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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书是从我60年来创作的童话中精选出来的结集。《雪孩子》是其中

的一篇。

在出版之际，我要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人，相互之间的感

情已很冷漠。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生活。

那年上海下了一场大雪，偶然看到人们在弄堂（胡同）里各扫门前

雪，将积雪堆置在墙角时，我忽然想起童年时代堆雪人的乐趣，萌发了写

一个雪人故事的意念。我对着雪堆痴痴凝望，似乎它已经被塑造成一个白

白胖胖的雪孩子了。我想，就让他做一个故事中的主角吧。太阳出来了，

我感到一丝暖意，忽然想到雪孩子会在阳光下融化。如此短暂的生命，我

想该让他做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让这个冰冷的躯体裹藏一颗炽热的心，以

此来冲击人世的冷漠和无情。《雪孩子》就这样诞生了。

不久，《雪孩子》被摄制成电影，在首映后几天的一次座谈会上，

一位画家说，他和孩子在归家途中，孩子迟迟不走，仰望天空。问他看什

么，他指着一朵轻轻飘动的白云问：“雪孩子还会回来吗？”

听着这位画家的发言，我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是的，雪孩子曾感动过几代儿童、少年，如今他还在蓝天飘行，俯视



着人间。

——这便是本书以《雪孩子》命名的原因。

再说说《雪兔》，当年在《北京日报》发表后，即作为中日文化交

流的第一批作品在日本《朝日新闻》重新发表。一个名古屋的少女米川

由希子读后深受感动，写了篇感想，辗转寄达我的手中。我适时作了简

复，《朝日新闻》竟以“中国作家与日本少女书信往来”为题大篇幅报

道。如今米川由希子早已大学毕业或已为人妻母了。这是由《雪兔》引

发出的一段跨国佳话。

冰雪似乎与我有缘，几年前我创作了一篇《冰雕姑娘》，它获得的

评价是：“一篇很美的，充盈着爱又为之动情的作品。”

我是以非常认真、十分投入的感情进入童话创作的，本书中的其他

各篇如《洞箫声起》《心灵之门轻轻叩》《鹦鹉梦》和《珍珠衣》等，

无不倾注着我的感情。《小金丝猴寻母记》写的是亲情，《泥姑娘传

奇》和《迷人的异花》写的是友情，另一些作品表现的是爱心和同情。

也许我有些偏见，一篇好的童话，除了具有丰富的想象外，还应该

充满诗情画意。《种子旅行家》在创作时我产生一种诗的冲动，我以抒

情的笔调描写种子们诗一样的友情和梦境般的聚合，我将它看作是我们

的人生。

现在，谨以本书的每一篇作品向读者捧出我一片深厚之情。

                                                                              嵇 鸿

2012年8月2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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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箫声起

盲姑娘吹得一支好洞箫，耳朵也特别灵。现在她听到了一

阵微微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是一位老奶奶的啜泣和叹息低

诉。她明白了：对面小楼里，老奶奶的孙子正躺在床上，病势

很重。盲姑娘仿佛看到那孩子合着双眼，昏昏沉沉地睡着。

“他一定在做噩梦，痛苦极了！”盲姑娘按着胸口，难过

地想，“我吹支曲子去驱散他的噩梦吧。”她将洞箫送到嘴

边，于是，那呜呜的箫声飞散开来，飞向对面的小楼里去了。

盲姑娘自己并不知道，有七个美丽的音符小仙女已经随着箫声

闯进男孩的梦里去了。

男孩正梦见自己被烈火包围，灼热难当，忽然看到七个穿

着七色彩衣的小仙女，在火焰里轻歌曼舞……渐渐地，火焰减

弱了、熄灭了，他觉得浑身清凉，苏醒过来。他睁开双眼：小

仙女不见了——原来，盲姑娘的洞箫已经停止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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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男孩觉得舒服多了，但是他不能起床，寂寞极

了。只有当他回忆起昨天的梦境时，才觉得快乐。可是，同样

的梦是不会有的呀！就在这时，洞箫的呜呜声又飞进窗里来

了。随之，小仙女立刻就出现在他的床前。那优美的旋律使他

忘记寂寞，使他无比快乐，又使他精神振奋……

“难道是在梦中吗？”男孩揉揉眼，“可是我分明是睁着

眼的呀！”

