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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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常常是一生中决定去向的时期。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苗壮方能根深，根深才能叶茂。
只有从小爱科学，方能长大攀高峰。
小时候看过一本有趣的科学书籍，往往会使少年儿童从此爱上科学。
少年儿童科普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门科学的“招生广告”。
它启示后来者前赴后继，不停顿地向科学城堡发动进攻，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去。
法拉第曾说，他小时候由于读了玛尔赛写的科普读物《谈谈化学》，开始对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法拉第给孩子们讲课，后来把讲稿写成一本书，叫做《蜡烛的故事》。
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在小时候，曾反复阅读了《蜡烛的故事》。
伊林在回忆自己怎样走上科普创作道路时说：“我写的书就是从那些书来的。
”爱因斯坦曾回忆说，十一岁那年，他读了《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几何学小书》，使他爱上科学
。
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齐奥科夫斯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宇宙航行事业，那是因为他小时候读了法国科普
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产生了变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欲望，从此开始研究
飞出地球的种种方案。
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说，小时候看了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使他迷上了植物学。
俗话说：“发不发，看娃娃。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将来是否兴旺发达，要看“娃娃们”是否从小热爱科学。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祖国的兴旺发达，靠我们这一代，更靠娃娃们这一代！
1935年，高尔基在写给伊尔库茨克高尔基第十五中学学生的一封信中，曾深刻地指出“娃娃们”学科
学的重要性：“孩子们，应该热爱科学，因为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是比科学更强大、更所向无敌的了
。
⋯⋯你们的父亲从世界掠夺者手里取得了政权后，在你们面前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你们能达到
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而继续父亲一辈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的责任，也就落在你们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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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拔了头筹。
这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小学教育有没有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位美国总统是有眼力的。
他正是看到了青少年一代的重要性。
广大青少年，今天是科学的后备军，明天是科学的主力军。
为此，邓小平在为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时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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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蛇身上长脚是怎么回事？
猫头鹰为什么能无声飞行？
海虾怎样引爆水雷？
本书将带您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动物世界，揭开一个个您想知道的动物奥秘。
    在科学文艺的百花园里，科学童话、科幻故事等犹如变幻无穷、美妙神奇、熠熠生辉的宝葫芦，以
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广大少年儿童走进广阔无垠、奇异瑰丽的科学世界，让他们从中获得摆脱愚昧的希
望，觅求将来攀登高峰的志向。
“知识就是力量”，愿本系列丛书能成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心想事成的“宝葫芦”！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是一套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幻故事精品丛书。
作品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巧妙的艺术构思，栩栩如生的拟人形象，向广大少年儿童普及了基础科学知
识和新科学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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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天昌，笔名白帆。
1932年出生，上海松江人。
编审。
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少年儿童知识读物编辑工作研究
