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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

作者简介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曾任中国科协
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自11岁起发表诗作。现已出版180多部著作，是国内少有的勤奋高产的作家，著作等身（其实是超身了
）。早年曾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业余科普作品为多，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占了中国的半碧江山。
但真正圆了他“作家梦”的还是科普小品的创作。1959年，还在北大上学时，他写了一本科学小品集
《碳的一家》，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并没计较作者的资历，出版了这本书。这也为
叶永烈成为该社《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最年轻的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文笔活泼，叶永烈深受
出版社的青睐。二十岁的叶永烈的一个个“为什么”，被比他只小几岁的读者广泛阅读、传诵。到新
版，也即第五版《十万个为什么》问世，叶永烈共为该书写了500多篇科普小品。《十万个为什么》一
次次修订再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增写了许多新的“为什么”。最近，《叶
永烈文集》正在分批出版之中。
在写了《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的第二年，完成了另一部新著——《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漫游
未来》虽然直到1978年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但是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小
灵通”是该书中的形象。《小灵通漫游未来》完成于1961年秋，书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报道未
来科学技术。《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国“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
一下子印了一百几十万册，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后来，以展望新的技术革命的灿烂前景为主线，叶永
烈又创作了《小灵通再游未来》， 于1984年出版。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通过眼明手快的小记者小灵通漫游未来市的所见所闻，对未来作全景式的“扫
描”。 有一些科学幻想已经实现，或者即将实现：
小灵通前往“未来世界”，乘的是“原子能气垫船”。如今，气垫船已经很普通，从上海至宁波，从
深圳到珠海，每天都有“飞翔船”往返。所谓“飞翔船”，也就是气垫船。当然，小灵通乘的以原子
能为动力的大型气垫船，虽然还没有出现在世界上，但是已经不很遥远了。
小灵通手腕上戴的“电视手表”，已经接近于变成现实，如今，“掌上微型电视机”已经商品化。更
小的手表大小的微型电视机的诞生，指日可待。
小灵通在未来世界乘坐的“飘行车”，不仅能在地面行驶，而且能够在空中“飘行”。这种“飘行车
”，也许会在21世纪出现。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写到的“环幕立体电影”，如今已经变为现实。把小轿车驶进电影院，坐在
车里看电影，这些已经实现——虽说并不那么普遍，但是毕竟有了。
小灵通见到小虎子的“老爷爷”（曾祖父）下棋不戴眼镜，很吃惊。一问小虎子，这才明白：“他的
眼睛不花，那是因为他眼睛里装了老花眼镜。镜片是嵌在眼睛里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他戴眼镜。我的
爸爸的眼睛里也嵌着镜片，不过，他嵌的是近视镜片。”这种“嵌在眼睛里的眼镜”，如今比比皆是
——隐形眼镜。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写及“未来市农厂”，在巨大的玻璃温室里，工厂化生产农产品。这样的
“农厂”，如今已经有了。当然，书中所写的“一个月可以收一次苹果，半个月可以收一次甘蔗，10
天可以收一次白菜、菠菜，而韭菜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割一次”，还有那“红红的苹果，比脸盆还大
，黄澄澄的橘子像一只只南瓜”，“切面圆圆的像张圆桌面”的西瓜⋯⋯则尚需努力，才能变为现实
。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还有许多科学幻想，尚待21世纪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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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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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虽然已不再新鲜
，但在当年的孩子眼里，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神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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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多么令人羡慕。
《小灵通漫游未来》同时给叶永烈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并成为他由科普创作迈向科幻创作的重要转机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发表了近200万字的科幻小说，每年要出版4—5部科幻新著，无
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品所开拓的题材领域，在中国科幻界都无人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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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叶永烈转向纪实文学的创作，写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数十部长篇。1984年后
成为专业作家，近年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人称“旧闻记者”。主要新著为300万
字的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120余万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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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写了150万字的长篇系列《“四人帮”传》；还有《陈伯达传》、《陈
云全传》、《胡乔木传》、《反右派始末》、《星条旗下的中国人》、《五七年的血泪》、《毛泽东
的衣食住行》、《马思聪传》等大部头著作。作品曾获奖80 余次，作品曾在美、英、法、日、韩、德
、意、泰、香港、台湾出版或发表。1989年被收入美利坚合众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利坚合众国
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4年受聘香港文学艺术家协会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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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

