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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作家。
人称中国有“两个叶永烈”：一个叶永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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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
达传》、《反右派始末》这样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另一个叶永烈写《小灵通漫游未来
》、《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科幻、科普作品。
记者们笑谓，叶永烈一肩挑着历史，一肩挑着未来。
也有的说，叶永烈一肩挑着文学，一肩挑着科学。
    我整理了我的讲演稿以及论文，发现其中的内容包含着历史、文学，也包含着未来、科学，于是就
编成本书。
    在编选这两卷文集的时候，发现有多次的讲座我只保留很简略的提纲，讲座时没有录音，因此已经
无法整理出详尽的讲稿，也就无法收入书中。
比如，在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反思》，在辽宁大学所作的《美国“9·11”事件
分析》等，都散失了。
另外，应香港凤凰卫视之邀，我先后谈了《样板戏与江青》、《评(海瑞罢官)的来龙去脉》、《批判(
清官秘史)与毛、刘关系》、《批判(武训传)始末》等，每次都谈了两小时左右，虽然部分内容用到“
凤凰大视野”的相关片子中播出，但是讲话的全文没有整理，未能收入本书。
    叶永烈    2011年8月6日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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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历史深处》是专业作家叶永烈整理的自己的演讲稿和论文，以及作者应凤凰卫视之邀的访
谈录。
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翔实记述了自己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创作与采访的艰辛，对于读者了解作者
的创作和采访经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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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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答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与鲁豫面对面
故事从《小灵通漫游未来》讲起
十一岁时发表了小诗
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
出版笫一本书
写作《十万个为什么》一举成名
叩开一位姑娘的心扉
“我几乎给封杀了”
“文革”中，无情的风暴
悄悄重操旧业
生活清苦的日子
“我帮他抄写了几百万字”
“三脚猫”
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方毅副总理的重视
创作上的大转变
采访陈伯达的有趣故事
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盗版与伪书的困扰
坐拥书城的快乐
还能写很多很多年
我的纪实文学创作
纪实自选集得到了中共党史专家的认可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
打通漫长的历史隧道
选择了“中间道路”
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在“旧闻”中挖出“独家新闻”
小人物代表着民心
采访是一门艺术
在图书馆里“追踪”
避开误区和陷井
我的创作与档案
第一次与档案馆“亲密接触”
一桩大案和一份病历?
皇家秘档澄清历史迷雾
中央档案馆里的特殊专家?
文学和艺术的档案宝库?
这里用形象记录历史?
“冷板凳”正在慢慢变热起来?
查清傅雷夫妇死因
档案是忠实的“历史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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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是“活的档案”
收藏自己
我看传记文学
“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获奖感言
我的传记文学创作历程
历史的使命感驱使我“加盟”传记文学
香港与大陆传记文学的比较
“香港笔法”的影响
“官修”“家修”和“私修”
香港和大陆传记比较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历史不容撒谎
从“全部牺牲”说起
历史岂能变“戏法”？

不必为尊者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看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与历史对话
口述历史采访手记
最初是被“逼”上梁山
精心选择口述历史对象
注意提问的技巧
坚持录音与精心保管
历史的绝响
盘点我的录音带仓库
多角度研究毛泽东
中共高层人士的回忆
中共党史上的三次重要会议
深入采访“反右派斗争”
直面“四人帮”
关注“中央文革小组”
重要“文革”人物及事件
遭受“左”祸的知识精英
走访文艺界名家
为科学名家立传
采访体育界的“另类”
其他
尾声
共和国记忆
建国奠基
进军全中国
恢复经济元气
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
载入史册的中共八大
曲折发展
国民经济从“↗”到“U”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历史深处>>

虽有曲折　仍有发展
多事之秋 从容应对
“文革”岁月
元旦献辞不提“文革”
动荡、苦难的十年
国民经济三年负增长
丰硕的外交成果
改革开放
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
高科技连创佳绩
