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对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分册目录提出建议——  

不要让“为什么”把孩子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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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版本《十万个为什么》深受小读者的欢迎    

 

   



 

                   

  
   

    “‘什么是板块构造？’这算什么问题！哪个孩子会这么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

先读着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分册目录有些生气。当着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

迪和众多院士专家的面，他率先向分册目录“开炮”，赢得了大家掌声。 

     

提问比答疑更重要 

     

    在上世纪 60 年代，少儿社的编辑们打算编一本有分量的科普图书时，斟酌再三决定使

用“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名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孩子们最爱问的仍然是“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自然科学读物编辑室岑建强主任依然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

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

发？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路边的大树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十万个为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提问，出这套书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知道很多问题的

答案，而是要让孩子们对科学产生兴趣，所以那些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老作家叶永烈也表达相

同的观点：“枯燥的提问会把孩子们吓跑。” 

     

    儿童科普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叶永烈看来，激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比什么都重要，

给孩子们金子，不如传给他们点石成金的手指。“日本地震后有张著名的新闻照片，就是海洋

中形成庞大的漩涡，有多少孩子发现了这个漩涡是逆时针的？”叶永烈指出，要教会他们读了

“为什么”后，在生活中发现更多个“为什么”。 

     

每篇都能收入课本 

     

    叶永烈在 19 岁时以科学小品《碳的一家》引来少儿社约稿，最终为《十万个为什么》

的文风定了调。 

     

    叶永烈将这部《十万个为什么》定位在少年儿童科普读物。比起深厚的科学素养，写



作功夫更是需要讲究。孩子们有关科普方面的提问，对每位院士而言都是小菜一碟，但回答是

不是能让孩子们满意呢？在他看来，《十万个为什么》就是短小精悍的科学小品，一千来字，

但要极其讲究文章的结构，要有凤头猪肚豹尾。“最好每一篇都够资格收入小学课本。” 

     

    在出版社的观点中，21 世纪的科学飞速发展，在网络通信、低碳环保、基因工程、航

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日千里，而上世纪 90 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新

世纪版）虽然比第四版更新了 1/3 内容，但还是无法在当今满足青少年读者的需要，重编很有

必要。不过也有学者提出，新技术离开孩子们遥远，不太赞成太多新科技方向的追求，而更看

重基础知识，关注孩子们身边的“为什么”。 

     

院士纷纷献计献策 

     

    老编辑卞咏梅加入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创作时刚从大学毕业。为写“菊花为什

么有那么多品种”，她研读了清代古书《菊谱》。在撰写该问题的回答时，从最古老的菊花品

种讲起，谈及了自然选择和人工嫁接，还讲到如何用激光改变菊花结构，甚至加入了老电影《秋

翁遇仙记》的内容。老一代编辑“诚意”编书的历史让科学家们称道。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学础特地向编委会捐赠美国版的《科学世界》，

为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提供分目参考，并且提出能否不一定要使用传统的编目法来编辑孩

子们的科普读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还提出，“低碳”这类将科学时髦化的词语不必太多收进书籍。

“探索和未知”应该渗入每一卷宗，因为孩子们爱吃葡萄干面包，不爱分别吃葡萄干和小麦。

“为什么”必须要提起孩子们的兴趣，而不是把孩子吓跑。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建议，在新版“为什么”中，适当加入科学家对人类进步的贡

献，期望借助这部影响几代人的科普名著，重新唤起人们对少儿科普教育的关注。  本报记

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