精彩短评

1、     在线读的，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好理解
2、其实这本书在60年代就有了初步的模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和文革而未能出版，到了1978年才问世
，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个别段落我读了后感到温暖。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个刚刚从传统农村
向城厢迈进时一样“粗糙”的作品，故事中到处有着传统小农的思想的影子，这是时代和理念的局限
，书确实值得一看。
3、小时候启蒙老师的书借给我，对那个年纪的自己还是很大影响的觉得新鲜又吸引 好棒的一本儿童
书！发黄的页面和慢慢实现的内容让当时自己惊奇不已，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4、论巨巨为什么是巨巨
5、二年级看的神书。
6、小时候的科幻启蒙
7、儿时第一本书吧。坐墙角小板凳上抱着新华字典抹着眼泪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查
8、在这里找到太亲切了简直。小时候看过很多遍啊
9、孩子说不好看
10、是我童年的科幻记忆
11、科幻作品启蒙书
12、聊三体想到这个，这好像是我读过的唯一科幻小说了哈哈，想象力的闸门。
13、有机会再读一遍看看哪些实现了
14、小时候爆爱的书啊
15、小时候期待未来有科技，长大了只希望有公平
16、如果小时候看应该比较带感
17、小学时候有一本也不知后来被哪个小兔崽子借走了，所以说，借什么别借书。很牛的一本书。小
学时候看了很多很多遍，记得写过几篇延伸想象力的科幻作文，都是课堂范文（微笑脸）
18、想象力一般
19、小学读的，那时候还有答读者信，那时候一本书能翻来覆去看上几年，可是未来已经到了，我们
不能漫游了。
20、童年的想象力就此插上翅膀
21、小时候可爱看啦！真是一本奇妙的预言书。
22、哈哈 突然想起了搜一搜 这本书是我爸传给我的 写的很棒 开启了我思想新境界有没有
23、通俗美好
24、超赞的一本书，最初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在上初中的时候终于看完了这本书，可以说
这本书是我科学的启蒙。
25、这可是我第一本读的小说啊，也是第一本科幻类读物。。。
26、哭, 小时候借的
27、各种神预言
28、小时候最爱看的一本科幻小说!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些场景，书中写到的一些发明有些已经变成现实
了~
29、还有小灵通再游未来、三游未来呢
30、我初中时候看的也。翻了N遍。跟同学借的书，好看到我悄悄地把书昧下了。对于未来世界的描
写，近年来只有看三体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31、早年搬家妈妈当旧报纸卖了，遗憾~（哭）
32、心血来潮看了这本儿时翻了无数遍的书（那时能看的书本来就不多）。统计了一下，只有约30%
的幻想成为了事实：电子表，机器人下军棋（还不如AlphaGo啊），人造心脏，助听器和隐形眼镜，
人造鸡蛋（这类中国人的“发明”，小灵通当时肯定想不到啊）。而带有很多政治性的内容，如强调
生产（公社的集体工厂农厂、南极装上人造太阳来养羊等）、革命的世界观（去法国看巴黎公社烈士
墓、伦敦看大雾）等。难怪，这本书成型于1961年。到了续集“小灵通再游未来”，内容靠谱的多。
更多的是人类居住、娱乐、医疗等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而且50%的幻想都成真了，如投影教学、太
阳能屋顶、环幕立体电影、语音识别、声控门锁、视频播放器、网络购物、视频电话、网络新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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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