这样过了几天，他渐渐好起来了，并且终于发现，只有当

洞箫声起时，七仙女才会出现。于是他靠坐在床头上向窗外探

望，静待着那神奇的洞箫声起。

盲姑娘知道男孩的病好多了，因为她不再听到老奶奶的啜

泣和低诉。“但愿你能早日恢复健康！”她站到窗前，默默地

为男孩祝愿，然后凝神屏息，把洞箫送到嘴边。

“哦，我看到了，是位盲姑娘！”男孩看到她那庄严、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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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的神情，心里想：是盲姑娘天天在为我吹奏。那七仙女是她

一片纯真的心意凝成的呀！可是，盲姑娘啊，你自己却丝毫也

看不见你所帮助的人的喜悦，就连这一点点的慰藉也得不到！

男孩呆呆地凝望着盲姑娘深陷的眼眶，她连箫声起处小仙

女们飞来也不知道。他激动极了，眼里凝聚了闪亮晶莹的东

西，它们越聚越大，终于滚落下来，被小仙女们捧住——这是

两颗晶亮晶亮的珍珠！

男孩多么希望盲姑娘能看到美好的世界啊！这个心愿越来

越强烈，立刻深深感染了小仙女。她们捧着这两颗珍珠飞了回

去，轻轻按进了盲姑娘的眼眶。

你猜怎么着？两颗珍珠发出的柔和而美丽的光晕，渐渐扩

大、扩大……盲姑娘忽然感受到一片光明。于是，她的面前展

现出一个神奇、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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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门轻轻叩

靠墙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奶奶。她的病好些了，现在已

经能够打起精神来看看同室的病人：她旁边是个十岁的男孩

子，眼睛时开时合，一脸不高兴的神气；只有对面病床上的那

个小女孩还在昏昏地睡着。

是的，这个小女孩病得很厉害。她的爸爸才去世不久，妈

妈出差还没回来。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寂寞，迷糊中她只是觉

得自己像一块石头那样在空中往下沉，往下沉。突然，猛地一

震，一个小精灵就从她的心里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像一只断

线的风筝。

小精灵想请谁来帮一帮，把自己——就是那个不断往下沉

的小女孩拉起来。她飞到小男孩的跟前，正想开口，却忽然看

见他的面颊上有两道泪痕，小精灵猜想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就

一头钻进他的眼睛，用手轻轻叩着他的心灵之门：笃笃笃，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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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笃……

心灵之门开启了，里面传来一阵啜泣的声音：“别人都有

爸爸、妈妈；可我，妈妈死了，爸爸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现

在家里的那个新妈妈，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所以她把我送进

医院，就不会来看我了……”接下来就是断断续续的抽噎，心

灵之门就慢慢关闭了。

小精灵很想安慰安慰这个男孩，譬如说：“你别伤心，你

的妈妈一定会来探望你的。”但如果不来呢，不就欺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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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小精灵随着一阵轻风飞出窗口，找男孩的后母去了。

她很快就找到男孩的家。他的妈妈刚刚下班，正匆匆地锁

上门走出来。小精灵钻进她的眼睛，轻轻叩着她的心灵之门：

笃笃笃，笃笃笃……

心灵之门开启了，里面传来一阵焦急不安的声音：“孩子

的病不知道好些没有？孩子啊，你该怪我了吧，今天妈妈开

会，迟了。噢，你最爱吃苹果，我会给你送来的……”

小精灵为男孩有这么个关心他的好妈妈而高兴。她很快飞

回来，敲开男孩的心灵之门，把这消息传了进去。男孩的脸上

泛起了微笑，他睁开眼睛，看见了室门开处，他的妈妈快步迈

了进来，把一大袋黄蕉苹果放在床头的茶几上……

小精灵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事，该请谁来帮一帮，把那个不

断往下沉的小女孩——就是她自己——拉起来。可是现在她不

愿去打扰这母子俩，就飞到了老奶奶的病床跟前。

当她正想开口提出自己的请求时，却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

的脸上那两道紧蹙的眉毛，她猜想老奶奶一定也有什么心事。

她丢开了自己的事，一头钻进老奶奶的眼睛，轻轻叩着那心灵

之门：笃笃笃，笃笃笃……

心灵之门开启了，里面传来的声音是忧郁的：“我的小孙

子啊，你妈妈上夜班，今天上学校你该不会迟到吧？哦，我想

起来了，今天有语文考试，你该不会考不出吧？”声音中断了

一会，又响起来，似乎带着向往和愉快，“我有点儿饿了，真

想吃一小碗银丝面条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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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灵立刻飞了出来，驾着清风飘到了老奶奶的家。那小

