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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准 备

作者对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得从小习惯什么都吃，懂得给什么吃什么，因为你永

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会有！

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让可怜的花衣小丑——        我的真正朋友，替我去

死是不公道的！

乞讨是羞耻的事，因为他爸爸总是对他说，只有年老和残疾的人才可

以乞讨。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帮助和同情的真正穷人，只有由于年老

和生病，没有办法再用自己的劳动去挣得面包的人。其他的人都应当劳动，

不劳动而挨饿，就是自讨苦吃。

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原谅了你到今天为止所做的一切淘气事。孩子

充满爱心帮助遭到不幸的生病父母，都应当受到称赞，得到疼爱，哪怕他

们不能成为听话和品行优良的模范孩子，以后一直这样小心谨慎地做人吧，

你会幸福的。

名家推荐语

我费了几点钟工夫把《木偶奇遇记》读完之后，我虽然已经不是一个

小孩子了，然而我也像丰子恺先生家里的孩子们那样被这奇异的故事迷住

了。 

                                             ——巴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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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推荐语

《木偶奇遇记》是 19 世纪意大利儿童文学家科洛迪的代表作，发表于

1880 年，被誉为“意大利儿童读物的杰作”、“意大利儿童读物中最美的书”， 

也被认为是儿童古典文学经典之一，曾被拍成电影逾 20 次，被译成多种文字，

深受读者喜爱。故事主角皮诺曹（Pinocchio）的名字是由两个意大利文名

词 pino（松树）和 occhio（眼睛）所组成的，这个组合词在意大利西部托

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斯方言中的意思为“松果”。

本书最早发表在《儿童日报》上。科洛迪最初编写《一个木偶的故事》（连

载第二年改名为《木偶奇遇记》）是为了偿还债务，他甚至在给《儿童日报》

的社长菲尔迪南多 • 马尔提尼的附言中这样提到：“我寄给你的这些材料，

只不过是幼稚可笑的小玩意儿罢了。你可随意处理，如要采用，我可继续写

下去。”而没有料到的是“这幼稚可笑的小玩意儿”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从 1881 年 7 月 7 日起在《儿童日报》上分期连载，一直到 1883 年才连载完

毕。期间科洛迪一度想停止连载，却被读者“不满”的信件所淹没。

这篇童话，通过小木偶皮诺曹的种种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现了小木偶

天真纯洁、热爱正义、痛恨邪恶的品质。和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一样，木

偶皮诺曹也调皮、捣蛋，做事任性，很少考虑后果。他给他的亲人带来了一

《木偶奇遇记》中勇敢、忠心、诚实的仙女告诉我们，只要你做一个

好孩子，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实现！ 

                                             ——王天刚 

《木偶奇遇记》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童话之一。历久弥新的人物及情节，

触动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心灵深处！ 

                         ——万柳 

《木偶奇遇记》讲述了一个名叫皮诺曹的木偶被注入了生命力，并梦

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的经典故事，很受孩子的欢迎。 

                                             ——静雨 

《木偶奇遇记》强调儿童的参与性，在故事情节发展的紧要时刻，让孩子们

和皮诺曹一起思考，共同选择，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富于观赏性、

娱乐性、参与性、寓教于乐的童话。 

                                             ——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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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科 洛 迪（1826—1890）， 原 名 卡 尔 洛 • 洛 伦 齐 尼，19 世 纪 后 半 期 意 大