数的电视频道、信用卡。就像作者叶永烈说的，最大的遗憾是缺乏电脑对人类的变化
33、少儿时期的记忆
34、70年代神作！！！看了下再版的预览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插图，这书的插图极其优秀啊！
35、好准！
36、有些科技场景今天都还没实现。。。比如民用悬浮小汽车。
37、超级喜欢的一本书 
38、90后在这里评论会不会太违和了啊⋯⋯不过，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啊，从校图书馆借来的，都不太
愿意还回去⋯⋯
39、小时候可喜欢这个和哆啦A梦了⋯⋯
40、读过这本上古神书的都是真爱！
41、这是1970年的儿童读物，里面描写的未来有apple watch，触屏电子设备，人造鸡蛋，人造肉等
等......是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小书
42、（补勾）小时候看的。
43、小时候看的最震撼的一本书，从看的那一天起，就憧憬着2000年快点来到，还计算着2000年时自
己多少岁，因为太羡慕书里面的那种生活了！后来，2000年真的来了，我在那一年结婚了，哈哈......
44、爸爸的书被我抓来看~看得时候大概幼儿园，当时觉得好神奇，现在那么多东西都实现了~
45、小学时候看的吧，由于严重缺乏代入感，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基本没什么印象。。。
46、小学4年级！！！原来我看科幻也不晚→_→
47、小时候看的，对各种陆军棋棋子之类的神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
48、童年回忆。科幻入门。
49、童年记忆
50、小时候为了这本书的插图去翻这本书，写的内容记得不大清楚，插图还印象深刻。不过设想好多
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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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

