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1　　　　 出版说明

出 版 说 明

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
质教育的基础， 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 为
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 教育部先后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年颁布了 枟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枠、 枟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枠 （以下简称 “新课标”）。 “新课标” 规定了不
同阶段学生的阅读量， 指定了 ５２ 种课外阅读书目， 其中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 ２０种， 高中阶段 ３２ 种。

为了积极配合语文 “新课标” 的实施， 依据教育部的指
定书目， 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 “语文新
课标必读丛书”。 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 又根
据新课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

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 书目经典， 涵盖面广。 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

外童话、 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 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
读的中国古代诸子作品、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
说、 短篇小说和散文。 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 千年
的淘洗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 对培养中小学生的人文精神、
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 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
用。

二、 版本精良， 名家荟萃。 本套丛书选本精良， 质量上
乘， 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 翻译家倾心打造。 尤其是在外
国名著版本的选择上， 根据教育界、 学术界、 出版界专家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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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我们从几种、 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 力求把
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

三、 重点突出， 实用性强。 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
“导读”， 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 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
通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 把握作品的思想内
涵、 文学特点， 便于自学。 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
名句摘录等内容。 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
维， 拓展想象空间， 扩大中小学生的想象力； 名句摘录部分便
于学生朗读背诵。 通过阅读名著、 背诵名篇， 可以更有效地应
对中考、 高考， 实用性大大增强。

四、 装帧精美， 定价低廉。 本套丛书版式灵活， 印制精
美， 根据小学、 初中、 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
式； 有的根据需要， 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 在保证丛书高质
量的同时， 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 定价较低，
适应中小学生的购买能力。

总之， 本丛书文质兼美， 适合中小学生阅读， 希望它能得
到广大学生、 家长、 老师的喜爱， 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
益。

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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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这是一部举世闻名、 奇特罕见的文学作品。 多年前我读完
这本书时曾深深地为之震惊和激动， 现在翻译完它也有着同样
的心情， 可见其艺术魅力所在， 也难怪它为全世界千千万万的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喜爱， 难怪它几百年后仍巍然耸立在世界文
学的殿堂里！ 而且毫无疑问， 它的这种殊荣还将长久保持下
去。

为什么我会被它深深吸引？ 其实答案已非常清楚， 那就是
奇迹， 一个又一个罕见的人间奇迹！ 它们令我惊叹， 令我感
动， 令我对主人公产生由衷的佩服。 一个文明人， 在一次轮船
失事中不幸被抛到一个原始荒凉的岛上， 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
八年之久， 其遭遇和经历的确是充满传奇、 扣人心弦的。 从一
个个奇迹中， 我学到的是主人公在重重困难面前体现出的自强
不息的拼搏精神。 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 还有什么战胜不了
的呢！

