇特殊意义，，不仅是因为其不仅是因为其
科技构思的大胆新奇科技构思的大胆新奇，，不仅是因为其故事情节的不仅是因为其故事情节的
跌宕起伏跌宕起伏，，更因为这一篇作品在当时曾引起过一更因为这一篇作品在当时曾引起过一
场不小的争议场不小的争议，，有一些人认为其中的幻想成分缺有一些人认为其中的幻想成分缺
乏足够的科学根据乏足够的科学根据。。科幻小说本不应该简单地科幻小说本不应该简单地
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严格来说严格来说，，任何在科技上任何在科技上
准确无误没有一点想象的科幻小说准确无误没有一点想象的科幻小说，，已不再构成已不再构成
科幻小说科幻小说，，而是一部描述科学研究而是一部描述科学研究、、科学事件或科学事件或
科学家工作生活的作品科学家工作生活的作品。。在科幻小说当中在科幻小说当中，，难免难免
或必须有一些当下或未来科技未必能够容纳的或必须有一些当下或未来科技未必能够容纳的
内容内容，，所以读者想要从科幻小说中学习科学知识所以读者想要从科幻小说中学习科学知识

无异于缘木求鱼无异于缘木求鱼，，误入歧途误入歧途。。
当我们在谈到科幻小说的科普意义时当我们在谈到科幻小说的科普意义时，，其实其实

指的是对科学的基本认知指的是对科学的基本认知、、对科学意识的培养和对科学意识的培养和
对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与完善对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与完善，，而不是某些具体的而不是某些具体的
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尤其是在青少年读者当中尤其是在青少年读者当中，，传授这种传授这种
科学认知科学认知、、科学意识和科学世界观科学意识和科学世界观，，远比让他们远比让他们
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当然如何把握当然如何把握
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尺度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尺度，，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技术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技术
性讨论性讨论，，但大方向还是如上所言但大方向还是如上所言。。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叶永烈这一时期叶永烈
对于科幻文学的认知已完全成熟对于科幻文学的认知已完全成熟，，同时其科幻作同时其科幻作
品开始与世界科幻文学接轨品开始与世界科幻文学接轨。。这里所谓的这里所谓的““成成
熟熟””指的不是创作者的创作水平指的不是创作者的创作水平，，而是其创作心而是其创作心
态态。。这时的叶永烈这时的叶永烈，，对于科幻创作已游刃有余对于科幻创作已游刃有余，，
加之大量的约稿加之大量的约稿，，使他的作品产生了爆发性的增使他的作品产生了爆发性的增
长长。。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他自然开始考虑系列创作方他自然开始考虑系列创作方
式在操作上的可能式在操作上的可能。。因为创作短篇作品因为创作短篇作品，，需要每需要每
次交代人物次交代人物，，构造环境构造环境，，会占用一定的篇幅会占用一定的篇幅；；假如假如
统一设定一个相似的人物与环境的背景统一设定一个相似的人物与环境的背景，，可以为可以为
故事本身留下更多的空间故事本身留下更多的空间。。同时为了悬念的设同时为了悬念的设
置与紧张情节的铺展置与紧张情节的铺展，，叶永烈开始将一些科幻故叶永烈开始将一些科幻故
事构造为侦探与惊险小说的模式事构造为侦探与惊险小说的模式。。

这一时期具有明显代表性的科幻作品这一时期具有明显代表性的科幻作品，，就是就是
““金明戈亮金明戈亮””侦探系列侦探系列。。当然同期叶永烈还有其当然同期叶永烈还有其
他许多优秀科幻作品他许多优秀科幻作品，，但以但以““金明戈亮金明戈亮””系列影响系列影响
最大最大，，原因自然有自福尔摩斯以来的原因自然有自福尔摩斯以来的““侦探侦探··助助
手手””模式模式，，更有叶永烈独具匠心的创作努力更有叶永烈独具匠心的创作努力。。

