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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

内容概要

本书为叶永烈“晚风徐徐”系列作品之一，主要是叶永烈长期以来对人物的一些专访和侧写。本书中
采访人物为各领域专家或精英，如科学家、数学家、教授、医生、艺术家、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节
目主持人、媒体人（出版人），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同的性格，叶永烈用独特的视觉，敏锐的
触觉，将他们鲜明而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晚风徐徐”系列另一部作品为《走过人生：叶永烈谈
生命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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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
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关
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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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

精彩书评

1、晚报写匠的作品辑录——评《穿越历史 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文|杜子腾熟识叶永烈是因为看过他
写的红色三部曲，每一本都厚的可以当板砖使用，由此足见作者功力之深。再后来听闻他是《十万个
为什么》这套科普作品的主要作者，我就不得不惊叹其同时能驾驭文理两科的厉害！可以说，凭借着
《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走进了文学的圈子。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收到一系列报刊的写文邀约。恰
恰是为这些报刊写作的经历，叶永烈慢慢琢磨出了一套最喜欢的“晚报文风”。这本《穿越历史 叶永
烈说他们的故事》便是叶永烈多年来发表在各类晚报上关于人物絮语的总结本，也是其“晚报文风”
在细数人物志上最直观的体现。叶永烈在本书的序中提到了“晚报笔法”的概念，总结这些千字文“
要写得通俗、活泼、引人入胜”，还说“要用聊天的口气写晚报文章，要讲究构思，多用小故事、掌
故，多用比喻、注重文采、注重可读性”。他说的一点儿也没错，这些在其文章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比如写钱钟书，他文章题目叫作《钱钟书论“鸡”和“蛋”》，是简用钱老说的一个幽默段子。大人
物和平常事物的一对比就很容易将读者的兴趣勾起来，虽然文章篇幅短小，看了让人觉得吃亏，但很
显然晚报版面的限制也应该被考虑在内。此外，《胡万春戴上了“老板戒”》、《苏步青的笑与不笑
》还有《“冷面杀手”笑了》都有一看题目就想读完的冲动。单独一篇篇对各色人物的小文立于晚报
的诸多内容之中，算是独特的点缀。对于读者所能看到大人物的另外一面，小而真实，还算颇具趣味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作为一本总结作者历年来在晚报中所写名人故事的读本，时间跨度大，访问
对象杂，篇幅有长有短，让人读来总有稀稀疏疏的杂乱感。虽然书中有意对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了一
个大体分类，归在了不同的部分里，但总体看来还是觉得跳跃性太大，没有主题性。作为单独的一篇
晚报文章我们完全可以一扫而过，读来不费功夫，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晚报文章，而且是不同人物内容
的文章，放在一起来读，阅读疲劳就会比较快的来临。还有就是作者的笔法是属于严肃文体过来的“
调皮”风格，与时下年轻人的流行语言与幽默也还是隔了代的，所以很难吸引到80、90后的注意力。
尤其是开篇的《头上一片蓝天》，里面热情洋溢的文字像极了新闻联播里庆祝大型节日所使用的语言
。这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唯恐避之不及，太正面、太官方的文字对于当下的读者都是毒药！但是
笔者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理性主义时代走过来的作者，内心是有发自内心的纯真感受。只不过现时
的环境下，读者不会为这样的文章买账，这是个实际。茶余饭后，拾起本书，草草读之，就已足够。
若要深究，却也大可不必。
2、xuanyuangaizhi金牌会员北京2014-12-18 16:56 封面挺特别的，看上去像个档案袋标　　签：京东正
版心得： 可能受小时候读过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一直挺喜欢叶永烈的作品的，买过很多他的
书。这书的封面挺特别的，看上去像个档案袋，可能是因为书名叫《穿越历史》所以做得有历史感吧