利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而享誉世界。1826 年 11 月 24

日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个叫科洛迪的小镇。他的笔名便是由这个小

镇的名称而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擅长制作意大利面和意大利千层饼；

母亲很有讲故事的天分，让卡尔洛从小受到了意大利民间传统故事的熏陶。

18 岁，科洛迪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并积极参加意大利

民族解放运动。当过书店雇员、杂志主编、军人、编辑等，这些丰富了他的

人生阅历。他曾写过许多短篇小说、随笔、评论，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讽刺，

创作了很多同情穷人、卫护民主和民族的艺术作品。

科洛迪精通法文，曾翻译过法国贝罗的童话，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

基于对孩子的热爱和寄望，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给孩子们看的童话故事。这

些童话想象力丰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动人，为他赢得了巨大的

系列的麻烦：父亲因他而坐牢，还差点送了命；好心的仙女因牵挂他悲伤

过度而“溘然长逝”。他自己也遭到了一次次的惩罚：食火者曾打算把他

投入火炉当柴烧；狐狸和猫骗走了他的钱；他被捕兽夹逮住，被迫当了“看

门狗”；渔夫把他当作鱼抓回去油炸；在玩儿国，他和“小灯芯”都变成

了驴子；逃命时，他又掉进了鲨鱼的腹中……他所经历的一连串的奇遇，

充满了童趣与想象。

经历了种种遭遇，皮诺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决心痛改前非，并

努力学习、辛勤劳动，最后变成了一个懂礼貌、爱学习、勤奋工作、孝敬长辈、

关爱他人的真正的男孩。发生在皮诺曹身上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

自然天性在许多方面往往会有不少不够尽善尽美的地方，这都需要我们逐

步克服修正。

这个故事构思奇特，作者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大胆运用

丰富奇妙的想象以及适度的幽默，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充满

了奇特想象和幻想的艺术魅力。那些风趣的笔触鲜活地描绘了皮诺曹内心

细微的活动变化，将深刻的道德教育和人生哲理融入天真可爱的形象之中，

语言颇具童趣，字里行间流露出童心童真，给孩子们以有益的教诲和艺术

的感染。作品达到了无可比拟的艺术效果，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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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

《木偶奇遇记》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各国儿童的喜爱，并多次被搬上

舞台和银幕，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故事中的木偶皮诺曹已经成了全世界一

代又一代孩子心中的童话明星。《木偶奇遇记》使科洛迪成为享有世界声誉

的大作家。为了纪念他，意大利设立了“科洛迪儿童文学奖”；在他的家乡，

人们还为《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皮诺曹建立了一座铜像。

科洛迪的主要作品有：小说《佛罗伦萨的神秘》《眼睛和鼻子》，剧本《家

庭的朋友》《良心和职业》《丈夫的荣誉》及《大孩子》等，译作《仙女的

故事——法国贝洛等人的童话集》，童话《小手杖》《小木片》《小手杖漫

游意大利》《小手杖地理》《小手杖文法》《木偶奇遇记》《眼睛和鼻子》

《快乐的故事》。最后两部作品是：《愉快的符号》《讽刺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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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记

从前有……

“有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马上要说。

不对，小朋友，你们错了，从前有一段木头。

这段木头并不是什么贵重木头，就是柴堆里那种普通

木头，扔进炉子和壁炉生火和取暖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有一天，这段木头碰巧

到了一位老木匠的铺子里，这位老木匠名叫安东尼奥，大

伙儿却管他叫樱桃师傅，因为他的鼻尖红得发紫，再加上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亮光光的，活像一个熟透了的樱桃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樱桃师傅看见这段木头，高兴极了，他满意得一个劲

儿搓着手，低声嘟囔说：“这段木头来得正好，我要拿它

做条桌子腿。”

说干就干，他马上拿起一把锋利的斧子，动手就要削

掉树皮，先大致砍出条桌子腿的样子。可他第一斧正要砍

下去，手举在头顶上却一下子停住不动了，因为他听见一

个很细很细的声音央求他说：“可别把我砍得太重了！”

诸位想象一下吧，樱桃师傅该是多么惊讶啊！

他一双眼睛吓直了，满屋子骨碌碌转了一圈，要看看

这个声音是打哪儿来的，可他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他往工

第一章

知识链接
在生活中你见

过像樱桃一样的鼻
子吗？在西方文学
或马戏团里就有这
样的形象，称之为
“滑稽的小丑”。
他用滑稽的动作或
生动的面部表情给
人们带来快乐。

知识链接知识链接

用和小朋友对
话的方式开头，拉
近与小朋友的心理
距离，使小读者仿
佛与作者面谈，充
满了亲切感。

名师点评

本章导读本章导读本章导读

我们在电影电视或书本里看到过会说话的树精或树妖，

那么你看见过会说话的木头吗？如果哪天你遇到了这样的一

截木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先想想，然后我们就一起

来看看老木匠樱桃师傅是怎样的反应吧。

一连串的“看
看”，突出了樱桃
师傅的惊讶心情，
从屋里到屋外的寻
找，突出了他确信
听到了声音。

名师点评

①根据卡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选编

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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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台底下看看，没有人；他打开一直关着的柜子看看，没有人；他往一篓刨

花和碎木片里面看看，也没有人；他甚至打开铺子门往街上看看，还是没有

人！那么……

“我明白了”他抓抓头上的假发，笑着说，“这声音一准是我听错了，

我还是干我的活吧。”于是他重新拿起斧子，在那段木头上狠狠地一斧砍下

去。

“唉哟！你把我砍痛了！”还是那很细的声音埋怨道。

这一回樱桃师傅当真愣住了，眼睛吓得鼓了出来，嘴巴张得老大，舌头

拖到下巴，活像喷水池里一个妖怪的石头像。

等到他重新能够说话，他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这个细声

细气叫‘唉哟’的声音，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屋子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