公公安人员金明与其助手戈亮携手破获了许安人员金明与其助手戈亮携手破获了许
多案件多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具有高科技犯罪的特征每一起案件都具有高科技犯罪的特征，，同同
时破案手段也使用了诸多现代高新科技时破案手段也使用了诸多现代高新科技。。这一系这一系
列确实不似传统的科幻小说列确实不似传统的科幻小说，，甚至不同于叶永烈甚至不同于叶永烈
本人本人以前的一些作品以前的一些作品。。它们并未对某一个科学道它们并未对某一个科学道
理详细介绍和具体展开理详细介绍和具体展开，，文中所有的科技描写都文中所有的科技描写都
是为故事服务的是为故事服务的，，同时又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当同时又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当
中中。。这一系列作品繁多这一系列作品繁多，，涉及的领域包罗万象涉及的领域包罗万象，，就就
篇幅而言短篇篇幅而言短篇、、中篇中篇、、长篇应有尽有长篇应有尽有，，按照现在的按照现在的
说法说法，，可以被认为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以被认为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IPIP。。

第四个阶段是收缩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收缩阶段。。由于种种原因由于种种原因，，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中期以后年代中期以后，，科幻文学在国内处于科幻文学在国内处于
极度低潮期极度低潮期，，而在此之前而在此之前，，叶永烈就因为种种非叶永烈就因为种种非
议不得不为自己而战议不得不为自己而战，，他的科幻作品开始减少他的科幻作品开始减少，，
风格也有所变化风格也有所变化。。不妨举不妨举《《笑嘻嘻先生笑嘻嘻先生》（《》（《东方东方
少年少年》》19821982年创刊号年创刊号））为例为例，，这篇作品问世时这篇作品问世时，，科科
幻尚未落潮幻尚未落潮，，但争议风波迭起但争议风波迭起，，其创作时间自然其创作时间自然
更早更早，，但此时叶永烈创作风格的变化已现端倪但此时叶永烈创作风格的变化已现端倪。。

这不是一篇科幻小说这不是一篇科幻小说，，而是一篇科幻童话而是一篇科幻童话，，清新清新
之感扑面而来之感扑面而来，，节奏明快节奏明快，，语言干净语言干净，，结尾转折有结尾转折有
力同时又出人意料力同时又出人意料。。

在这四个阶段之后在这四个阶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叶永烈很长一段时间里叶永烈
完全脱离开科幻和科普这块经典园地完全脱离开科幻和科普这块经典园地，，主要驰骋主要驰骋
于纪实和传记文学领域于纪实和传记文学领域，，科幻和科普新作鲜有问科幻和科普新作鲜有问
世世，，这不能不说是对读者的巨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对读者的巨大损失。。除科幻创除科幻创
作之外作之外，，科普创作在叶永烈的创作生涯中也占有科普创作在叶永烈的创作生涯中也占有
极大比重极大比重。。因为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因为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所以单所以单
就数量而言就数量而言，，叶永烈的科普作品不比科幻作品要叶永烈的科普作品不比科幻作品要
少少，，甚至可能还要多出许多甚至可能还要多出许多。。

叶永烈初涉科普领域叶永烈初涉科普领域，，还是在其学生时代还是在其学生时代。。
19591959年年，，1919岁的叶永烈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岁的叶永烈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了第一部科普作品了第一部科普作品《《碳的一家碳的一家》，》，次年次年，，2020岁的叶岁的叶
永烈成为永烈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编写者之一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这这
些都属于他的早期科普创作些都属于他的早期科普创作。。当然当然《《十万个为什十万个为什
么么》》中的条目编写带有模式化色彩中的条目编写带有模式化色彩，，远不能真正远不能真正
代表叶永烈的科普作品水平代表叶永烈的科普作品水平，，只因其影响较大只因其影响较大，，
所以一直为读者津津乐道所以一直为读者津津乐道。。事实上叶永烈一生事实上叶永烈一生
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的科普作品老少咸宜的科普作品，，并并
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特别风格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特别风格。。这种作品并不这种作品并不
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它有时以平铺直叙的科普解它有时以平铺直叙的科普解
读方式出现读方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则以相对活泼的科学小更多的时候则以相对活泼的科学小
品形式出现品形式出现。。