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大国崛起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高速平稳发展
重量级的大工程
负责任的大国
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经济依然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从大国走向强国
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太空响起来了中国人的脚步声
邓小平称宇航员为“天上人”
中国人很早就幻想“飞天”
中国航天“元帅”钱学森
中国着手研制火箭
中国的小狗上了天
从1971年开始选拔宇航员
我进入中国宇航员训练基地
钱学森笑了
为钱学森拂去流言
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
“万斤亩”公案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七论“万斤亩”
早在1956年就开始计算
为展望农业美好前景而提出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细析552字的短文
《中国青年报》“操盘手”泄露天机
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
陶铸引用了钱学森文章
所谓“冒叫一声”
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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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三点客观评价
公案自有公论
关于钱学森的假故事
钱学森“中将”的假故事
结婚誓词真伪辨
“一张香烟纸”的“故事”
离谱的细节
解读《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傅雷的坎坷人生
傅聪的浮沉
傅敏的命运
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我对《傅雷家书》的评价
当场就《傅雷家书》答读者问
论《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是广大读者“忠实的镜子”
《傅雷家书》的特点在于真
《傅雷家书》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傅雷家书》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傅雷家书》体现了傅雷的教育思想
《傅雷家书》帮助青年读者正确对待恋爱
《傅雷家书》是一座思想“富矿”
解读名人姓名
名字是人的“品牌”
毛泽东在初识时常常从对方的姓名谈起
陈云家中特殊的取名规则
胡乔木夫妇的名字出自同一诗句
刘少奇替陈其五取名
江青名字的“考证”以及她的改名“癖好”
陈伯达竟然有23个名字
名字与命运的巧合
关于我自己的名字
文学与成才
儿子的成长故事
“金字塔形”的知识结构
要有“应变”能力
不要做“有知识没文化”的人
作家的创作也要高科技化
“再学习”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
我提倡“从一做起”
社会的辉光总是与阴影并存
“另类作家”与“富爸爸”
养成读书习惯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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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将军帮了我儿子的忙
如果有人看过《十万个为什么》
从印刷工人到科学家
自学成才的数学家?
读书的方法
中国人还有谁在读书？

读书格言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肩负着历史重任重任?
成才的重要阶段?
学海扬帆的指南?
人生观.幸福观.荣誉观.生死观?
人生观——?
幸福观——?
荣誉观——?
生死观——?
大学生的情操?
谦虚——?
诚实——?
正直——?
朴素——?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科学工作者?
爱国之情——?
团结协作——?
淡于名利——?
尊师爱师——?
学习的目的，勤奋与毅力?
求知欲是学习的动力——?
学习“精于勤，荒于嬉”——?
持之以恒的毅力——?
学习的方法?
循序渐进——
多疑好问——
专深博闻——?
科研工作的严谨作风?
精确——?
踏实——?
细心——?
条理——?
交际与友谊?
莫做“书呆子”型的大学生——?
交际的形式多种多样——?
友谊第一，真理第一——?
交际的原则——?
从作文不及格到专业作家
我曾经作文不及格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历史深处>>

小诗的发表使我对作文产生兴趣
迄今尚存的作文
平生第一次采访
写好作文的“窍门”
很“酷”，43年之后又“考作文”
我参加高考作文成了新闻
又一回在上海当考生
我的高考作文获得高分
作家应该是作文的高手
2003年第四回高考作文
中学语文四论
一，关于《悲壮的两小时》
“悲壮的两小时”
我支持“京城孤魂”的尖锐批评
中国的“教科书”问题
二，面对语文课本的感叹
三，科学杂文的特色
四，高考作文题目要大气
我与《十万个为什么》
“感动共和国”的书
当年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读者
平生的第一本书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
《十万个为什么》的来历
第一版一问世便“不胫而走”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我在第二版中遭到冷遇
《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
在“文革”中走上倒退之路
“否定之否定”——恢复初版特色
推出《十万零一个为什么》
为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全国性签名售书
寓科学于趣味之中
银镜的启示
成为中国“名牌”科普读物
中国科幻小说的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科幻小说起点的考证
二，萌芽期的代表作
重新评价老舍的《猫城记》
“发现”许地山和安子介写的科幻小说
早期“硬科幻”代表性作家顾均正
三，初创期作品局限于儿童文学
四，“文革”造成了“空白期”
五，初现辉煌的发展期 333
大批翻译国外科学幻想小说?