难道是这段木头，是它学会了像小娃娃那样又哭又叫吗？这我可怎么也不相

信。瞧，就是这么一段木头，它跟别的木头一模一样，拿来生炉子的。扔到

火里，倒可以烧开一锅豆子……那么，不是木头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木头里

躲着个人吗？要真躲着人，那他就活该倒霉，我这就来跟他算账！”

他这么说着，双手抓住这段可怜的木头，一点不客气，就把它往墙上撞。

撞了一会儿，他停下来竖起耳朵细细地听，看有什么哭声没有，他听了

两分钟，没有！听了五分钟，没有！听了十分钟，也没有！

“我明白了，”他一面苦笑着说，一面抓头上的假发，“那细声细气地

叫‘唉哟’的声音，一准是我自己听错了！我还是干我的活吧！”

可他心里仍然挺害怕，于是试着咿咿唔唔地哼支小调壮壮胆，然后放

下斧子，拿起刨子，要把木头刨刨平，可他一来一去地刚那么一刨，又听见

那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嘻嘻地笑着对他说了：“快住手！你弄得我浑身怪痒痒

的！”

可怜的樱桃师傅这一回活像着了雷打，“扑通”一声倒了下来。

等他重新张开眼睛，只见自己坐在地上。他脸都变了色，一向红得发紫

的鼻尖，这会儿都吓得发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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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记

名 师 点 拨

平凡普通的一截木头，居然成了故事的主角，这与众不同的角色正

是童话的本色。木头一出场就“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让老木匠樱桃师傅

的心情经历了一个丰富的变化过程：初见木头时的“高兴满意”，第一次

听见话语时的“惊讶”，再闻话语时的“愣住、惊吓”和最后听见话语却

不见人时的“活像着了雷打”的惊惧。作者对老木匠逐渐加深的惊吓程度

的细致刻画，使人物的变化活动表现得形象生动，从而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力，让人忍不住继续往下读。

高兴 满意 惊讶 自言自语 哆哆嗦嗦 结结巴巴 害怕 苦笑

词 语 积 累

◎  他一双眼睛吓直了，满屋子骨碌碌转了一圈，要看看这个声音是打哪

儿来的，可他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他往工作台底下看看，没有人；他打开一

直关着的柜子看看，没有人；他往一篓刨花和碎木片里面看看，也没有人；

他甚至打开铺子门往街上看看，还是没有人！那么……

◎  这一回樱桃师傅当真愣住了，眼睛吓得鼓了出来，嘴巴张得老大，舌

头拖到下巴，活像喷水池里一个妖怪的石头像。

精彩瞬间

1. 樱桃师傅第一次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央求他的声音“可别把我砍得

太重了”时，他是多么惊讶啊！作者是如何刻画他的惊讶的？

2. 樱桃师傅三次听到人声却不见人影，他的表现各有什么不同？

思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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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节骨眼，有人“笃笃笃”地敲门。

“进来。”老木匠说，他连重新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于是木匠铺里进来了一个小老头，他老是老，可老得

精神。他的名字叫作杰佩托，可街坊邻居的孩子要想逗他

发顿脾气，就叫他的外号“老玉米糊”。他有这么个外号，

是因为他那头黄色假发活像玉米糊。

杰佩托脾气挺坏，谁叫他“老玉米糊”就得倒大霉！

他会一下子凶得像只野兽，谁也没法对付他。

“您好，安东尼奥师傅，”杰佩托说，“您坐在地上

干吗呀？”

“我吗？我在教蚂蚁做算术呐。”

“祝您成功！”

“倒是什么把您给带到我这儿来啦，杰佩托老朋友？”

“是我的腿把我带来了呗，您知道，安东尼奥师傅，

我是来求您给我帮个忙的。”

“随时乐意为您效劳。”老木匠回答说，并跪了起来。

“今天早晨，我脑子里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咱们倒来听听看。”

“我想亲手给自己做个漂亮的木偶，不是个普通木偶，

是个‘呱呱’叫的木偶，会跳舞，会耍剑，还会翻跟头。

第二章

下文两个老人
的两次打架正好说
明了杰佩托的坏脾
气。

名师点评

两个人诙谐幽
默的对话，富有生
活情趣，让人忍俊
不禁。

名师点评

本章导读本章导读本章导读

这一截会说话的木头和老木匠樱桃师傅会成为朋友吗？

接下来木头又会有怎样的言行呢？老木匠樱桃师傅和“老玉

米糊”杰佩托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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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记