会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少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记协首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二届、三届少儿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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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故乡松江有一句土话——“鹅呆头”，意思就是笨鹅，大人们常用来责备他人，说人家笨得像鹅
。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鹅似乎不笨。
认路回家深秋季节，田里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每天把鹅群赶到田野里，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找食吃。
我们住的那个农场，方圆10里地，水塘很多。
白鹅常常三三两两在水塘中结伴闲游，有的喜欢站在塘边洗刷自己洁白的羽毛，碧水映白鹅，红掌泛
清波，如能人画，就是一幅恬静的乡村小景。
每到傍晚5点前后，站在我们的鹅岛上向东边遥望，总有一幅美丽的田园图景呈现在眼前。
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先是见到一条白色的带子在移动，渐渐地，能分辨出是一队白鹅走在回家的路上
。
它们队伍排得非常整齐，沿着一条直通鹅岛的小路，一个跟着一个，一摇一摆，越靠近家走得越快；
一回到岛上，个个展翅迅跑。
这时候，我总要想起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一个优美的群舞场面。
鹅群每天自动回家，十分准时。
我看到它们常常侧着脑袋用一只眼睛瞧太阳，可能会从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来确定时间。
奇怪的是，阴天不见太阳它们也会很准时地回家，可能是所谓“生物钟”起了作用。
据科学家推测，任何动物都有自己的“生物钟”。
据说家鹅等鸟类的“生物钟”就在脑内的松果体里，松果体有规律地分泌一种激素，能调节鸟类规律
性的活动。
对号入座初春孵鹅季节，为了观察每只母鹅的情况，我们用紫药水在鹅头上写上号码，每个窝也用粉
笔编上相应号数。
有趣的是，并排3大间孵房，总共120多个窝，大多数母鹅都认得自己的窝，能自动对号人座。
每天下午4点前后，要给母鹅“放风”一次，让它们到塘边去拉屎、洗澡。
它们养成了定时拉屎的习惯，晚上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这样可以避免正在孵化中的蛋凉得太久，降低出壳率，我们也不必晚间起身看管。
母鹅“放风”归来，总有个别捣乱分子占据别家的窝，死乞白赖不走，把“户主”挤在一边。
这时候，往往就要动武，需及时把它遣送回去。
还有的好欺侮伙伴，别的母鹅走过它的窝，它都要咬人家一口。
碰到这种情况，必须早点儿给它换个位置，塞到最靠边的角落里去，这叫特殊分子特殊处理。
偷蛋高招母鹅到了繁殖季节，出于本能，对蛋特别有兴趣。
我们定时喂食，给每只母鹅准备了一只小白碗。
喂食以后，如果不及时把碗收走，一眨眼工夫，碗就不见了——母鹅把它弄到肚子底下，当蛋孵上了
。
每个窝里，我们一般放16个蛋，放多了怕孵不好。
每天“放风’’的时候，我们查一遍窝，有时会发现这么一个怪现象：有的窝，多了一个蛋；而旁边
那个窝，少了一个蛋。
幸亏每个窝都立有鹅事档案，每个蛋上也都有编号，先下的先孵，后下的后孵。
利用档案一查，就可以知道哪一窝的母鹅作了案。
鹅蛋圆滚滚的，各个窝之间，都用三三四层砖隔开，它们怎么偷蛋呢？
有一次我在房外悄悄观察到了。
原来，鹅群里也有马大哈和机灵鬼。
偷蛋的是机灵鬼，被偷的准是马大哈。
马大哈孵蛋不那么经心，老有一两个蛋露在身子外边。
这样的窝，出壳率很低，十五六个蛋只能孵出七八只小鹅。
马大哈旁边碰上机灵鬼，就可能发生偷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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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灵鬼看见蛋就眼红，它先伸过头去跟马大哈闹着玩儿，碰碰头，碰碰露在外边的蛋，看对方不介意
，它就“动手”了：用老长的脖子和嘴，小心地、慢慢地拨拉露在外面的那个蛋。
它先把蛋钩出邻居的窝外，然后拨拉到隔墙一端一个只有七八厘米宽共用的平台上，再从平台钩到自
己窝里。
这个过程差不多得花半个小时。
慢是慢，可是从来没有发现因此碰破了蛋。
循规蹈矩有人说，鹅是“一夫一妻”制的，我看不见得。
作为繁殖用的鹅群，为了节省越冬饲料，又考虑到蛋的受精率，留的母鹅、公鹅一般是六比一，就是
母六公一。
不过我又观察到，起码在一天之中，鹅的确是成双成对活动的，特别是繁殖季节，更是一双双形影不
离。
到了孵蛋时期，每天“放风”结束，母鹅回孵房来的时候，我常常见到有的母鹅总有一只公鹅陪着。
不过公鹅只陪到孵房门口，从不往里闯，非常守规矩，即使没有人在场也是这样。
公鹅经常昂起脖子，踱着方步，显得落落大方。
不刮风的好天，我们常常把黄毛小鹅放出去晒太阳，活动活动。
这时候，公鹅就会闻声赶来，把小鹅团团围住，赶都赶不走，还用嘴巴钳小鹅，弄得小鹅吱吱叫，局
外人误以为这是老鹅欺侮小鹅了。
我们心里可明白，这是疼爱小鹅的一种表现——疼爱还疼爱不过来呢，哪里说得上欺侮！
忠于职守我有两个警卫员——两只大公鹅。
一只叫“花子”，一只叫“老二”。
在野外，只要有人接近我，“花子”或者“老二”就会伸长脖子，把头几乎贴近地面，并且张开双翅
，像歼击机一样，直冲过去。
假如，你是第一回碰到这个情景，准会把你吓一大跳。
我们鹅岛的看家狗“黑子”，见了“老二”的这个架势，也得怕它三分。
“老二”还会咬人，咬住以后就拧，即使隔着裤子也很疼。
所以农民爱养一两只公鹅来看家，就像养狗一样。
出远门的放鸭人和放蜂人，也爱养一两只公鹅当守卫。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花子”和“老二”，不能同时当我的警卫。
它们俩要是都在我身旁，十有九回要咬架。
它们咬住对方的后脖梗，两只翅膀使劲扑打。
我也说不准，这算是争宠，还是什么——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花子”对我最亲。
我从村外的鹅岛到半里外的村子里去干点别的什么事儿，它总是跟着我。
可是它不进村，每次总是在村口等着我一起回鹅岛。
我们牧鹅的草场上连棵大点儿的树也没有。
夏天在烈日下无遮无掩，真有点受不了。
幸亏那儿有几口废井，大暑天水位高得几乎齐到井口。
热得实在没法的时候，我就用赶鹅竹竿横在井口，攀住竹竿把身子泡进井水里避避暑。
这时候，我的“花子”还是忠于职守，在大太阳下，直挺挺守卫在井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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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四十六年一挥间我犹如一株野草，随遇而安；就地扎根，土生土长；风风雨雨中，艰难地成长⋯⋯人