中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品迅速增加
作者队伍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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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热烈争论
中国科幻小说开始走向世界?
六，“清污”使中国科幻蒙受严重打击
七，重整旗鼓仍未恢复元气
八，港台科幻的发展
九，奇幻、玄幻异军突起
幻想小说的三大类型
玄幻小说探源
奇幻小说的概况
奇幻、玄幻作者的年轻化
对奇幻和玄幻的期望
科幻创作要迎头赶上
阿西莫夫与他的科幻小说
连本?拉登都是“阿迷”
“著作超身”的“写作机器”
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
书写“未来的历史”
篇幅宏大的“基地”系列小说
“机器人之父”
提出“机器人三定律”
《我，机器人》的出版
推出“科幻探案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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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章 我的纪实文学创作 （1997年11月12日在上海复大学“97复图书文化节”以
及1999年11月23日在温州图书馆所作的讲座） 纪实自选集得到了中共党史专家的认可 飞雪迎春。
1994年春节前我刚从美国飞回上海。
行魂未定，便接到北京长途电话。
那是作家出版社打来的。
他们向我报告好消息：我的纪实文学选集——《叶永烈自选集》，除最后一卷外，前六卷已经发行，
并决定派编辑室主任杨德华先生来沪，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这套书的首发暨签名式。
 1994年2月7日，首发式如期在上海举行。
我曾担心，这套300万字的自选集定价颇高，前六卷为74元，买的人不会多，在签名售书时会不会冷场
？
出乎意料，那天在两个多小时里，签售了900多本。
不久，这套书被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列为当年2月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记得，在一年多前
，我出差北京。
一天，忽然接到作家出版社的电话，说是“有请”。
我感到纳闷，因为我和作家出版社素无交往，“请”我干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和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秦文玉先生第一次见面，我才明白他们的用意：他们名为“作家出
版社”，就是要为作家们出书。
他们在筹划出一套“作家自选集”，正在对全国的作家进行“摸底”、“排队”。
我已被他们“看中”！
 我诚惶诚恐。
因为我这年龄，照中国的惯例，还不到出自选集的时候。
他们却摇头，说是老作家们这个“集”、那个“集”，出得够多的了。
他们把目光投向中青年作家。
已经出了一套《贾平凹自选集》，正在编《刘恒自选集》，我被列为第三个“对象”⋯⋯ 这么一来，
我也就答应下来。
由于他们事先已经对我的作品进行过“摸底”，所以自选集的编辑工作进展迅速。
只花了两个多月，我的自选集的前六卷就全部排出清样了——第七卷《毛泽东和蒋介石》当时尚在写
作之中，无法付梓。
 就在这套书准备出版之际，忽然又从北京传来消息：我的自选集跟别的作家不同，必须送审，方可出
版。
因为我的作品，要么属“领袖题材”，要么属“文革题材”，人称“红”与“黑”。
由于这类作品中曾出现胡编乱造的不良现象，在去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们提出尖锐的批评。
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接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意见，发布文件，严格规定这类
作品必须送有关部门审读，得到批准后方可出版。
 不早不晚，我的自选集的出版，正遇上这一新情况。
 作家出版社严格遵守新的规定，把我的自选集清样报送国家新闻出版署，而国家新闻出版署则委托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审读。
这对于我来说，如同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试。
 审读工作在北京认真地进行着。
我一回回飞往北京，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们交换意见。
就在我离开上海的前几天，为了这套书，又去了趟北京。
 在这套自选集中，最为敏感的是《江青传》和《陈伯达传》。
 《江青传》是本新书，50多万字，是我经过前后八年的采访才写成的，从江青的出生一直写到她自杀
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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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本如此全面记述江青一生的长篇文学传记。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使这本书面临很严格的审读。
 《陈伯达传》曾以《陈伯达其人》为书名出过初版本，33万字。
这一回，出的是增订本，45万字。
这本书是我多次采访陈伯达以后写成的，内中引述了陈伯达的种种回忆。
这些回忆很多是从未见诸于文献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们，分头对这套书进行了严格审阅。
他们经过审阅，认为这套书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史料也是准确的。
他们对每一本书，都写出了书面意见。
他们的认真审读，使这套书的质量提高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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