！书买来后随手翻了翻，看见叶永烈的序，原来这书是他为各家晚报所些的文章，每一篇都不是很长
，这样就可以分开看了，比较适合我这种工作比较忙的人。购买日期：2014-12-16回复(0)有
用(0)mayanfang1983mayanfang1983铜牌会员北京2014-12-18 16:08 知识面真的很广标　　签：读者推荐心
得： 叶永烈真心是个高产的作者，最近光买他的书就买了好几本了。这书算是叶老一本对各界名人的
专访记录，有冰心，梁实秋，端木蕻良，杨虎城，华罗庚，钱学森，可谓各个领域都有涉及，最有意
思的是后面竟还有对鲁豫，崔永元，黄健翔，马英九的采访，真是面子够广啊！购买日期
：2014-12-16回复(0)有用(0)jdljq963jdljq963金牌会员河南2014-12-03 14:01 叶永烈的书标　　签：京东正
版心得： 叶永烈“晚风徐徐”系列作品之一，主要是叶永烈长期以来对人物的一些专访和侧写。本书
中采访人物为各领域专家或精英，如科学家、数学家、教授、医生、艺术家、演艺明星、体育明星、
节目主持人、媒体人（出版人），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同的性格，叶永烈用独特的视觉，敏锐
的触觉，将他们鲜明而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晚风徐徐”系列另一部作品为《走过人生：叶永烈
谈生命的精彩》。　叶永烈，截止到2013年10月，共出版文学著作150余部，其中长篇纪实文学有：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胡乔
木传》、《马思聪传》、《傅雷与傅聪》、《梁实秋的黄昏恋》。科普小说丛书有：《十万个为什么
》（合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国福尔摩斯》、《科学掠影》。纪实文学集有：《叶永烈文
集》(50卷)、《叶永烈自选集》（7卷）、《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
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反右派始末》
、《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中短篇小
说集有：《爱的选择》，散文集《叶永烈笔下风情》，杂文集《人才成败纵横谈》，寓言集《侦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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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

小偷》，相声集《圆溜溜的圆》等。购买日期：2014-11-30
3、2/2 人认为此评论有用 　　有意思 　　评论者 rongrong1980 于 2014年12月10日 　　版本: 平装 已确
认购买 　　叶永烈先生在《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这本书的序里称自己是“晚报作家”，
听上去很有意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晚报写稿就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啊，在叶先生这本书
里，读者会读到他对很多名人思想的见解，和对这些名人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如冰心、汪国真
、梁实秋、钱学森等等，大都是百姓心目中耳熟能详的名人们。 　　回应 在找投票按钮？很抱歉，
我们不让买家对自己的评论投票。
4、叶永烈先生不愧为大家。因为都是发表于晚报上的千字文，要想在这有限的篇幅内为这些名人作
传，实非易事，因为可写之处太多了。而作者往往能独辟蹊径，选择一个别开生面的切入点，抓住人
物最传神的一点来展现人物的特点。犹绘画中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人物便跃然纸上、活现在我们
面前了。本书实为人物速写的典范了。全书共收六十七篇文章，实为六十七位名人的小传。按工作性
质或领域分为八个专题，虽没有明确的说明，但通过挑出专题中的篇名统摄该专题的做法，一目了然
矣。所写人物，文字虽短，但皆出自作者的亲身访谈。有时为了搞清一些历史的细节，往往颇费周折
。从中可看出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独具文献价值的了。这
是一本叶永烈为各家晚报所写文章的合辑。因为报纸的时效性，有的文中只出现了X月X日，但这样编
成一本书，读者就不知文章写于哪年了，使文章包含的很多信息不能给读者以确定的印象，其文献价
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编辑成书时，每篇文末应该注明什么时间发表于什么报纸。文字指瑕：1.
第016页，正文第三行只出现了“6月16日”，到底是哪年的，卒读全文而不能得。2.第022页，正文第
一段有“峻青先生出生于1922年。1941年，在他19岁的时候，在胶东马石山反日军围剿的激烈战斗中
，八路军10位英雄战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却让数千名群众安全脱险，其中就有峻青。”“其中就有
峻青”有歧义。3.第183页，正文首行“对于我来说，是紧张是一天”，第二个“是”当为“的”。4.
