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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8年至1990年间，希望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煌煌大书——《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分理论、小说、
童话、散文、诗歌、儿童剧和科学文艺七大类，凡十五卷，共一千余万言。
这是我国第一部清晰反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大型文献资料图书。
《大系》选收文论和作品的时段，上起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下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涵盖
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书出后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日月飞转，斗转星移。
首版《大系》编纂成书并正式问世，距今倏已逾二十载。
希望出版社决定斥巨资，隆重推出《大系》新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前八十年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
订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后二十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
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大
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这已是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因为具有儿童文学形态的或日实际
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早就存在于许多古代人文典籍中；历代庶民口口相传的大量民间故事、传说、神
话、寓言、童话、民谣等，其中不少就是儿童文学作品。
毋庸置疑，在华夏大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生亦共长，亦即自“成人文学”发生之日起，儿
童文学便存在了，只是未以“儿童文学”称之，因为彼时尚无这个名词。
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儿童和妇女一样不受重视，因此，几无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文学作
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00多年前，在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下，随着“儿童”的被发现，儿童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专为少
年儿童创办的刊物，为孩子们创作、翻译、编写的文学作品日多，中国儿童文学终于发展成为相对独
立的一个文学部类，正式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三十年儿童文学，史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
其发轫及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批杰出文学家、出版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诸如“周氏兄弟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冰心、沈从文、巴金、郑振铎、张天翼、老舍、赵景深
、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徐调孚、陈伯吹等等。
他们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成果，或以自己的翻译出版业绩，直接丰富和壮大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
成部分。
发展儿童文学，正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
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1950年4月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
所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
。
”宋庆龄后来还说过：“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1954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写出更多优秀作品，起到了
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1955年9月16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
要社论，指出当时少儿读物严重匮乏，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重视少儿读物的创
作、出版和发行。
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召广大作家和有关部门加强和重
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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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
学艺术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呈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许多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
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也满怀热情为孩子们
创作、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都直接造成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时之盛，即新中国儿童文学所谓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现在看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加上受当时前苏联儿
童文学的影响，人们比较偏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这种对文学功能认识上的不全面性，导致那个时
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弊端，这就是“思想大于形象”，造成不少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艺
术性较为薄弱，正如文学大师茅盾在《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政治挂了帅
，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当然，建国后十七年中，也出现过一批确实优秀、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儿童文学佳作。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只有个别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写