精彩书评

1、如果是高科技，那他真是平淡的．但是他是属于生活的，那时阅读他就好象生活一下变化了，还
有其中的＂珍珠米＂＂飘行车＂，未来，一下子真实了，也很健康呢，哈哈！
2、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照道理应该是和我擦肩而过的。1993年在姐姐家发现它时，也是破破烂烂地
放在角落。每次去必好好翻上一遍，承载了太多儿时的记忆。每次看时总有一种莫名激动，很想跟随
小灵通去一探究竟的感觉。我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每次看完必会追着姐姐问，是不是真的，到底有
没有未来市。姐姐每次都骗我说，有啊有啊，她去过哦。哈哈，被那个坏丫头骗了好多年。这本书是
叶永烈老先生1961年写的，书中好多的东西都变成了现实，难道叶老是预言家？还记得当年很羡慕小
虎子他们的电视手表，现在早就是普及了的电子表。还有老爷爷的人造器官，隐形眼镜，助听器，还
有还有，机器人“铁蛋”，学校的萤幕教室，也就是现在的多媒体教室⋯⋯在这本书完成后快50年的
时间里，书里的幻想实现了一大半，不得不感慨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如今，姐姐已经嫁人生小孩了。
有次我向她说起小时候的这些傻事时，她茫然的看着我，全然否认了她当初的罪行，可怜我当时无知
的幼小心灵哟。。哼哼也罢也罢。。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也是一段很想回去的时光。这样它的意
义已足够了。。
3、记得是在小学的图书馆里借阅的。对于当时的自己而言，这本书中描写的很多对未来的幻想，还
是十分的奇思妙想的。印象很深的，好像是说未来人们都用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不知道是不是记错
了）。实际有一些想象是有很大的实现意义的，现在也确实实现了。也有很多是属于天马行空式的乱
想，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具体的，现在不一定举的出了）。应该说，这样的书，帮助小孩子开拓
思维，还是有帮助的，可惜现在这样的书太少。社会发展了，适合孩子看的书反而越来越少。很多经
典的少儿读物，其实都是那个年代出版的，很奇怪。
4、很神奇的一本书，想象力丰富，能启迪少年儿童的心智，培养阅读兴趣，丰富世界观，建立个人
理想。可能是我在小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中国人的著作，过目不忘，记得当时我一拿起就被吸引
，手不释卷。应当说影响了一代人吧，好像包括姚明小时候也非常喜欢。非常有趣，值得推荐给现在
的家长或小朋友。不知道有无新版？
5、这是一本可称为神作的书。简单资料是：这是31年前的一本国产科幻小说，78年出版，作者叶永烈
（现在还在新浪开博）。当年卖了300万册。此书主角“小灵通”当时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当时的读
者现在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淡忘了这本曾经带来惊喜带来感动的书名了。插一句，现在在中国拥有一亿
用户的“小灵通”手机 ，这种通讯工具的名字当时就是按这本科幻小说主角命名的，作者给了冠名权
。 即使说小灵通手机现在快要下市被3G取代了，也能从中看到辉煌的历史。对个人来说，这本书是在
老家很破旧的图书馆里找到的，可以说是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但回头看，这个书是划时代的，承载了
太多梦想。因为，现在可以骄傲地看到，这本书里提到的手表手机（带彩铃）、气垫船、全电脑机器
人、环幕电影，所有所有的东西，在当时是寓言、是科幻情节，但现在都已经在一样一样实现了。这
是一本纯学术书籍，从头到尾都在讲技术，技术的发展慢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
页，看了30年。合上书本时什么都变了，人也老去。这也是一本儿童读物，一本书把当时无数孩子引
向了科学研究中，没有战争恐怖欺骗，只是用科技才能改变世界。相比之下，现在应该是太混乱了作
者叶永烈，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科幻小说家，从这部书可以看出他的编故事功底。这也是大师区别与网
络写手的区别，网络写手写的科幻小说全是乱编，而大师写的每句话像是预见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发生一样。大师的另外一部作品，也陪伴了太多人的太多时间——《十万个为什么》。《小》书的最
后，主角在图书馆里翻看着未来的历史，历史书上说了句激动人心的话：“一百多年前，人们用智慧
和劳动，不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使干旱的沙漠变成了良田，人们战胜了大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
，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现在的未来市地图，这张地图是用劳动的双手画出来的，
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才画成的。”后面一页，是一张空白的地图。旁边写着：“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
美的图画。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后、十万年后⋯⋯未来市将变成怎样？这最新最美的图画，
是靠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绘制，也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把它建设得更美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
6、宁静午后，闲来无事，翻找以前的旧物。从床底翻出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面有些旧物，有本字
典，上面写满了我要当老师我要当老师，如今，我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并非所有的愿望