当船遇难后， 船员们都不幸葬身大海， 只有鲁滨逊被抛到
一个孤岛上。 为了生存下去， 他不畏艰难， 从船骸上用木排把
生活必需品一次次运到岸上， 以至几乎要把一艘大船全部搬
光， 那种顽强的毅力确实令人惊叹。 为了不受风寒、 免遭野兽
等的袭击， 他建起了自己特有的住处， 像原始人一样居住在山
洞里， 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是多么寂寞啊！ 没有人与他说话， 最
多不过是那只能叫上几声 “鲁滨· 克罗塞” 的鹦鹉 （竟陪伴
他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六年）。 从船骸上弄到的食物毕竟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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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不得不设法在岛上猎取。 由于任何煮饭炖肉的餐具也没
有， 他只好把猎到的动物烤着吃， 可不能永远这样吃下去呀，
他真想像文明人那样吃到炖肉喝到汤， 于是他想到烧制泥罐。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后， 他居然成功了！ 其实， 为生存下去鲁
滨逊使许多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可能， 由此可见人
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就看你能否吃苦耐劳， 开动脑筋。 种粮食
的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吧。 一次他偶然看见住处周围长出了
麦子和稻子， 以为是上天创造的奇迹， 结果发现原来是由于他
先前无意中把袋子里剩下的一点鸡食抖到地上， 现在奇迹般地
生长出来。 于是他小心翼翼收藏好种子， 经过不少挫折后终于
在岛上大片地种植起粮食， 他终于能像文明人一样有面包吃了
———而他想方设法成功地做出面包的过程， 也同样令人惊叹。
他在岛上的经历仿佛是人类发展的一段缩影。 岛上的夜晚是漆
黑的， 这对一个不同于原始人的文明人的确很麻烦， 为此他竟
然用动物脂肪制作出了蜡烛！ 山羊脂肪是他制作蜡烛的主要来
源———他利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劳， 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又开始
了畜牧业， 驯养起许多山羊。 因此他有了肉、 奶、 乳酪和黄
油， 甚至还有皮衣穿。 正是山羊皮为他抵挡了风寒， 他用这皮
做出帽子、 大衣、 裤子、 皮带和雨伞， 其奇特的打扮， 让人读
来不禁捧腹！ 鲁滨逊造船并试图下海的事也给我留下极深印
象。 那么大一棵树， 一个人仅用斧砍火烧的方法把它劈成独木
舟， 其艰难不言而喻， 况且还得千辛万苦挖出又长又深的坑
道， 把水引进去让船浮起来。 虽因势单力薄他未能成功， 不过
他那种顽强拼搏、 自强不息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鲁滨逊一生充满奇遇， 这与他总不安于现状、 富有冒险精
神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我欣赏并赞美这样的精神， 社会要发展
进步是很需要这种精神的。 本书开篇就是父亲对他的谆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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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让他留在本地平平稳稳地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不要出
去冒险， 以免遭受种种艰难挫折， 但他不听， 他渴望外面的世
界。 他航海去巴西， 在那里有了一个不错的种植园， 假如他留
下并坚持把它经营下去， 其前景也是可观的。 可是他经不住朋
友的劝说， 又决心出海从事贸易， 终于导致他被孤零零地抛弃
到荒岛上， 且一住就是二十八年！ 最后他有幸脱险， 并从自己
的种植园中获得一大笔财产。 那时他年纪不小了， 本应该安心
留在故土过安稳平静的生活， 然而他还念念不忘巴西， 还渴望
重返 “他的岛子”， 看看那上面的人怎样了。 小说最后也还预
示， 在未来的十年里， 主人公又有了种种新的冒险经历———这
便是续集里所要讲的故事。

另外要提到的是， 主人公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 宗教思
想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这对于国人而言， 恐怕是难以理
解的。 上帝是不存在的， 但仅从结果而论， 我们必须承认鲁滨
逊从宗教信仰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是他获得安慰， 以
顽强的毅力熬过漫漫岁月， 并最终脱险的重要因素。

本书作者丹尼尔· 笛福 （１６６０—１７３１） 是英国小说家。
他生于伦敦一个肉商家庭， 受过中等教育， 以后经营多种买
卖。 他曾到过西班牙、 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等， 有过许多冒险
经历， 这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６８５ 年，
他参加蒙茅斯公爵反对国王的起义军， 失败后不得不躲藏一个
时期。 １６８８年， 他参军帮助荷兰的威廉第三夺取王位， 并写
出 枟纯血统的英国人枠 为新王辩护， 指出 “纯血统的英国人”
在英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美德不在于血统。 笛福因此受新王
赏识， 但不久又因写出 枟铲除不同教派的捷径枠 讽刺国教而
被捕入狱。 部分群众拥护他反对专制、 提倡民主的观点， 在他
被判戴枷示众时， 人们向他投花， 为他戴花冠， 视之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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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编辑过四五种刊物， 和二十多家报刊有过联系， 写政论
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无不鼓吹资产阶级发展的必然， 这种思想
充分体现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 像当时众多的新兴资产阶级
一样， 笛福有才智， 精力充沛， 有进取心， 力图在社会上争取
一席之地， 发展资本主义。

枟鲁滨逊漂流记枠 是笛福于 １７１９ 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
这时他已年近六十岁。 作者从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得到启示， 以
闪电般的速度写成此书， 没想到竟获得罕有的成功。 主人公的
原型是当时一个知名的苏格兰水手， 名叫亚历山大· 塞尔科
克。 塞尔科克 １７０４年离家出走开始了航海生涯。 一次他与船
长发生争执， 自愿要求被留在智利的一个荒岛上， 五年后才被
另一艘船救出。 笛福根据此事， 并从众多书籍中吸取素材， 创
作出了这部世界文学名著。 小说大获成功， 他又接着写了第二
集、 第三集。 第二集主要写了主人公在随后的十年里去世界各
地冒险的经历， 但第三集已不是什么冒险，而是枟鲁滨逊的宗
教感想枠。 他的另一部小说枟摩尔· 弗兰德斯枠描写受资产阶级
腐蚀的贫苦天真的少女，在受骗堕落之后的不择手段和资本主
义社会的尔虞我诈，是骗子冒险小说的变种。 他的其他作品如
枟大疫年日记枠、枟一个骑士的回忆录枠等，则是历史小说的胚胎。