我要带着这么个木偶周游世界，挣块面包吃吃，混杯酒喝

喝。您看怎么样？”

“好极了，老玉米糊！”还是那个很细很细的声音不

知从哪儿叫起来。

杰佩托这位老朋友一听人家叫他老玉米糊，脸顿时气

红了，红得像个红辣椒。他向老木匠一下子转过脸来，气

呼呼地说：

“您干吗得罪我？”

“谁得罪您了？”

“您叫我老玉米糊！”

“我没叫过您老玉米糊。”

“难道是我叫了吗？我说是您叫了。”

“我没叫！”

“您叫了！”

“我没叫！”

“您叫了！”

他们彼此争论着，越来越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让谁，最后发展到动手，两个人打了起来，又抓又咬，

像两只猴子似的。

等到一架打完，杰佩托那头黄色假发到了安东尼奥师

傅的手上，老木匠那头花白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

“你把我的假发还我。”安东尼奥师傅说。

“你也把我的假发还我。咱俩讲和吧！”两位小老头

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以后，互相紧紧拉手，赌咒发誓说

以后要一辈子做好朋友。

“那么，杰佩托老朋友，”老木匠表示和解说，“您

要我给您效什么劳呢？”

“我想要段木头做我的那个木偶，您肯给吗？”

安东尼奥师傅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过去拿起

木偶奇遇记

杰佩托对其绰
号的忌讳真是一点
就着啊。

名师点评

形象的比喻，
写出了两个老人打
架的情态。

名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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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上那段把他吓了个半死的木头，可他正要把木头交给朋友，木头猛地

一扭，打他手里使劲滑了出来，在可怜的杰佩托那很细的小腿骨上，狠狠地

就是一下。

“唉哟！安东尼奥师傅，您送东西给人家是这么客气的吗？我的脚几乎

都给你打瘸了！”

“我发誓我没打您的脚。”

“难道是我打我自己的脚不成！”

“全怪这木头，是它打你的！”

“我知道是木头，可把木头扔在我脚上的是您。”

“我没扔您！”

“您说谎！”

“杰佩托，您别得罪我，要不我就叫您老玉米糊！”

“蠢驴！”

“老玉米糊！”

“蠢猴！”

“老玉米糊！”

“蠢猪！”

“老玉米糊！”

杰佩托听到这第三声老玉米糊，眼睛都气黑了，向老木匠猛扑过去。于

是他们又打了一场大架。

等到这一架打完，安东尼奥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另一位的背心却

少了两颗纽子。两个人这样算清账以后，又紧紧拉手，赌咒发誓说今后要一

辈子做好朋友。

接着杰佩托拿起他那段“呱呱”叫的木头，谢过安东尼奥师傅，一瘸一

拐地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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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记

名 师 点 拨

文中精彩的对话描写和动作描写，既形象地写出了“老玉米糊”杰

佩托脾气暴躁的性格特点：跟最要好的朋友樱桃师傅连打两架，听到对方

喊他“老玉米糊”就回敬对方“蠢驴”“蠢猴”“蠢猪”；又刻画出了两

个冲动又单纯的小老头形象：打完架后又互相紧紧拉手，发誓说今后要做

一辈子的好朋友，可见二人情谊的深厚和不记仇的好性格。

这一章虽然以两个小老头的对话为主，但是重点还是在于反映木头

的淘气。它知道怎样惹杰佩托发脾气，怎样让两个小老头闹矛盾，它在一

旁看热闹，足见木头的调皮劲。

效劳 讲和 喜出望外 发誓

词 语 积 累

◎  他们彼此争论着，越来越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让谁，最

后发展到动手，两个人打了起来，又抓又咬，像两只猴子似的。

◎安东尼奥师傅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过去拿起工作台上那段把

他吓了个半死的木头，可他正要把木头交给朋友，木头猛地一扭，打他手里

使劲滑了出来，在可怜的杰佩托那很细的小腿骨上，狠狠地就是一下。

◎杰佩托听到这第三声老玉米糊，眼睛都气黑了，向老木匠猛扑过去。

于是他们又打了一场大架。

精彩瞬间

1. 木头的一句话让两个老人打了一架，它的一个行为又让两个老人再次

打了一架，它是无意的吗？

2. 老木匠樱桃师傅为什么不告诉杰佩托这个木头会说话？

思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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