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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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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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每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也许觉得有点麻烦，还不如照一般的方法按部就班地算来得快哩。
这时候，请你记住古人的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每克服了学习上的一个困难，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乐趣。
才学会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计算起来一定并不快，还可能会弄错。
这时候请你记住“熟能生巧”这句话。
现在你还不熟练，就需要多做练习，随时随地，自己寻找习题练习。
这本书每节都有习题，书末附有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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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后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
他从194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普创作。
《算得快》是他在1960年代初写的，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科普作品，以后多次再版修订，并译成
多种文字，累计印数近一千万册，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畅销书。
“《算得快》，卖得快！
”是全国新华书店的一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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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数学花园漫游记帮你学数学图形和逻辑的故事——中国科普名家名作算得快：刘后一先生献给少儿的
礼物（最新版）中国科普名家名作  数学家的眼光（最新版）故事中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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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五，十二——七五。
”　　“我看，”杜小甫渐渐高兴起来了，说，“乘以8，也可以照此办理。
因为——”他边说边写：　　1÷8=2÷16=0．125 满125进1　　2÷8=4÷16=0．25 满25进2　　3÷8=6
÷16=0．375 满375进3　　4÷8=8÷16=0．5 满5进4　　5÷8=10÷16=0．625 满625进5　　6÷8=12
÷16=0．75 满75进6　　7÷8=14÷16=0．875 满875进7　　“同时还要记住各个数乘以8得的积的个位
数。
”王星海也开了窍，他边说边写：　　O×8⋯⋯0 5×8⋯⋯O　　l×8⋯⋯8 6×8⋯⋯8　　2×8⋯⋯6 7
×8⋯⋯6　　3×8⋯⋯4 8×8⋯⋯4　　4×8⋯⋯2 9×8⋯⋯2　　“好呀!”杜小甫高兴地喊道，“两
个0、8．6．4、2，又对称了——这是一条规律，乘数是双数，积的个位都会出现这几个数字!”　　
”还有个6没算过，”王星海说，“我们来试试看吧!”　　王星海刚说完，高商和李萌萌，一人一行
，已经把O到9各数乘以6所得积的个位数写出来了：　　O×6⋯⋯0 5×6⋯⋯0　　l×6⋯⋯6 6×6⋯
⋯6　　2×6⋯⋯2 7×6⋯⋯2　　3×6⋯⋯8 8×6⋯⋯8　　4×6⋯⋯4 9×6⋯⋯4　　“妙呀!”杜小甫
和王星海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还是2、4、6、8这几个数字，只是顺序不同。
”　　“现在就要看什么样的数，乘以6要进位，进位几了。
”李萌萌说。
　　“6比3更不好对付，既有‘超’，又有‘满’。
”高商一面说着，一面写了下面几个算式：　　1÷6=O．1666⋯⋯：0．1 6 超16进1　　2÷6：0
．3333⋯⋯0．3 超3进2　　3÷6=0．5=O．5 满5进3　　4÷6=0．6666⋯⋯=0．6 超6进4　　5÷6=0
．8333⋯⋯=0．83 超83进5　　“那就是说，”杜小甫抢着说，“后面的数，大于或等于17，167，⋯
而又小于34，334，⋯的，乘以6，要进位1⋯⋯”　　“大于或等于34，334，⋯而又小于5的，乘以6
，要进位2⋯⋯”王星海也抢着说。
　　李师傅高兴地说：“你们看，经过大家一讨论，我们把4、6、8的速算乘法也找出来了。
”说完，他在地上写了一个算式，要大家实践实践。
他写的是：　　2 8 3 4 7 6 ×　　高商说：“28大子17，而又小于34，要进位1⋯⋯”他在乘积与2对应
的位置前先写了一个1。
　　李萌萌接着说：“2乘以6，乘积的个位数是2，2后面的数是834，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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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情可待成追忆——优秀畅销书《算得快》背后的故事／尹传红　　这是一本内页微微泛黄、两
角起了褶子的旧书，版权页上印着：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2版 1978年2月北京第6次印
刷。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
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3个家庭、哺育了7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
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
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
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
　　知识接力　　还是先从两年前说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
到姑母家做客时，我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
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　　已经阔别20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
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
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4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
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2种姓氏5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
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
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
前两天，就这本书的来历我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
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　　大约是在1978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
，很受欢迎和好评。
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
于是，他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我的表伯赵一丁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
名字（赵平、赵楠）。
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
《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
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
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个儿的印章。
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
我还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描画，我愤怒地训斥了她，我们的关系由此而变得
更“紧张”了⋯⋯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
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黄璟和黄瑞。
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
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
赛区第一名，现在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在我当年的想像中，他肯定是一位知识渊博、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兴许还在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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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陈景润做同事哩。
但没过多久我就给弄糊涂了，因为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
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
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
非常轻松。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
1993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知道吗？
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
”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
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刊于199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真没想到我会跟他的女儿做同事
！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的朋友。
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
我在20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
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
》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
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从那以后，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
第二天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
去。
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
我想，那我就去为他送行，作一下弥补吧。