笛福一生共写小说五十多部， 其创作不受传统文学规律的
约束， 标新立异， 成为英国第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擅长描
写个人在不利环境中克服困难的心劲儿， 擅长描写自然环境和
细节， 使人身临其境， 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

刘荣跃

２００７年 １月于四川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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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诫

我于 １６３２年出生于约克市一个正当人家， 虽然我们并非
本地人———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父亲生活在德国的不来梅， 最
初居住于赫尔。 他从事商品买卖赚了不少钱， 然后放下生意来
到约克， 在这里娶了我母亲。 母亲的亲戚们都叫鲁滨逊， 是当
地一个不错的家庭。 我因此被叫做鲁滨逊· 凯兹纳尔； 又由于
在英国语言中常有讹误， 我们现在则被叫做———不， 是我们自
称为、 自写为 “克罗塞”， 所以我的同伴们也就总这样叫我
了。

我有两个哥哥， 一个是弗兰德斯英国步兵军团的陆军中
校， 此军团曾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指挥。 大哥战死在敦刻尔
克①反击西班亚人的战斗中。 至于二哥的情况， 我知之甚微，
正如父母对我的情况也知道得不多一样。

我是家中第三个儿子， 生来不是做买卖的料， 早早地在头
脑中就充满了周游四方的想法。 我父亲十分守旧， 他让我获得
了足够的知识———家庭教育和一所乡村免费学堂通常也只能做
到这样。 父亲打算让我从事法律工作， 可我只喜欢出去航海；
这一愿望使我强烈反对父亲的意愿， 不， 是父亲的命令。 母亲
和朋友们也极力恳求我， 说服我， 我均充耳不闻； 他们仿佛让
我觉得， 我的天性中有种致命的东西， 将会直接给我的生活带
来不幸。

① 敦刻尔克： 法国北部港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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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既聪明又严肃的人， 他预见到我的想法， 提出
了认真而非凡的反对意见。 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里———
他因患痛风出不了门。 他就此问题非常热心地劝告我， 问我除
了想漫游四方外， 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 离开乡土
———我本可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引荐， 加上用功和勤奋， 我会
得到不错的收入， 过上舒适快乐的生活。 他说， 那些出去冒险
的人， 他们希望从冒险事业中寻求发展， 希望另辟蹊径以求闻
名于世， 这样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孤注一掷的绝望者， 一种是
志向远大、 条件优越者； 而这些情况要么离我太远， 要么离我
太近； 我处于中间状态， 或者可称为普通生活的最佳状态———
他从长期的经验中， 发现这是世上最好的生活处境， 最能给人
带来幸福， 既不受苦受难， 从事机械的劳动， 又不受困于上流
社会的傲慢、 奢侈、 野心和嫉妒。 他说我可以根据一件事就能
断定这种生活的幸福， 那就是其他一切人无不羡慕这种生活；
君王们常常悲叹自己由于生来享有荣华富贵而遭受不幸的结

局， 希望置身于卑微与高贵两极中间； 智者也表明这才是真正
幸福的正当标准———他既不求贫穷又不图富贵。

他让我注意观察， 说我总会发现悲惨的生活出现在上流社
会和下流社会中， 而中流社会的苦难最少， 不会经受太多的兴
衰， 身心不会遭受太多的折磨， 不会像那些生活奢侈浪费、 十
分邪恶的人， 或辛苦劳作却缺吃少穿的人， 他们那样的生活方
式自然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而中等生活被视为具有了一切美德
和乐趣， 宁静与富足使之更加完美； 人们以这种方式安宁、 平
稳、 舒适地度过一生， 不为身心的辛劳所困扰， 不为每天的饭
食把自己出卖成生活的奴隶， 或为种种困境备感烦恼———这些
困厄会夺走一个人平静的身心。 他们也不会为强烈嫉妒或暗自
渴求非凡的东西而狂躁不平， 而是于舒适的环境中在世上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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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过， 明白地品尝着没有苦味的甜蜜生活， 感受自己的幸
福， 而且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增添对此的认识。