由于叶永烈的科普作品数量繁多由于叶永烈的科普作品数量繁多，，不胜枚不胜枚
举举，，在此仅选一例说明在此仅选一例说明。。19811981年年，，叶永烈在叶永烈在《《少少
年科学年科学》》杂志杂志11--1212期开设了一个名为期开设了一个名为““科学的科学的
想象想象””专栏专栏，，通过一对孪生兄弟小文和小武的日通过一对孪生兄弟小文和小武的日
常生活常生活，，讲述了众多的科普知识讲述了众多的科普知识，，其中大部分属其中大部分属
于心理学于心理学，，也有少量生物学和医学内容也有少量生物学和医学内容。。当时心当时心
理学在国内尚属冷门科学理学在国内尚属冷门科学，，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大多数人并不了解，，
但叶永烈通过轻松简单的日常故事但叶永烈通过轻松简单的日常故事，，清晰明了地清晰明了地
剖析了诸多心理学中的现象剖析了诸多心理学中的现象、、概念与内容概念与内容，，让读让读
者十分容易就理解到许多专业知识者十分容易就理解到许多专业知识。。

之所以以此为例之所以以此为例，，是因为叶永烈所采取的这是因为叶永烈所采取的这
种科普形式不但通俗易懂种科普形式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完
善了科普小品的一种范式善了科普小品的一种范式，，使得后来很多作者的使得后来很多作者的
科普作品都沿用了类似的形式科普作品都沿用了类似的形式。。这种形式取材这种形式取材
于读者身边的日常生活于读者身边的日常生活，，叙述简洁叙述简洁，，解读通俗解读通俗，，寓寓
教于乐教于乐，，顺理成章顺理成章，，大大拉近了小读者们与艰深大大拉近了小读者们与艰深
科学的距离感科学的距离感，，在不知不觉中传递出许多专业知在不知不觉中传递出许多专业知
识识，，后来这种形式的科学小品遍地开花后来这种形式的科学小品遍地开花。。

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叶永烈的创作叶永烈的创作，，不但影响了后来不但影响了后来
许多年轻作家的创作方式许多年轻作家的创作方式，，而且影响了不止一代而且影响了不止一代
读者的整个人生读者的整个人生。。

王宜振在儿童诗领域深耕多年，
能自如驾驭多种韵文体儿童文学，在
儿歌、童话诗、儿童抒情诗、儿童散文
诗、校园朗诵诗等体裁方面，都有杰出
的代表作品。数十年来，他发表的诗
歌作品已达2000余首，著有40余部
诗集，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有多篇诗
作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2019年，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王宜振童
诗精选”，对王宜振多年来的原创童诗
做了一次及时而富有意义的选编，也
集中呈现了王宜振多样的诗歌面貌与
不竭的创作灵感。

“王宜振童诗精选”的编排是具有
题材整理意识的。诗作分为《星星的
脚印》《西瓜的诗》《我是一座会移动的
山》《夏天里的苹果梦》四册。各册中
又以题材分编为多个诗辑。如《星星
的脚印》一册，内分“森林的故事”“看，
天空”“文字游戏”“衬衣上的心跳”四
辑。借助这样的编排，王宜振不同时
期的同题材童诗得到了汇集。于是，
在《我是一座会移动的山》的“春天来
了”一辑中，十数首春天的吟诵迎面而
来，题材虽同，落笔、走向却各具创意，
着实有百花盛开的斑斓之感。在《星
星的脚印》的“衬衣上的心跳”一辑中，
父子情、母子情以各样的呈现方式跃
然于诗行间，诚挚热烈，打动人心。

“王宜振童诗精选”的确精选了王
宜振风格各异的优秀童诗。这些诗
作，从生活百态中捕捉无处不在的诗
意，想象开阔，境界丰富。诗作中既有
顽童气质的童诗，也有承载哲思的童
诗。诗人有时化身顽童，发现平凡中
的神奇，有时又化身长者，点化万物间
的奇妙。

王宜振童诗有大量富有童心的奇
思妙想。《一只小小的蝌蚪》中，一颗童
心在替小蝌蚪考虑人生选择：“是永远
做一只蝌蚪/还是脱掉尾巴做只青
蛙”；《石片与鸟》则捕捉了孩子们投石
片打水漂的玩耍瞬间：“薄薄的石片/
贴着水面在飞/鱼儿探出水面/以为来
了一只鸟”，是活灵活现的顽童之心，
顽童之眼，顽童之言。他的诗作有时
又是敏感而细腻的，《小河在一天天长
大》中，诗人设身处地体会小河的心
思：“很小的小河有点胆怯”“有点腼
腆”，对自己要走的道路“犹犹豫豫”，