生旅途中往往会碰到一些偶然的机缘。
而有的机缘甚至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
机缘与愿望我从事科普创作活动，也可以说出于一种机缘，是从进入出版界以后开始的。
我大概跟出版这一行天生有缘。
解放初期，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上正规大学，从家乡松江到上海叔父家暂住。
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各类招考广告很多，我同时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长春东北科学研究院(在上海
招考实验员)和开明书店，这三处我差不多同时接到录取通知。
跟家里商量，即于当时的觉悟，决定留在上海，于1950年4月进了开明书店，从此跟出版事业结下了不
解之缘。
考进开明书店也相当偶然。
报考者竟有好几百人。
从几百人中先淘汰了一次，多数没有发考试通知，只通知了不到一百人。
上午考数理化，下午考语文和外语。
考过不久，我意外地又接到了口试通知。
我曾在《我与开明》一书的一篇文章中记下了那次口试的情景。
“那天我按时到经理室外的小会客室等待应试。
一次只叫一个人进经理室口试。
记得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用家乡土布做的长衫，样子很像《林家铺子》里的那个小伙计。
轮到我的时候，我一进经理室，那个场面竞把我愣住了。
一张扁椭圆形的大会议桌旁边，坐了一圈上年纪的人——后来知道都是些经理、襄理、协理和编辑部
负责人等，总共10多位。
这大会议桌的一头空了一把椅子，是给受试者留的。
他们叫我在那个座位坐下，开始我竟站在那儿不敢坐。
向我提问的只有靠近我座位的两位老人，他们大概是“主考官”。
这两位到底是谁，我当时心慌，没有记住，后来也没有问。
其中一位可能是周予同，他当时是开明书店的襄理，兼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因为他说话带外省口音
，我有点印象。
问的都是一些很普通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如在哪儿上的学，家里有些什么人，家境情况等等。
后来我看老人们都挺和善，再一次叫我坐下的时候，我就不客气地坐下了。
交谈中我感觉到老先生们挺喜欢我这个乡下来的孩子。
事后得知，通知口试的只有7个人，正式录取的只有5个人，我是5个中的一个。
”当时开明书店有好几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
周围同志们向我介绍情况的时候，一再提到顾均正先生、贾祖璋先生，说他们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
靠自己业余勤奋自学，成了出色的编辑人才，还写了好多文章好多书。
第二年春天，我由上海调北京开明书店总管理处生产部(即编辑部)工作。
先给顾均正先生当了两个月的助手，他当时是生产部主任，相当于总编辑；后来调入自然科学编辑室
，在贾祖璋先生身边工作。
20上下的青年人，还没有定型，可塑性比较大，最容易受周围自己尊敬的人的影响。
当时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业余除放放唱片听听音乐之外，也翻阅了不少顾均正先生和
贾祖璋先生的著作，比如顾先生的《科学趣味》、《科学之惊异》、《从原子时代到海洋时代》、《
电子姑娘》，翻译作品《化学奇谈》、《物理世界漫游》、《任何人之科学》、《飞行的科学》等等
，以及贾先生的《鸟与文学》、《动物珍话》、《生物素描》、《生命的韧性》等等。
慢慢地，有意无意间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成了学习的榜样，若隐若现地萌生了要像两位先生郇样毕生从
事科普编辑和科普创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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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生热爱科普事业、勤奋工作的精神，就像一颗种子，播进了青年人的心田。
近50年来，学习两位前辈的精神，我一直坚守在科普战线上。
⋯⋯乐在其中现在我已退休，新宅敞亮的书房，成了我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工作场所。
我已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给中国教育电视台撰写知识动画脚本，已拍成两集4节80分钟的知识动
画播出。
也承担了报刊专栏的定期撰稿任务，如河南省教委系统办的学生报，我承包了一个“让我告诉你”专
栏，由我独家供稿，已持续几年；又如给我社《我们爱科学》杂志社策划并承包了一个“100个似是而
非的问题”专栏，由我独家撰稿，已持续3年弹。
几家兄弟出版社要求我为他们策划整套丛书，替他们拟定选题，物色作者。
有的丛书已经出版，并当年就重版，如浙江的《小海豚科学丛书》，一套三盒共24种；有的正在操作
中。
由我设计策划的丛书，我自己总要承担其中某一本书的撰稿任务。
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撰写科学散文，已播出两篇。
也撰写有关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工作研究的文章，如《人民日报》刊出的“呼唤科普精品”，以及《科
技与出版》刊出的“科普图书编辑出版怎样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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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撰写这本科普读物，除了旨在培养、激发中小学生学科学的兴趣之外，也有意让他们关注动物当前的
处境和今后的存亡问题，能够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环境的保护、特别是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著名作家、本书作者　陈天昌为了提高科普读物的趣味性，《趣味动物学》的作者为刻意求
新，刻意求趣、刻意求奇。
以及纠正似是而非的习惯认识，出人意料，从意想不到的角度讲十分普通的知识。
　　——著名科普作家　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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