这以后， 他一再极其认真、 满怀深情地让我别再莽撞了，
别再贸然行动， 自讨苦吃———无论是大自然还是我所出生的环
境， 似乎都不让我那样做； 我根本没必要为自己的吃饭问题奔
波； 他会尽力帮我的， 会千方百计让我过上他指点给我的那种
生活； 如果说我过去在世上活得并不舒心快乐， 那必定都是我
自己的命运或错误所致， 他一点责任没有， 因为他已经履行了
自己的义务， 告诫过我不要采取那些他警告过会对我造成伤害
的行动。 一句话， 只要我能照他说的， 留在家里， 他会好好对
我———他绝不会鼓励我出去， 我以后遭到的不幸也与他毫不相
关。 最后， 他说我大哥就是一个例子， 他也同样认真地劝说过
我大哥别去参加 “低地国家”① 的战争， 可是说服不了， 我大
哥满怀年轻人的渴望入伍， 结果战死； 他说他会不断地请求
我， 但他也直言不讳， 如果我走出那愚蠢的一步， 上帝也不会
赐福于我的， 今后我身陷困境谁也帮不了我时， 我也许会在空
闲之余想到自己当初是怎样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

父亲最后的话真的富有预见性， 虽然我认为他自己并不知
道； 我见他说这话时泪如泉涌， 尤其是他说到我大哥战死的时
候。 当他谈到我今后会后悔且没人帮我时， 激动万分， 停住
口， 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影响———谁又不会呢？ 我决定不再想出
去的事了， 就照父亲的意愿呆在家里。 可是， 唉呀！ 几天后这
一切都被打消了； 总而言之， 为了不让父亲一再劝告我， 几周

① 低地国家： 指西欧的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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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决定离家出走。 然而我并没采取最初冲动之下会有的贸然
行动， 而是在母亲比平常更高兴时找到她， 告诉她我一心要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决不会安下心来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出去最
好得到父亲的同意而不是反对； 我现在已十八岁了， 学做生意
或做律师年龄都太迟； 我敢肯定如果那样， 我是决不会学完
的， 没等到期我肯定会离开跑到海上去； 如果她能对父亲说让
我去作一次航行， 如果我回家后不喜欢航海了， 那么我再也不
出去， 保证以双倍的努力夺回我失去的时间。

这使我母亲大为光火。 她说和我父亲谈这样的事毫无意
义， 他非常清楚我的兴趣所在， 决不会答应任何会对我造成伤
害的事； 她知道我和父亲有那么一番谈话， 而且还知道他的言
词还那么温和亲切， 她真不明白我怎么还会想到这样的事； 总
之， 如果我就这样把自己毁了， 什么帮助也得不到的； 不过我
可以相信， 他们是决不会同意我的； 就她而言， 她不愿对让我
毁灭的事过多插手； 我也绝不应说母亲同意， 父亲反对。

虽然母亲拒绝向父亲提议这事， 但我后来听说她还是把我
们的谈话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先是表现出极其焦虑的样子， 然
后叹息着对她说： “那孩子呆在家里或许会幸福， 可他如果出
去会成为世上最可怜的人的。 我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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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

直到快一年后我才终于挣脱出来， 尽管我一直对所有让我
留下来做买卖的建议坚决不予听从， 还经常劝说我父母， 让他
们别对我的兴趣爱好给予如此强烈的阻止。 终于有一天， 我偶
然去赫尔， 当时并没打算离家出走。 来到这儿后， 碰上我的一
个伙伴要坐他父亲的船去伦敦， 他怂恿我同他们一起去， 使我
受到海员们常碰到的那种诱惑， 即我出去航行一分钱也不用
花。 于是我既没征求父母的意见， 也没给他们捎个信， 让他们
以后从别人那里听说好啦。 我没有乞求上帝或父亲的赐福， 丝
毫没考虑我的情况或结果会如何， 在一个天知道是多么不好的
日子， 即 １６５１年 ９月 １ 日， 乘上了一艘前往伦敦的轮船。 我
想， 绝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冒险者， 所遭遇的不幸会比我的来
得更快， 更长久。 轮船刚离开亨伯就刮起大风， 海上卷起惊涛
骇浪； 我是第一次出海， 病得无法形容， 心里也害怕极了。 我
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所做的事， 由于我的不良行为———离开自己
的家， 放弃自己的责任， 我受到上天多么公正的审判； 父母的
那一切好心的建议， 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恳求， 这时重新回到
脑中， 我的良心还从没经受过如此剧烈的冲击， 这时也在责备
我不听上帝和父亲的劝告， 违背了对他们的责任。