“就犹豫成九曲十八弯/在山里绕来绕
去”；《一棵龙爪槐》中，树被铁丝缠住
了身体，扭曲了命运，诗人悲悯其不能
自主的人生；《花的名字》中，孩子发动
全班同学，给一朵没有名字的小黄花
起名，天真朴素、从心而出的悲悯心极
为动人。

王宜振的童诗呈现出意蕴深厚的
开阔想象，为山川、河流、树木赋予人
性化的心灵，为大自然着上富有主体
色彩的“生命”气质。《雨》中，“雨”被假
想成“乌云列车”拉来的“在天堂里成
长的小人儿”，意境曼妙。《再小的蛇也
是一条小河》中，“它没有/固定的河
床”，但“大地上/所有的地方/都是/它
的河床”，营造出奇妙的画面感与毕肖
的动感。“森林的故事”辑中，树和鸟被
反复吟咏。树的深扎于大地与鸟的自
由飞翔，构成两个触动诗人的、具象征
意蕴的意象：《树想远行》是一首有《流
浪地球》境界的诗，“树想远行/就拼命
地攒力气/他索性把整个地球/拎在自
己手上”；《小鞋子和大鞋子》中，“树想
脱掉”大地“这只大鞋子”；《树与鸟》
中，树与鸟在分别后体会到了各自的
意义。

王宜振的童诗创作也从不刻意回
避“抽象”，常能于浅显中蕴含哲思。
《太长和太短的诗》极富哲思，“蝉的
诗”太长，“昙花的诗”太短，蝉想的是
怎样再长一点，昙花却想怎样再短一
些——聒噪者不知自省，绝美者仍求
极致。《天空的词和语言》将遣词造句
的灵感，描绘为如飞鸟划过草原的天
空，《空气、火焰和颜色》则以哲思洞开
了一个又一个新世界、新视角。

王宜振的童诗有着极强的创新能
力，一切皆可入诗，皆可成诗，皆可以
诗的方式表达出来。童诗领域写春、
写风、写母爱之作极多，王宜振仍能写
出崭新的韵味。《风很幸福》中，风变身
一个精力充沛的顽童，“风掰开花的骨
朵”“风敲着树叶的小鼓”“风吹着草的
哨子”“风大摇大摆走进村庄”“风从门
缝和窗口闯进闯出”，一系列动词的精
准运用，创造了极富生命气息与力量
的“风”的形象。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文字游戏”一
辑，堪称极具突破性的华彩诗篇。这
一辑中，王宜振以诗的形式，描绘文学

的奥妙与魅力，呈现出一系列崭新的
意象与意境：他描绘书籍引领精神上
的飞翔，“一本书就是一只鸟”（《书》）；
他描绘精妙的词语散发的魅力，“它那
么小那么小/却能够把一个家/香得摇
摇晃晃”（《词语的香》），“一个词敲着
另一个词”“我知道/他们周身的血管/
在感受着快乐”（《两个词》）；他描绘词
语的陌生化，“有一个词语/两个字缺
了偏旁/你如果补上所缺的笔画/这个
词语就好像失去光芒//有一个词语/
称称总是缺斤少两/你如果把它的分
量补足/这个词语就会失去芬芳//有
一个词语/颜色总是变幻无常/你如果
把它的颜色调好/这个词语就会失去
热量”（《有错的词语》）；他讲文字的修
改，修改后的文字轻灵得“随时/都可
以飞起来”（《瘦影子》）；他甚至以诗来
讲诗的意境与留白，“从你的小说里/
我发现你的语言之空/我像一只啄木
鸟/去啄你的空”，却“啄出了这空与那
空的不同”，“那空，是一种空洞的空/
这空，却膨胀着一种丰盈/像空空的种
子里依旧跳动着胚芽的心音/像空空
的蛋壳里依旧欢叫着小鸡的啼鸣”
（《两种不同的空》）；他讲精读作品时
所感受到的奇妙的文学之美，“我在看
一本书/书上的字很暗/模模糊糊/难
以看清//我看了第一遍/字渐渐地亮
了/ 我又看了一遍/字亮得像一只只
萤虫//我看了第三遍/字亮得像一盏
盏小灯/面对这愈看愈亮的书/我竟惊
奇得不知所措”（《我在看一本书》）。
这一辑，将词语的奇妙，文学的魅力，
描绘得俏丽鲜活，诗意盎然，构成了非
常新异而精彩的篇章。