出过一些至今仍可读之作。
 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后。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年早些时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为儿童文学在新时期的较快发展
，在组织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和动员工作。
随后，在“解放思想”的新时代号角声中，儿童文学界在理论和文艺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拨乱反
正；儿童文学的功能和艺术规律，获得了新的正确的阐释和尊重；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
创作激情；儿童文学创作、编辑、出版队伍显著扩大；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园地大大增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绵延数年的创新、探索、争鸣热潮，包括少
儿出版在内的多方合力，成就了建国后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期”；及至进入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后
，儿童文学领域不仅老作家“宝刀不老”，中青年作家成为创作中坚，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小读者喜
爱和欢迎、屡获全国大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新人辈出，“70后”、“80后”乃至“90后”都
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儿童文学创作新秀崭露头角，他们题材各异、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的创作路数，每
使读者和业内人士眼睛为之一亮。
有论者称，近二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五代同堂”——或“五个创作方阵”，即(儿童文学)
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少年作者、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之苑呈现出多元共生、百卉争
艳的喜人局面。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研究、理论、评论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新人。
 增补后的二十五卷《中国儿童文学大系》，采取编年的方式，以我国100年内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及风
格的代表性文章和作品，集中、具体而又客观地展示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
这套《大系》的选编者和出版者，严格遵照原编辑委员会定下的宗旨和要求，凡入选的文章和作品，
一律保持原貌，不因其中个别内容、思想、观念带有当年的“时代印痕”、现在看来已显得明显滞后
或“不合时宜”而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保留时代的“原汁原味”，反映真实的历史。
这就使这套《大系》真正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形象地图”，不仅具有阅读欣赏价值，
也有可供研究考察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
 这套《大系》原来的19名顾问、编委，已有12位先后谢世。
由此我们深感岁月之沧桑，生命法则之无情。
阴阳苍黄，新旧更替，生生不息，这原是宇宙、天地亘古不易的铁律。
面对前辈的陆续“退席”，本无须过分怆然喟叹；每念及先驱们百年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做出的不朽业
绩和贡献，一种钦敬崇仰之情久久激荡我们胸间。
 逝者已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辈未竟之神圣事业，当会有一代一代德艺双馨、又有旺盛生气和蓬勃活力的建设者来担当接承、弘
扬发展。
“杰出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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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往往描写全人类普遍关注又是普天下少年儿童心灵能共同感受的东西，讴歌真、善、美，颂扬爱
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因而具有永恒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共享的审美价值。
”(著名评论家束沛德语)——这是当今中国广大儿童文学学者和作家的一个重要共识。
 正是江南风景好，万紫千红总是春。
我们坚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创造性劳动，下一个百年的儿童文学一定会更加辉煌，我们这个
儿童文学大国定将跃升为举世瞩目的真正的儿童文学强国！
 2009年2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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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科学文艺1》为《大系》新版本，该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1919年至1988年间
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订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1988年至1990年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
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
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大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科学文艺1》为《中国儿童文学大系》之《科学文艺1》，收录了近百年来的经
典科学童话、科学小品和科学故事，共数百篇，包括《猫城记》《神秘的小坦克》《世界最高峰上的
奇迹》《鲨鱼侦察兵》《“飞毯”的风波》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科学文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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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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万紫千红总是春(总序)导言增补卷导言科学小说猫城记在北极底下和平的梦铁鱼的鳃割掉鼻子的大象
活孙悟空失踪的哥哥古峡迷雾布克的奇遇神秘的小坦克北方的云大鲸牧场黑龙号失踪画中人奇猎记玩