孙子正在天井里玩皮球，似乎已经把他的奶奶忘了。小精灵叹

了口气，钻进他的眼睛，把他的心灵之门敲开，呼喊道：

“你呀，忘记病床上的奶奶了吧？今天你没迟到吗？为什

么不把语文考试的情况告诉奶奶，让她高兴高兴呢？哦，你奶

奶现在想吃一小碗银丝面条儿哩。”

小精灵刚从眼睛里钻出来，那男孩就立刻收起了皮球，拔

脚奔进屋里，打算去叫醒正在睡觉的妈妈。谁知妈妈早已醒

来，并且已经穿好外套，准备出门了。

“妈妈，去探望奶奶吗？”男孩问，“给奶奶送一小碗银

丝面条去吧！”

“你真是个机灵鬼！”妈妈说，“咱们怎么想到一块儿来

啦！这就去买。”其实刚才小精灵已经轻轻叩开妈妈的心灵之

门告诉过她了。

没多久，娘儿俩就坐在老奶奶的病床边了。老奶奶一面吃

着鲜美的银丝面条，一面听着小孙子说：

“奶奶，你不在家，我可没迟到！今天语文考试真顺利，

全答出来了……”

老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每条皱纹里都溢出笑意，只是

说：“我心里想什么，什么事都办到，大概我的病快好了。”

是的，她的病果真很快就好了。小精灵忽然又想起了自己

的事，该请谁来帮一帮，把自己——就是那个不断往下沉的小

女孩拉起来，可是她现在不愿麻烦这位年老的人，怕她损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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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因此她飞出窗外，上别的病房去了。

老奶奶要出院了。临走前，她向正在甜梦里的男孩道别，

然后走到那个小女孩的病床前。小女孩的左脚露在雪白的被单

外面，一只银色的针头刺在她踝骨边的静脉血管里，由一根皮

管通向架上的一只瓶子。小女孩苍白的脸好像一个蜡制的模

型，但是很美，眼睛闭着，那长长的睫毛密密地覆盖着下睑。

老奶奶俯下身，吻了吻她的细软的长发，轻声自语：“你

睡着吧，我不打扰你了，愿你很快恢复健康！”

小女孩还没有醒，因为那个小精灵没有回来。她上哪儿

去了呢？大概又去轻轻叩着别人的心灵之门，而把自己的事

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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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快活的黄叶

窗外，梧桐树在落叶。树叶们驾着秋风，离开了枝头，在

空中飘舞。

窗里，靠墙的床上，有个患病的老人。他整天躺着，已经

有好长时间了。他看着梧桐满树的绿叶渐渐地变黄，如今又一

片一片地掉落下来，心里好难受。每当一片树叶落下来时，老

人就要叹一口气。

这时，枝头上的黄叶已经不多了，其中有一片黄叶，听到

了叹息，就侧过身，透过窗看着床上的老人：真可怜！他那花

白的头发又长又乱，好像很久没梳理过了；他的面容十分憔

悴，额上的皱纹很深，眉毛也是紧紧锁着的。

“我该去安慰安慰他。”这片黄叶心里想。于是，趁着一

阵风吹来，他就离开了技头，在空中翻个身，对梧桐树说：

“妈妈，再见吧！”然后就慢悠悠地在半空里飘。



10

这是一片快乐的梧桐叶，现在，他觉得在这广阔的空间里

该舒展舒展身子。像蝴蝶那样，他翩翩飞舞；又像跳水运动员

那样，在空中打旋，翻身；然后，他轻飘飘地飞进窗去，飞到

了老人的枕畔。

老人看见这片黄叶，寂寞的脸上好像有了些笑意。还没等

他开口，黄叶就说：

“老爷爷，我听到你在叹气，你心里不快活，是吗？”

“是的，”老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看到你，我就想到

自己，你和我一样，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说着，他哽

咽起来。

“不，”黄叶说，“我可并不这样想，我很快乐！”

老人奇怪了，好像在问为什么。

“我在枝头上时，和千万片绿色的树叶一样，在阳光下进

行光合作用，制造养料，供给梧桐树妈妈，让她长得既健康，

又美丽。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完成了这平凡而又神圣的使

命，所以觉得很快乐。”黄叶说。

“这我懂。”老人说，“但是，使命完成了，你落了

下来，就再也回不到枝头上去了……”说着，他忍不住呜

咽起来。

“不，”快活的黄叶说，“我还会回到枝头上去的。”

老人更奇怪了，不由得睁大眼睛瞅着黄叶。

黄叶说：“我们掉落下来，是为了保护妈妈能平安地过

冬。我还要飞到树根旁去，在泥里化为肥料，再从根往上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