第187页，第二段倒数第二行“一个不能分辩善恶的人而有才能，他犯的错误会更大”，“分辩”宜为
“分辨”。
5、按有用程度排序2/2 人认为此评论有用有意思评论者 rongrong1980 于 2014年12月10日版本: 平装 已
确认购买叶永烈先生在《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这本书的序里称自己是“晚报作家”，听
上去很有意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晚报写稿就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啊，在叶先生这本书里
，读者会读到他对很多名人思想的见解，和对这些名人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如冰心、汪国真、
梁实秋、钱学森等等，大都是百姓心目中耳熟能详的名人们。回应  在找投票按钮？很抱歉，我们不
让买家对自己的评论投票。
6、V3碧玉水净叶永烈先生在《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这本书的序里称自己是“晚报作家
”，听上去很有意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晚报写稿就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啊，在叶先生这
本书里，读者会读到他对很多名人思想的见解，和对这些名人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如冰心、汪
国真、梁实秋、钱学森等等，大都是百姓心目中耳熟能详的名人们。在作者的《访“世纪老人”冰心
》这篇故事里，读者似乎能近距离地感受到冰心在晚年的生活中，虽然身体被病痛缠绕，但她依然笔
耕不辍。尽管她不怎么出门儿，但她每日里都衣衫整洁，银发疏得一丝不乱。在读到冰心与梁实秋的
友谊时，也很受感动，冰心曾把梁实秋比喻为花，还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杂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
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在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
最像一朵花******”字句之间，透着两个作家之间深厚的友谊。峻青，这个名字是我儿时在收音机里
常听到的名字，因为当时对文学的认识肤浅，还常常会把峻青与朱自清这两个人的名字混淆。长大后
才明白原因，是因为这俩人都是散文家，并且名字里都有一个“qing”字的音。我很喜欢朱自清散文
意境的新奇与精巧，而在叶先生的笔下，我知道了峻青的散文更有意义倾向于革命之情，因为“峻青
先生有着浓厚的革命情怀。在读“钱学森梦圆飞天”的故事时，总感觉有一种力量在震人的心灵。在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钱学森为报效祖国，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钱学森回国的
最大阻力来自于美国当局，他们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然而，正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
，能够让钱学森回国，圆满了他的飞天梦，在他回国后的第十个年头，成功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在这里，我也知道了“航天”这个词，正是钱学森先生首
创的。除了老一辈的名人，在书里还读到鲁豫、崔永元等年轻的主持人、李宁、张怡宁等体育名星。
合上书本，仍意犹未尽，四四方方的一本书，似乎就是一个大社会，徜徉在叶先生“晚报笔法”的文
字里，就象是与名人们在低低私语，这些名人们传递给读者的，是一股股来自内心深处的正能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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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

、张卫荣V3一蓑烟雨伴钻石会员叶永烈先生不愧为大家。因为都是发表于晚报上的千字文，要想在这
有限的篇幅内为这些名人作传，实非易事，因为可写之处太多了。而作者往往能独辟蹊径，选择一个
别开生面的切入点，抓住人物最传神的一点来展现人物的特点。犹绘画中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人
物便跃然纸上、活现在我们面前了。本书实为人物速写的典范了。全书共收六十七篇文章，实为六十
七位名人的小传。按工作性质或领域分为八个专题，虽没有明确的说明，但通过挑出专题中的篇名统
摄该专题的做法，一目了然矣。所写人物，文字虽短，但皆出自作者的亲身访谈。有时为了搞清一些
历史的细节，往往颇费周折。从中可看出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
料，独具文献价值的了。这是一本叶永烈为各家晚报所写文章的合辑。因为报纸的时效性，有的文中
只出现了X月X日，但这样编成一本书，读者就不知文章写于哪年了，使文章包含的很多信息不能给读
者以确定的印象，其文献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编辑成书时，每篇文末应该注明什么时间发表
于什么报纸。文字指瑕：1.第016页，正文第三行只出现了“6月16日”，到底是哪年的，卒读全文而
不能得。2.第022页，正文第一段有“峻青先生出生于1922年。1941年，在他19岁的时候，在胶东马石