岂料，1月31日那天上午，当我在10点20分从郊区匆匆赶到八宝山时，追悼会因故已提前半个多小时举
行，没让我赶上。
这样，阴差阳错，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过，在后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策划、编发了有关他的大半个版的纪念文章，发表在1998
年1月27日的《科技日报》上，这多少让我得到了一些宽慰。
也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后一先生的品格、学识和涵养，以及多年来他从事科普创作所付
出的辛劳和代价，所承受的艰难和重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70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
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
当时他一家5口，挤在两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
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 。
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10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
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
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
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
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和后来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学。
“父亲也并非‘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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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圆滑的应变能力，这
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
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
屈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
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200多万字的
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
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
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
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
出不屑一顾的狂妄。
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
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
“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
样的‘副编审’。
”　　园外园丁　　“你写了那么畅销的书，若是在我们那儿，有一本就够吃一辈子的了。
”80年代中期，有一位来访的外国朋友曾这样对刘后一说。
回到家后，他苦笑着跟女儿提起过这事儿，但没说他是如何作答的。
他真的会在乎他吃的“亏”吗？
　　女儿说，父亲长期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甚至“不
成比例”。
尽管如此，他经常拿出稿酬买书赠给渴求知识的青少年，还曾资助了8个“希望工程”的小学生背起
书包走入学堂，并将《算得快》等书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
希望书库”。
　　他其实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
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远远不及他所钟情的科普创作重要，因此，在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难面
前，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他曾写道：“有的人情愿穷聊闲逛、‘打百分’，却看不惯别人业余给孩子写东西⋯⋯有的人以己度
人，认为你写些科普作品，无非是为了出名，得稿费而已。
甚至造谣污蔑，打击陷害。
在我看来，我上过师范，学过教育学，为孩子们写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也是我的正业。
作为国家干部，同时又是园外园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　　在这篇题为《园外园丁》的文章中，他还戏称自己当年挑灯夜战的办公室，是他“耕耘笔墨的
桃花源”。
字里行间也透着欢快的笔调：“《算得快》出版了，书店里，很多小学生特意来买这本书。
公园里，有的孩子聚精会神地看这本书。
我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还是可以为孩子们服务。
不是园丁，也是园丁，算得上是一个园外园丁么？
我这样反问自己。
”当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对算术学习感到费劲，他才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以诱发孩子们对
算术的兴趣。
而这，跟他的生物学专业压根就不沾边。
　　他的风骨着实令人敬重，那就是“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
他跟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搞古生物研究的人应该胸襟宽广、达观，因为宇宙无穷大，个人一生
实在太渺小了，何必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神，而况思其智之所不及，忧其力之所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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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如此。
）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人才有“潜”、“显”之分。
“潜人才”对社会的奉献远远大于从社会中获得的回报，而“显人才”则恰恰相反。
一切客观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潜人才”这一称谓于刘后一当之无愧！
　　在刘后一先生七周年忌日将至的2003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开
机便印15000册。
半年时间不到，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欣闻新版《算得快》销售形势看好，又加印了11000册⋯
⋯　　后一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简单的，才是完美的／星河　　不久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薛晓哲编辑送我一本新版《算得
快》，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对数学一直迷恋有加。
高中时我曾整宿整宿地求解一些艰深的数学问题，其精力之旺盛甚至超过我现在通宵打电脑游戏的精
神；而当那些难题的面纱云开雾散时，我的喜悦和兴奋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虽然我后来没能真的去搞数学专业，但还是阅读了大量专业和半专业数学书籍，每当我站在图书馆数
学部分前，都会有一种抛弃现有的一切重新去学数学的冲动。
　　凡事都有源头，检点我的藏书，《算得快》几乎是我最早读到的数学科普书之一。
凭心而论，那时我还太小了，所以不敢说就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喜爱数学之路，因为我在阅读它时，
学会的也许只是运算上的技巧；但这的确成为在我眼前打开数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我至今相信它对我
后来的数学情结和惊人的记忆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让少年读者一开始能够迅速融入的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在阅读故事的同时，那些精湛的速算方
法便被潜移默化地注入到我的脑海：在售货员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在加法算式里可以有选择地先加某些
数，在高斯的故事里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个从1加到100的主人公原来就是这位数学家（这恐怕是我认识
的第一位外国数学家），在加工木板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工程中应该严格遵循设计先于施工的道理，在
古代人计算两位数乘法的故事里我惊奇地目睹了阿拉伯人的“铺地锦”和印度人的“交叉乘法”⋯⋯
及至迅速通读完全书，那些速算方法便囫囵吞枣般地被塞进了脑子；但也有很多不明白、不清楚、不
准确的地方，于是再读，再学，再算⋯⋯ 按理说小孩子在读书时对正文后所附的习题往往会有所抵触
，但由于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使我居然认真地跟随书中人物一步步寻找速算的方法。
　　速算的意义，在信息时代里，似乎显不出什么更多的作用。
我们拥有众多的计算机器和记忆机器，我们借助各种装置来“照顾”我们的大脑；我快捷的运算能力
和精湛的记忆能力，往往只能勉强与那些由电池供电的装置打个平手⋯⋯有人曾对我说过：技术的进
步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属于人的本领丧失甚至变得无用——这一论述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目前我还算不错的速算本领，似乎大多用于在商店结账或者在餐厅买单时能很快地复核正误，尽管在
这点上我仍会经常让朋友们惊讶。
在这里我不想假设这样的情景：身陷深山，远离文明，手边没有计算器而急需获得某个数据⋯⋯这种
假设没有意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毕竟属于非常规情形。
我们今天仍要学习速算，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理解这样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事
情，并非不可以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和完成。
而正是《算得快》这本书，第一次向我展示出这样一个道理。
　　（本书作者为我国著名科幻作家）　　　　本文载于《北京晚报》　　资料提供：中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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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完了《算得快》以后，你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速算法，这本书全讲到了？
这时候请你记住：认识是没有穷尽的。
你只要懂了道理，就可以自己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来。
还有，当你看《算得快》的时候，碰到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希望你多多思考，多多和同学们讨论，问
问老师和家长。
　　适合阅读对象：中、小学生及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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