偶之家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强巴的眼睛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望子成龙波“白蚂蚁”和永动
机梦鲨鱼侦察兵美洲来的哥伦布“飞毯”的风波隐形人魔鞋绿姑娘电子蛋和它的妈妈地球逃亡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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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掏出手枪来，还是等一等？
许多许多不同的念头环绕着这两个主张；在这一分钟里，我越要镇静，心中越乱。
结果，我把手放下去了，向自己笑了一笑。
到火星上来是我自己情愿冒险，叫这群猫人把我害死——这完全是设想，焉知他们不是最慈善的呢—
—是我自取；为什么我应当先掏枪呢？
一点善意每每使人勇敢，我一点也不怕了。
是福是祸，听其自然，无论如何，衅不应由我开。
看我不动，他们往前挪了两步。
慢，可是坚决，像猫看准了老鼠那样地前进。
鸟儿全飞起来，嘴里全叼着块⋯⋯我闭上了眼！
眼还没睁开——其实只闭了极小的一会儿——我的双手都被人家捉住了。
想不到猫人的举动这么快，而且这样的轻巧，我连一点脚步声也没听见。
没往外拿手枪是个错误。
不！
我的良心没这样责备我。
危患是冒险生活中的饮食。
心中更平静了，连眼也不愿睁了。
这是由心中平静而然，并不是以退为进。
他们捏着我的双臂，越来越紧，并不因为我不抵抗而松缓一些。
这群玩意儿是善疑的，我心中想；精神上的优越使我更骄傲了，更不肯和他们较量力气了。
每只胳臂上有四五只手，很软，但是很紧，并且似乎有弹性，与其说是握着，不如说是箍着，皮条似
的往我的肉里煞。
挣扎是无益的。
我看出来：设若用力抽夺我的胳臂，他们的手会箍进我的肉里去；他们是这种人：不光明地把人捉住
，然后不看人家的举动如何，总得给人家一种极残酷的肉体上的虐待。
设若肉体上的痛苦能使精神的光明减色，惭愧，这时候我确乎有点后悔了；对这种人，假如我的推测
不错，是应当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政策；“当”的一枪，管保他们全跑。
但是事已至此，后悔是不会改善环境的；光明正大是我自设的陷阱，就死在自己的光明之下吧！
我睁开了眼。
他们全在我的背后呢，似乎是预定好即使我睁开眼也看不见他们。
这种鬼祟的行动使我不由得起了厌恶他们的心；我不怕死；我心里说：“我已经落在你们的手中，杀
了我，何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呢！
”我不由得说出来：“何必这样⋯⋯”我没往下说；他们决不会懂我的话。
胳臂上更紧了，那半句话的效果！
我心里想：就是他们懂我的话，也还不是白费唇舌！
我连头也不回，凭他们摆布；我只希望他们用绳子拴上我，我的精神正如肉体，同样地受不了这种软
、紧、热、讨厌的攥握！
空中的鸟更多了，翅子伸平，头往下钩钩着，预备得着机会便一翅飞到地，去享受与我自幼同学的朋
友的⋯⋯背后这群东西到底玩什么把戏呢？
我真受不了这种钝刀慢锯的办法了！
但是，我依旧抬头看那群鸟，残酷的鸟们，能在几分钟内把我的朋友吃净。
啊！
能几分钟吃净一个人吗？
那么，鸟们不能算残酷的了；我羡慕我那亡友，朋友！
你死得痛快，消灭得痛快，比较起我这种零受的罪，你的是无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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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着点！
”几次我要这么说，但是话到唇边又收回去了。
我虽然一点不知道猫人的性情习惯，可是在这几分钟的接触，我似乎直觉地看出来，他们是宇宙间最
残忍的人；残忍的人是不懂得“干脆”这个词的，慢慢用锯齿锯，是他们的一种享受。
说话有什么益处呢？
我预备好去受针尖刺手指甲肉，鼻子里灌煤油——假如火星上有针和煤油。
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
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没有残暴，没有毒刑，没有鹰吃死尸。
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块光明的土地了，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着生
命，恐怕连享受也是痛苦吧！
？
我的腿上也来了几只手。
他们一声不出，可是呼吸气儿热忽忽地吹着我的背和腿；我心中起了好似被一条蛇缠住那样的厌恶。
咯当的一声，好像多少年的静寂中的一个响声，听得分外清楚，到如今我还有时候听见它。
我的脚腕上了脚镣！
我早已想到有此一举。
脚腕登时失了知觉，紧得要命。
我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用意何在？
想不出。
也不必想。
在猫脸人的社会里，理智是没用的东西，人情更提不到，何必思想呢。
手腕也锁上了。
但是，出我意料之外，他们的手还在我的臂与腿上箍着。
过度的谨慎——由此生出异常的残忍——是黑暗生活中的要件；我希望他们锁上我而撤去那些只热手
，未免希望过奢。
脖子上也来了两只热手。
这是不许我回头的表示；其实谁有那么大的工夫去看他们呢！
人——不论怎样坏——总有些自尊的心；我太看低他们了。
也许这还是出于过度的谨慎，不敢说，也许脖子后边还有几把明晃晃的刀呢。
这还不该走吗？
我心中想。
刚这么一想，好像故意显弄他们，也有时候会快当一点似的，我的腿上挨了一脚，叫我走的命令。
我的脚腕已经箍麻了，这一脚使我不由得向前跌去；但是他们的手像软而硬的钩子似的，钩住我的肋
条骨；我听见背后像猫示威时相噗的声音，好几声，这大概是猫人的笑。
很满意这样地折磨我，当然是。
我身上不知出了多少汗。
他们为快当起见，颇可以抬着我走；这又是我的理想。
我确是不能迈步了；这正是他们非叫我走不可的理由——假如这样用不太羞辱了“理由”这两个字。
汗已使我睁不开眼，手是在背后锁着；就是想摇摇头摆掉几个汗珠也不行，他们箍着我的脖子呢！
我直挺着走，不，不是走，但是找不到一个字足以表示跳，拐，跌，扭⋯⋯等等搀合起来的行动。
走出只有几步，我听见——幸而他们还没堵上我的耳朵——那群鸟一齐“扎”的一声，颇似战场上冲
锋的“杀”；当然是全飞下去享受⋯⋯我恨我自己；假如我早一点动手，也许能已把我的同学埋好；
我为什么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呢？
朋友！
就是我能不死，能再到这里来，恐怕连你一点骨头渣儿也找不着了！
我终身的甜美记忆的总量也抵不住这一点悲苦惭愧，哪时想起来哪时便觉得我是个人类中最没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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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噩梦里：虽然身体受着痛苦，可是还能思想着另外一些事；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到我的亡友，闭
着眼看我脑中的那些鹰，啄食着他的肉，也啄食着我的心。
走到哪里了？
就是我能睁开眼，我也不顾得看了；还希望记清了道路，预备逃出来吗？
我是走呢？
还是跳呢？
还是滚呢？
猫人们知道。
我的心没在这个上，我的肉体已经像不属于我了。
我只觉得头上的汗直流，就像受了重伤后还有一点知觉那样，渺渺茫茫地觉不出身体在哪里，只知道
有些地方往出冒汗，命似乎已不在自己手中了，可是并不觉得痛苦。
我的眼前完全黑了；黑过一阵，我睁开了眼，像醉后刚醒了酒的样子。
我觉出脚腕的疼痛来，疼得钻心；本能地要用手去摸一摸，手腕还锁着呢。
这时候我眼中才看见东西，虽然似乎已经睁开了半天。
我已经在一只小船上；什么时候上的船，怎样上去的，我全不知道。
大概是上去半天了，因为我的脚腕已缓醒过来，已觉得疼痛。
我试着回回头，脖子上的那两只热手已没有了；回过头去看，什么也没有。
上面是那银灰的天；下面是条温腻深灰的河，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是流得很快；中间是我与一只小船
，随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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