山反日军围剿的激烈战斗中，八路军10位英雄战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却让数千名群众安全脱险，其
中就有峻青。”“其中就有峻青”有歧义。3.第183页，正文首行“对于我来说，是紧张是一天”，第
二个“是”当为“的”。4.第187页，第二段倒数第二行“一个不能分辩善恶的人而有才能，他犯的错
误会更大”，“分辩”宜为“分辨”。V4记忆中的思钻石会员我们或许并不关注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
，但是我总是感受到，听过来人说往事，芝麻绿豆大的平凡小事，听来都会感到别有一番风情在里面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会不会想起往事，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呢？我们又会不会想到用什么
方式与别人分享或者仅仅是交流呢？ 引发这些感慨的仅仅是因为叶永烈的一本《穿越历史，叶永烈说
他们的故事》。之前读过叶永烈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叶永烈有了初步的好印象，或许很多人会
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而认识叶永烈，而我不是，我有时读书并不关注作者 ，只有读到一本自己喜欢
认可的书，我才会从此关注这位作者的其它的书，甚至会一本接一本的买回来。 本书中提到的他们有
六七十人之多，有我们所熟识的，像冰心、钱钟书、张海迪、俊青、张乐平、谢晋 姚迪、杨虎城、钱
学森、华罗庚、崔永元、鲁豫、陈佩斯、李宁、马英九⋯⋯有作家，有漫画家，有导演，有学者、有
电视主持人，有运动员，有各行精英，也有平凡的只有本书才把名字印成铅字的普通老百姓，不管他
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在书中的展现绝对是你在别处所看不到的，独一无二倒是可以这么说，因为
这些故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他与这些人某次或仅此一次交往时的印象和评价，从一个新闻工作者
的独有的视野和角度来评价叙述。叶永烈笔墨的中肯和贴近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从他的角度来
重新认识一个自己或熟识或陌生的人，感觉就是像听作者拉家常一样，听过之后你就会用同样的心去
感受周围的人，像你或许也会认为某些人有架子，而等你真正走进他时，你会发现并非如此；像某些
无名的站在平凡岗位上的凡人，他们的内心实际都是温暖人心的，只是轰轰烈烈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
，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小人物肯定并不止作者所接触认识了解的这几位，他们只是代表而已；那些名
人们，更是让我们从平凡的生活小事中见证他们之所让人尊敬的因缘，我们或许在那个领域或这个领
域比不上他们，今生都未必可及，可是，我们不会因为了解他们而感到自卑，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
的言行为人中学到很多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人生真理。 或许我老了，所以喜欢读这种类似聊家常
的过往，总是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阅历都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只是看我们
如何来展现，来欣赏。V3与女儿一起钻石会员如历史著作有正史和野史之分，人物传记也有自传和他
传之分，人的记忆有限，自传很多时候很难将自己的过往完整地呈现，而他传虽不能完整地将人物的
过往说清，但是至少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甚至有很多内容都是人物自己不曾忆起的！《穿越历史 
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他传。叶永烈先生通过记述自己与别人的交往历程，将他们
真实地进行了再现，这种再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叶永烈的人生是丰满的，通过他在书
中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人际交往圈之广之精英化，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正是由于他的存
在，我们才会知道冰心、梁实秋、峻青、胡万春、杨虎城等等名人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的真实表现，这
种了解，让我们对这些名人的作品及历史事迹有了更为浓厚的简介。 应该说，《穿越历史 叶永烈讲
他们的故事》是不能从文笔、内容方面来进行赏析的，因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著作，仅是一个
老人在回忆自己的过往，这种过往交织了很多人的过往而已！所以，正是基于这种题材的弥足珍贵性
，如果叶永烈完全使用文学创作的手段将它们进行展示，那么就显示不出题材的珍贵性！回忆就应该
是在一种平淡、简洁的话语中进行！ 读这本书，我个人认为是颇有收获的，书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