王宜振是一位诚挚的爱诗之人，
近年来不但不曾间断创作，而且花费
大量时间致力于“诗教”的推广，让更
多的孩子尽早地感受到诗歌之美，拥
有更加丰盈的内心。王宜振的童诗创
作，不是靠瞬间降临的灵感写诗，而是
持之以恒地从生命中捕捉诗意的影
子，提炼精粹的诗句，开拓多彩的境
界，逐渐浸润而成一颗日臻诚挚的诗
心。他的作品既能如树木深扎于大
地，又能如飞鸟般轻灵翱翔，让想象力
起飞，让儿童的心变得轻灵，让世界变
得丰富、美妙，让情感变得细腻、温暖，
将诗和儿童拉得很近。

案头刚摆上了
一套发散着油墨芳
香的新书，名叫《你
的全世界来了》，丛
书包括六本，分别为
《地球来了》《植物来
了》《动物来了》《人
类来了》《文字来了》
《数字来了》。

全世界好大，这
几本书会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一套初级阅读科普读物，适合
小学生阅读。每本不厚，字数只有5.2万
字，取之一年52周，建议孩子每周读一
篇，一年也会读完一本。细究这书名排
列，基本就能明白编者的意图，这分明是
地球物种的竞争史。

地球在宇宙中诞生和存在，走着围

绕太阳的一条大轨道，按其
自然的宿命发展。有了地
球，生命的简单细胞生出，从
最早的简单衍生壮大出来的
是植物。植物是相当了不起
的种群，它们和阳光大气风
雨交合作用，侵占到除了沙
漠和海面的几乎所有地
界。高山沉没海底，沧海桑
田，新大陆崛起，又带给植物
新的疆域。

动物在植物产生后不久
出现，它们比植物更灵光，动
物本能或强大，或巧妙，更多

的是靠本能的力量生存。动物中有灵长
类，它们没有飞行能力，没有尖牙利爪，
但能跳下树来直立行走。随后，有一种
叫做语言的东西产生了。人类在清晰发
音的语言之前，也曾像动物一样呜噜呜
噜地表达。动物为什么要发声？首先可
能是来自恐惧，它们恐惧天黑、暴风雷
雨、猛禽怪兽，它们会对威胁做出反应，
避免受到它们所害怕的东西伤害。此
外，还有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大雨倾
盆来临，它们会意识到水的恶意，在一些
含混的发音中，会下意识地做出惊叹的
表达。在群落之中，就有了这样惊叹的共
同反应。原始人的语言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生理上解释，发音取决于发音器
官，还取决于大脑容量，更要有心智的作
用。语言取决于悟性、灵性或者是天生
的才能，不同的音节和音节按照不同的

规则有序排列就形成了语言。
语言是第一次的信息革命，人掌握

了语言，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
流不断地发展，于是出现了文字。文字
是第二次信息革命，人们发出的信息，可
以通过文字与不曾谋面的他人分享，也
可以流传于后世。形成语言以后，我们
渐渐地有了文字。文字记载、积累了我
们的经验知识，并成为经验知识的传播
媒介。最开始的记载，都可能是混沌不
清的只言片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
是从最开始的含混、模糊逐渐发展起来，
从不懂到懂，从蒙昧到智慧。

印刷术技术带来了第三次革命，一
张报纸、一本书籍就可以影响一座城池、
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人。而进入电子
传播信息时代以后，由于互联网高速发
展，进一步又产生了智能时代。语言作
为信息出现，信息本来只能是物质能量
的伴随行为，当信息活动大到多于能量活
动，人们的主要社会是信息活动的时候，
就到达了信息社会。信息的目的是最有
效利用能源，也是能源的组织形式，正是
由于分不开、打不散的“信息—物质—能
源”关系，建设起了我们的高效社会。

《你的全世界来了》丛书，并没有把
小读者身处的世界奥秘，一股脑儿地全
摆到他们的面前。而是按照世界发展的
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向前
推进。通过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这套
从书告诉小读者们，我们所赖以生存的
全世界究竟是通过什么路径走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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