都不能成真，我找到了一本泛黄的书，它神奇的预言了未来。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很熟悉！相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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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过这本书的小盆友肯定和我一样，对这本书记忆犹新，因为我们因为它都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啊
，智能手机，隐形眼镜，转基因都已听说，更因为它，爱上了幻想。本书作者叶永烈，男，生于1940
年，1959年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1960年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编写，1960
年秋完成《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是什么概念，19岁出版第一本书，20岁参与编写神篇大作，同年撰
写另一神作！大牛啊大牛！《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是神篇大作我就不介绍了，我爸的驱娃利器啊，
我小时候有什么疑问追着我爸问为什么的时候，腹黑老爸就赶我，你翻书去呗。强烈推荐这本书给郑
钧，就能轻松应对萌娃Jagger的“为什么”袭击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神作是必须要来介绍的了
，或许现在阅读，觉得没什么神奇的，但是作者是在1960年写的，那个时候，电视机都尚未普及！请
看过的朋友们一起回味回味，没看过的朋友们一起感叹感叹！小灵通，是一位小记者，一个月朗星稀
之夜，他迷路了，无意中上了一艘气垫船，穿越到了未来，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经历，最后回到
了现代。我们一起跟随小灵通来个60年代的未来之旅，看看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吧！带你穿梭时
光小灵通坐上钛合金核能气垫船去未来市,现在气垫船是有，不过核能的确实还没有，只有核潜艇了。
小虎子的电话机，这不正是现在的智能手机与视频聊天么~乔老爷不知道是不是也看过这本连环画？
没有齿轮的电子表现在都快淘汰了，升级到apple watch了~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飘行车
，自动驾驶，我等女司机可以安心边做面膜边开车了，目前还在研发，尚未上市。会端茶倒水下棋做
饭的机器人，现在嘛，已经有机器人送菜的饭店了，不过还未走入普通人家。还有隐形眼镜，助听器
，哈哈，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还有美瞳这个高级发明吧~人造米饭，人造鸡蛋，新品种西瓜，现在都
叫转基因了，不过，争议非常大，算是个失败的创新。环幕立体影院，直接开车进去看，4D效果，目
前只有4D电影实现了，其他都还没见过，西安兵马俑的环幕影院，也只是一个环形，而非整个穹顶都
是屏幕。阶梯教室有木有，投影仪有木有，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图书馆查询系统
，不过现在事事问度娘了，还去啥图书馆查资料啊~小灵通准备回家啦，他坐上了火箭，上面的场景
就是2013年王亚萍的太空授课内容哦~回到未来　　重温完这本书，完全和记忆中的感受不同，以前
看到里面的许多内容，感觉很神奇，大开眼界，而今则是惊奇，感慨万千。谈到未来，是100年后，还
是1000年以后呢，在1960年的作者，以及1987年的读者心里，谁都想不到，书中所描述的事情，不
到50年，大多数就已经实现。作者的奇思妙想，神奇预言让人惊讶，世界的变化之快也让人惊讶。十
年前的我，不知道二十年后的我走上了IT这条不归路，正如今天的我，也不知道二十年后的我会在干
什么。但无论如何，只要敢想，一切皆有可能！来自 圈书 微信公众号，作者心水
7、看得第一本科幻小说，从此爱上看科幻，可惜早期国内科幻被归类问少儿文学，不知是不是受这
本书的影响，恕不知国外的科幻作家大多也是学者教授，还好近年来国内科幻有长足的进步，人们的
观念也开始纠正，科幻不再是写给小孩子们看得了。
8、我几年前一直在考虑我我们比别人在很多方面落后了，结论是小时候读的科学知识书籍太少了。
忽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在二年级时）就读完了这本小灵通的科幻小说。
幼年时候读的书，真的对此后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一直坚信这一点。《小灵通漫游未来》
是一本饶有趣味的儿童读物，最好是孩子自己读完，而不是家长“读”完，让孩子慢慢看这本书，完
全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一本幻想小说，对未来奇妙的而有合情合理的想象，普及一些浅显科学
知识，开拓人的思维，这或许是创造力的源动力。一本幻想小说，让人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梦想，用
知识去实现一个个梦想。这鼓舞人们大胆去创造，大胆去拼搏，大胆实现自己的追求。哪怕是童稚时
的一点点想法的种子，也会结出美丽的花朵。
9、怎样的赞誉都不为过。开启新的时代的巨著。童年的回忆，各种奇思妙想，而且让人读来深信不
移，我都觉得这是真的去未来游玩回来写出的书了。做梦都想上那条船....
10、小时候在同学家里看见的，自己爹妈不给买，看见了就像饿虎扑食一般大约同学的新书也不舍得
出借，我就只好快速浏览！！！估计看书的速度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啦～～～真好看！！！！
11、里面的食品都是人造的⋯⋯不过很多现实中也有，如人造鸡蛋等。如果现在出现里面那种石蜡造
的肉，估计更加没人去吃。我想叶老当时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不会想到竟是以这种发式符合现实吧
⋯⋯其他倒还是不错的，如电子表，等等。
12、小学时候找同学借来看的，目前想再买一本怀旧。 那时候多希望自己长大后能生活在那个未来城
里啊！吃着西瓜子那么大的芝麻，看环幕电影，坐那种水上飞船到处玩。 没有凶杀、暴力、仇恨、金
钱⋯⋯甚至连爱情都没有，就是一本很纯净的书。 也许这本书并没有我回忆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那
不是书的问题，而是我社会化了，社会功利化了，每个人时时刻刻为着自己的利益担忧，不再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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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纯洁的眼光和心灵了