在上学过程中或在之后的生活中都曾经在书籍和媒体上见过，彼时的他们对我这种普通的读者或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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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而言就是神一样的人物，而读这本书，可以将这样神一样的人物平民化、让读者深刻地了解这些神
一样的人物！抚顺读书人钻石会员书的封面就好像是一个陈旧的档案袋，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仔细看看我们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了，但是档案袋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穿越了
这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 这本书是叶永烈的人物散文集，时间的跨度也很大，虽然现在才集结出版，
但是里面的很多文章已经比很多读者的年龄还要大了。 这文集中记录的人物实在是太丰富了，五花八
门，书里面第一部分写的是作家，第二部分写的是政治家，第三部分是艺术家，第四部分是革命家，
第五部分是科学家，第六部分是主持人和记者，第七部分是体育界，第八部分是台湾名人，看看够杂
的了吧。这也可以看出叶永烈这个人的杂，跨越了科学、科普、编辑、记者、艺术、文学、报告文学
等等领域，算是一个杂家吧。 书里面的文章都不长，大约千字左右，都是为晚报等报刊写的小文章，
并不是那种深度的采访和全面的传记，只是从一个小事切入，记叙的内容往往都是作者叶永烈的亲身
经历，他和这些名人之间的故事，所以看起来更亲切。许多名人变得更立体和全面了起来。比如讲鲁
豫，讲她忙得经常深夜才回家，连脸上的妆都没卸掉，小区的守卫还以为她是从事特殊行业的呢。这
肯定是当年鲁豫还没出名的时候，现在可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还有作者和张海迪的交往，海迪姐姐
激励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拼搏，出版了那么多作品，而汪国真是那么的安静甚至腼
腆，却成为哪个是时代中学生们的青年偶像。作者和华罗庚开会期间住同一个宾馆，想要进行采访却
被华罗庚的秘书拒绝，可是当他打电话到华罗庚的房间时，华罗庚马上就让他过去，原来华罗庚病情
挺重，秘书不让他会客，可是华罗庚却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次采访，甚至每一封陌生人的来信。等等
等等。 一个个小故事，记录的是时光的片段，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印记，通过叶永烈的故事，让这些我
们早就熟悉，或者只是听过名字并不了解，甚至有的还没有听说过的人，一点一点的生动了起来，变
得有血有肉了。变得不再是一个符号，他们的形象一点一点的清晰了起来。雨后for钻石会员童年的美
好记忆总是长久的，所以我现在每看到叶永烈的书，还总想拿起来翻一翻。小时候（约30年前），很
喜欢《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卷中他的不少文章，还有收入《365夜故事》的童话《奇怪的病号》，以及
《“小溜溜”溜了》一套书，文笔优美、想象丰富、趣味盎然。 上大学的时候（18年前），读了他的
《陈伯达传》、《江青传》。那时候叶永烈好像不再写科普文学和童话了，改为传记作品和纪实文学
，文笔依然不错，在吸引读者方面肯定没问题。而且为了写《陈伯达传》这样的书，作者亲访当事人
，获得了一些第一手材料，值得称道。但就像有专家点评的那样，整部书的观点太“主流了”，因而
显得比较肤浅。 叶永烈先生成名很早，在漫长的岁月里曾与很多名人交往，访问过他们，也被他们访
问过，还是一些重要活动的见证人，写作素材很丰富。本书最好的一篇就是第一篇《头上一片蓝天》
，写的是他1985年1月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见闻。但是只写了表象，如果读者不去查背
景资料的话，是会不明就里的。文中只写“胡耀邦出现在主席台上”，不写他提出，作协四大的报告
中不提当时喧嚣尘上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让会员们首次自己选举作
协领导人，结果巴金、张光年、王蒙、刘宾雁等当选，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等落选。文中只写“
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祝词”，没写祝词中明确提出的创作自由。只写了周扬的一句话贺电引
发全场长时间掌声，没写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缺席大会。只写了“满头灰白头发
的白桦笑了”，没写他是风波过后归来。只写了作家们“头上一片蓝天”，没写仅仅两年后胡耀邦总
书记被迫辞职，这次作协四大、中央祝词、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都受到批判。 本书最差的一篇
是《峻青用“心”写散文》，说“峻青先生在他的名作《秋色赋》之中，一反宋朝文学家欧阳修的《
秋声赋》的用意，‘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
乐和富强’。在峻青先生笔下，金秋时节到处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而
不是欧阳修笔下的那样‘肃杀悲伤’。” 欧阳修《秋声赋》写于公元1059年，经过了955年的岁月检
验到今天依然是经典。峻青《秋色赋》写于公元1962年的山东威海，到现在才过了52年，还有几个人
要看？更何况在1959、60、61三年困难时期，山东是重灾区，峻青你看不见家乡饿死了多少老百姓吗