在这期间， 风暴越来越猛， 我先前从没到过的海面上也卷
起巨浪， 虽然它与我后来见过的许多次海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
么； 不， 就是与几天后见到的海浪相比也不值一提。 可当时对
我的惊吓确实很大， 我只是个年轻的水手， 对这样的事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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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我预料每一个海浪都可能把我们吞没， 每次船沉下去时都
会没入深渊， 我们再也无法浮出水面； 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
我不断地发誓， 下决心， 说如果这次航行上帝愿免我一死， 如
果我能再次到达海岸， 那么我会直奔家中， 今生今世再也不登
上轮船； 我会听从父亲的劝告， 再也不像这样自讨苦吃了。 现
在我才清楚地明白， 父亲所说的中等生活是多么美好， 他一生
过得多么安然舒适， 从未遭受大海的风暴， 也没有陆地上众多
的麻烦。 我像一个真心忏悔的浪子， 决意回到父亲身边。

我在作这番明智而严肃的思考时， 风暴还在继续， 并且持
续了好一段时间； 不过次日狂风减弱， 海面趋于平静， 我稍微
习惯了一点。 然而这一整天我仍然虚弱无力， 还有点晕船。 晚
上时天气晴了， 风完全停止， 出现了一个美丽迷人的夜晚。 太
阳清清楚楚地西沉下去， 次日又冉冉升起； 此时几乎没有风，
海面一片平静， 太阳照耀在海面上， 我想这真是我见到过的最
可爱的景色了。

晚上我睡得很好， 不再晕船了， 心情愉悦。 我惊奇地看着
大海———它昨天还那么汹涌可怕， 但没过多久却变得如此平
静， 令人愉快。 瞧， 为了不让我仍然怀有那样坚定的决心， 怂
恿我离开的朋友这时来到我身边。 “嗨， 鲍勃，” 他说， 拍拍
我的肩膀， “怎么样？ 我敢说你昨晚是被那一点点风吓住了，
对吧？” “你说一点点风？” 我说， “那真是一场可怕的风暴。”
“还风暴呢， 你这个傻瓜。” 他回答， “你把那叫做风暴？ 唉，
它根本不算回事儿。 只要我们有一艘好船和自由活动的地方，
我们才不把那点风放在心上呢。 你还只算是个内河水手， 鲍
勃。 来， 咱们做一钵潘趣酒， 把那一切都忘了。 现在你看见多
么迷人的天气了吧？” 我的这段经历是令人不快的， 为了减少
它的痛苦， 我们像所有水手那样， 调制起潘趣酒来， 我大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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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 在一晚的放肆中把所有忏悔、 所有对我过去行为的思
考、 所有将来的决心都打消了。 总而言之， 由于风暴停息， 大
海复归于平静， 所以我那些急切的想法也没有了； 我也忘记了
被大海吞没的担心和恐惧， 先前的渴望又回来了， 我因此把痛
苦时所起的誓和作的保证忘得一干二净。 的确我也时时思考，
那些严肃的想法不时回到我脑中， 可我设法摆脱了它们， 像摆
脱疾病一样。 我不断喝饮料， 常与朋友在一起， 不久便控制住
了那一阵阵的想法———我是这么叫它们的， 五六天后我便在心
中取得了彻底胜利， 任何一个决心不再为之烦恼的年轻人都会
如此。 我还想经受另一次考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上天会像通
常那样决意毫不管我， 毫不原谅。 因为如果我不把这次化险为
夷当做是一次解救， 那么下次我将遇到的危险连最不幸、 最麻
木的人也会承认是很大且令人同情的。

在海上的第六天我们来到雅茅斯路； 此时刮的是逆风， 天
气平和， 我们自从风暴后并没行驶多远。 我们不得不在此停
泊， 因为仍然刮着逆风， 即西南风， 所以我们呆了七八天， 这
期间有许多船从纽卡斯尔来到这里， 把雅茅斯路当做普通的港
口， 轮船可以在这里等待顺风， 开进泰晤士河去。

但我们本来不必在这里停泊多久， 若不是因为风太大， 我
们已随潮水向河流漂去。 我们呆了四五天后， 风势有增无减。
可是大家认为此处是个不错的港口， 很适合停泊， 加上我们的
泊船装备又很结实， 所以船员们并不担心， 丝毫不害怕危险，
只管照海员的方式休息， 寻开心。 第八天早上风势加剧， 大家
全部出动， 把中桅等各处调整加固， 让船尽可能妥帖。 中午时
分， 又卷起巨浪， 船的前甲板倾斜着， 涌入一些海水， 我们有
一两次以为锚已脱掉。 船长命令取出备用大锚， 因此我们的船
就有两具锚， 锚链绷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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