13、这应该是对我幼年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在不知道科幻和奇幻为何物的孩提时期，看的全部是《一
千零一夜》《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之类的书籍。和邻居家小哥哥交换图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
一本，没想到却是一个有关追寻幻想的开端。这本书的内容现在已经记得不大真切，可是桌子那么大
的西瓜、快速风干机、小飞行器、手表⋯⋯却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那时的我多么羡慕亲爱的小灵通
啊，因为他可以去参观未来世界。以至于后来我坚决不把那本书还给那个小哥哥，哈哈。 
14、这本书是唯一曾带给我“未来是那么美”的感觉，如今是“看上去很美”。书还是一样，变更的
只是时代与我们本已经不起折腾的心灵。。。。。。
15、中国人眼中的未来，小灵通背着照相机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虎头虎
脑的，一个女孩儿，扎着两个羊角辫。第五元素中的汽车，只是操作更简单。家里居然有机器人，有
电视手表蔬菜和肉长在农厂。老爷爷、老老爷爷。月球旅行⋯⋯梦醒处，已经坐火箭回来了。很多已
经实现的未来市，很多还没有实现的未来市。当时也希望能够在长凳上睡着，就到了未来市。小学一
年级的科幻小说如今还躺在书柜里～力荐
16、内容记不确切了，感觉还在，如茶的余香。现在的科和幻已经不一样，科幻世界杂志已经没有兴
趣。想想魔戒，再想想哈里波特。给儿童看的童话或科幻，童年的纯度还剩几何？做个冰冷的文字游
戏：小灵通，漫游，未来。叶先生当年预测到了小灵通技术，并认为它支持漫游功能，而且是高级的
时空穿梭漫游。用童年温暖温暖我们的冰凉一夏。
17、如果你没有看过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那我只能说你OUT了。哦，不对，我忘了，只能说70，80
后如果没有看过，那真的就是OUT了。现在的孩子不可能看这个了，哈哈哈。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多么
好的一部科普作品啊。现在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作家来写这样的东西给孩子们了！
18、什么塑料家具，激素农作物之类的被现代人深恶痛绝。还有就是对机器人的过高期望。依我看，
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一样在短期内很难令人满意。
19、这本书看过N多版本，有小人书，有单行本，有连载。。。毕竟在这以前，没有看过真正意义上
的科幻小说，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如此奇异的世界，书中描绘的未来是那么美好。。。当然，那
时科幻小说还离不开当时的物质基础，碗大的米粒、一年四季不用洗的衣服、自动照明和调温的房子
、自动驾驶的汽车，很多具体的我都想不起来了，等等这些都是基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延伸，还
没有达到国外优秀科幻小说那样对科学的反思、对文明的检讨的高度。不过对我们来说足够神奇了，
那个年代是纯真的，对科学抱着无比美好的想象，我们班有一半男生的理想都是当宇航员。。。现在
我们长大了，过去的未来成了现在，四化已经实现十年了，书中描绘的高楼大厦就在身边，虚拟的世
界比书里说得更奇妙，可是看看这世界，是不是我们进错了平行宇宙？
20、这本书作为科幻小说已经过时了，因为书中的很多内容已变成了现实，比如萝卜炒黄瓜，比如可
视电话；有些也已经失去了联想的必要。但在我眼中，它还是最棒的科幻小说！记得当初是躲在被子
里，拿手电筒看了一夜才看完的，看完了这本书真是有醍醐灌顶的兴奋，是它，把孩子带进一个令人
着迷的时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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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笔记-第1页

        翻了许多遍，飘形车现在还没满大街跑，地铁和地下商场是有了。当时想2000年实在太遥远了。

2、《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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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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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虽然已不再
新鲜，但在当年的孩子眼里，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神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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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多么令人羡慕。

　　《小灵通漫游未来》同时给叶永烈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并成为他由科普创作迈向科幻创作的重要
转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发表了近200万字的科幻小说，每年要出版4—5部科幻新著
，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品所开拓的题材领域，在中国科幻界都无人能敌。

编辑本段
图书目录

3、《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笔记-第1页

        我只想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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