？大饥荒刚刚过去就写这些肉麻的“歌德”文章有意思吗？还有杨朔，也是山东人，大饥荒时回到家
乡蓬莱，写了一批“美文”歌颂三面红旗、大跃进！还有郭沫若、刘白羽，在他们的笔下，看不见几
千万饿死的冤魂，只见一片歌舞升平、云蒸霞蔚的天堂！如果说当年出现这种文章有客观原因，但到
现在还能再吹捧这样的文章超过古人吗？ 我觉得文学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揭露血淋淋真相的”（
尽管文字可能平淡、不华美），第二种是增长知识的休闲读物，第三种就是“歌德派”的庙堂文字。
本书是作者发表在全国各地晚报的文章集子，属于第二种，大部分文章还是可读的，当然与秦牧文革
后写的同类散文相比，还要差一点。 当下的中国，其实最需要的是第一种书。很多八九十岁高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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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丰富的老作家、文化老人，到晚年鼓起勇气说真话，写了不少记录历史真相的书，例如巴金《随想
录》、韦君宜《思痛录》、邵燕祥《教科书外看历史》、曾彦修《平生六记》等。 茶余饭后的休闲读
物当然也有存在的价值，但高下之分的还是思想。叶永烈今年74岁了，畅销书已经写了不少，期待他
也能推陈出新、写出思想深刻的传世之作。V3为生歌唱记得小的时候很喜欢两本书，一本是《十万个
为什么》，还有一本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前面那本书上班后才买了一套最新版本的，老版本的早
就在搬家过程中丢失了，而小的时候看过的小人书《小灵通漫游未来》更是没了去处，只是还记得那
个带着鸭舌帽的小记者小灵通带给我们的惊奇。《小灵通漫游未来》中还有许多科学幻想至今没有实
现。比如，天气完全由人工控制，晴雨随意，“天听人话”；天空上高悬人造月亮，从此都市成了真
正的不夜城；家家都有机器人充当服务员；人的器官可以像机器零件一样调换，从此人“长生不死”
等等。但是“飘行车”、人造器官、家用机器人、环幕立体电影、生产蔬果的“农场”等已经成为现
实，但在这些在当年的孩子眼里，又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神往的事，而那个能够穿梭时空、四处走
访的“小记者”兼“小旅行家”——小灵通，更是令我们羡慕。当时只是记得那些充满奇幻的书了，
并没有注意书的作者是谁。 前两天刚看了叶永烈写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今天又翻开《穿越历史—
—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这本书中记载了叶永烈采访过的很多名人大咖，让我从他的笔端了解了很
多名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我还想能够与这么多名人面对面，这位叶永烈有什么深厚的背景呢？一查
资料才知道，原来我不是现在才熟悉他，我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粉丝了，只是当时我更关注的是那些奇
特的科学现象，如为什么会有飞碟？为什么会下雪？小灵通为什么会坐飘行车？当时就没有问是谁收
集这么多科学幻想，能够写出这么多令人向往却只有未来才能实现的事，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已经
生活在了未来，而那之前就生活在未来的科学怪人就是叶永烈，我不仅对叶永烈刮目相看。 其实叶永
烈编著《十万个为什么》和撰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他也就20多岁，正是青春年华，但是不得不
说他已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是由他参与编辑的这些书影响了今后几代人，甚至为之奋斗、努
力，直到把不可能变成现实，我不知道那些科学家是不是因为都读了由他编著的《十万个为什么》和
《小灵通漫游未来》，但是我知道，那些向往神奇追求梦想的人一刻没有停歇，所以我才深信不疑未
来的科技一定是强大到无所不能的。 之所以在这里写叶永烈，而没有写他这本书中所涉猎的一些名人
故事，是因为我不想过早揭底叶永烈内心中的名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叶永烈采访过文学界的冰心、梁
实秋、钱钟书、张乐平等；科学界的钱学森、华罗庚等；文艺界的鲁豫、黄健翔等；政界的马英九、
蒋孝严等，写了太多他与这些名人接触后的一些感悟和印象，与他之前编著的科幻丛书和他的红色经
典都有不同，可见叶永烈是作家中涉猎范围最广的一位。 叶永烈说：“灯，彻夜通亮。子夜成为白昼
的延伸。一支又一支如椽之笔，在谱写文学的新篇章。”今天是记者节，祝那些用笔耕耘的记者们节
日快乐！V3六月九重天钻石会员叶永烈是我们熟悉的“多功能”作家，从早期的科幻作品，到后来的
游记作品，都能让人大开眼界，但是我觉得他的人物传记成就更大，因为是他为中国当代历史留下了
珍贵的文字材料，这为以后的人读今天的历史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证明。 那本《穿越历史——叶永烈说
他的故事》，虽然不是大部头的史料，是他为各晚报提供的千字文采访记，他自称“晚报笔法”，但
这些文章虽短，却是作者每“爬一个格子”都是实实在在的。虽然“纸短”，却“意长”。一句话：
这些文章不但通俗、活泼，更是引人入胜。 这些文章大多是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0年代期间的
采访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有些人已经故世，因此这些采访，就显得特别珍贵了，比如：冰心、
梁实秋、钱钟书、张乐平、谢晋、方成、钱学森等等，他们生前与作者的交往，他们的言行，带有强
烈的时代气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走过的人生是多么的艰难、是多么的充实、是多么的坚强，
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情、对事业的追求，他们为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代人饱
经风桑，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是新中国文化科学的建设者。 叶永烈的采访记，没有什么华丽而浮躁
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宣传的陈词滥调，他以平实的语言、真诚的情感，勾画出他与受访者之间的沟通
。比如，他写的华罗庚，开始觉得“架子大”，几次联系采访都没成功，但是一次开会偶然的相遇，
消除了误解，于是几次走进医院采访，华罗庚的为人也生动地展现在纸上了，他是那样的诚恳、那样
的认真、那样的配合。 一般人都对名人充满了敬畏之情，但是我们从叶永烈的采访中，看到的是名人
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是名人就是因为
他们在某一领域中的成就，因此抛开“成就”他们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可亲可近的一面，因此叶永烈让
我们走近名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永烈的名人世界是广泛的，从这本不厚的书中，涉及到的名人就有
八十多位，而且来自各行各业，有象白桦、柯灵、峻青、陈伯吹那样的老一辈作家、有叶贲思这样的
来自思想界的人士、有音乐家傅思聪、贺绿汀、姚笛、也有科学家苏步青、陈中伟等、还有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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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崔永元、鲁豫、曹可凡等，当然还有体育界的李宁、黄健翔、庄则栋等，甚至还有台湾的名人
林丽韫、施明德、蒋孝严等。 从这本书中，可以认识很多名人，可以从名人的生活、事业、成就中看
到他们的追求、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为人处事。虽然我们成不了名人，但是我们也
应该借名人之光，照耀我们的人生道路。V2杜子腾一世熟识叶永烈是因为看过他写的红色三部曲，每
一本都厚的可以当板砖使用，由此足见作者功力之深。再后来听闻他是《十万个为什么》这套科普作
品的主要作者，我就不得不惊叹其同时能驾驭文理两科的厉害！ 可以说，凭借着《十万个为什么》叶
永烈走进了文学的圈子。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收到一系列报刊的写文邀约。恰恰是为这些报刊写作
的经历，叶永烈慢慢琢磨出了一套最喜欢的“晚报文风”。这本《穿越历史 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便
是叶永烈多年来发表在各类晚报上关于人物絮语的总结本，也是其“晚报文风”在细数人物志上最直
观的体现。 叶永烈在本书的序中提到了“晚报笔法”的概念，总结这些千字文“要写得通俗、活泼、
引人入胜”，还说“要用聊天的口气写晚报文章，要讲究构思，多用小故事、掌故，多用比喻、注重
文采、注重可读性”。他说的一点儿也没错，这些在其文章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写钱钟书，他文
章题目叫作《钱钟书论“鸡”和“蛋”》，是简用钱老说的一个幽默段子。大人物和平常事物的一对
比就很容易将读者的兴趣勾起来，虽然文章篇幅短小，看了让人觉得吃亏，但很显然晚报版面的限制
也应该被考虑在内。此外，《胡万春戴上了“老板戒”》、《苏步青的笑与不笑》还有《“冷面杀手
”笑了》都有一看题目就想读完的冲动。单独一篇篇对各色人物的小文立于晚报的诸多内容之中，算
是独特的点缀。对于读者所能看到大人物的另外一面，小而真实，还算颇具趣味。 此外，不得不提的
是，作为一本总结作者历年来在晚报中所写名人故事的读本，时间跨度大，访问对象杂，篇幅有长有
短，让人读来总有稀稀疏疏的杂乱感。虽然书中有意对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了一个大体分类，归在了
不同的部分里，但总体看来还是觉得跳跃性太大，没有主题性。作为单独的一篇晚报文章我们完全可
以一扫而过，读来不费功夫，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晚报文章，而且是不同人物内容的文章，放在一起来
读，阅读疲劳就会比较快的来临。 还有就是作者的笔法是属于严肃文体过来的“调皮”风格，与时下
年轻人的流行语言与幽默也还是隔了代的，所以很难吸引到80、90后的注意力。尤其是开篇的《头上
一片蓝天》，里面热情洋溢的文字像极了新闻联播里庆祝大型节日所使用的语言。这对于如今的年轻
人来说，唯恐避之不及，太正面、太官方的文字对于当下的读者都是毒药！但是笔者完全可以理解作
为一个理性主义时代走过来的作者，内心是有发自内心的纯真感受。只不过现时的环境下，读者不会
为这样的文章买账，这是个实际。 茶余饭后，拾起本书，草草读之，就已足够。若要深究，却也大可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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