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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

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11年又对义务教

育阶段（小学、初中）的“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

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

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

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

量，指定和推荐了具体的课外读物书目。从推荐书目可以看出，“课程

标准”把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尤其是中外名著的阅读摆到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

语言学家、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他认

为自己的语文能力70%是得之于课外阅读。多读课外书可以提高语文能

力，这是所有人特别是语文能力较好的人的共同体会。而中外名著则是

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因为中外名著是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文明传

承，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检验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知识源泉。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凭借自身教育研究资源，组织



了一批学者和专家，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语文教育研究者、

特级教师等，根据“课程标准”推荐书目，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

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精心编撰了这套“语

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本套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筛选，最终选

定了包含有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散文、长篇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名

著、历史读物、科普科幻作品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目。

本套丛书是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倾力打造的经典读物，版本完善，

内容准确，体例设置科学实用。丛书中的外国文学名著均为全译本，我

们选用了著名翻译家的译本，并编排了大量的由国外绘画大师绘制的精

美原版插图，其中大部分插图都是首次在国内图书中呈现。针对中国古

典名著、国学类图书，我们邀请了包括蔡义江、张景、马东瑶等在内的

众多学者和专家，由他们负责编写和把关，以确保此类图书的权威性与

专业性。

丛书通过“导读”“旁批”“要点评析”“考点精选”等栏目，

对名著的精髓部分、重点、难点、考点，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指导，帮

助学生有效积累文学知识，掌握阅读方法，借鉴写作技巧，切实提高语

文素养。我们还针对其中思想内涵较深的作品，组织原书的著译者和相

关学者、专家编写了权威、专业的点评，通过对作品重点篇章、重要段

落、内容要点、精彩语句的批注和评析，实现了对作品全面、深入的剖

析与解读，使读者能够轻松领悟名著精髓，充分理解名著内涵，真正读

懂名著、读活名著。

我们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提

高其阅读品位。希望广大中小学生把本套丛书当成良师益友，与名著同

行，在阅读中成长。

2014年6月于北京





写作背景

高尔基（1868—1936），苏联伟大的文学家，《童年》是其自传

三部曲之一。本书不像大多数自传那样，以一个主人公为形象描绘出

一幅肖像来。它更多地像一幅长卷斑斓的油画，复原了一个时代，一个

家庭里的一段生活。早在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就有撰写传记体作品的

念头。在1908年至1910年间，列宁到高尔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寓所做

客，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有一次，列

宁对高尔基说：“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老朋友，一定要写出来！这

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极好的!”高尔基说：“将来有一天，

我会写出来……”

高尔基在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反映了当时社会生

活的一些典型的特征，特别是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真

实生动的图画。它不但揭示了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还描绘了作者

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

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这些普通人给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

使他养成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童年》

真实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反映了小市

导  读





民阶层的庸俗自私和空虚无聊，揭露了沙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被视为

俄苏自传体小说的里程碑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

名著快读

《童年》书中的主人公阿廖沙三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瓦尔瓦

拉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卡什林家。当时外祖父的家业已经开始衰落，外祖

父也变得专横暴躁。阿廖沙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为了分家和侵

吞阿廖沙母亲的嫁妆而不断地争吵、斗殴。在这个家庭里，阿廖沙看到

人与人之间弥漫着仇恨之雾。阿廖沙不喜欢外祖父，害怕他，感到他的

眼里含着敌意。一天，他出于好奇，又受表哥怂恿，把一块白桌布投进

染缸里染成了宝蓝色，结果被外祖父打得失去知觉。从此，阿廖沙就

开始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周围的人们。他的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这种生

活，便丢下了他，离开了这个家庭。

但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也还有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生活。这里

有乐观、纯朴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格里高里。在这些人当中，外祖

母给阿廖沙的影响是最深的。外祖母为人善良公正，热爱生活，相信善

总会战胜恶。她知道很多优美的民间故事，那些故事都是怜悯穷人和弱

者，歌颂正义和光明的。

母亲在一天早晨突然回来了，但是，生活的折磨使她渐渐地变得漫

不经心，经常发脾气，愁眉不展。后来母亲的再婚，使得阿廖沙对周围

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竭力避开大人，想一个人单独生活。

渐渐地，在阿廖沙的心灵中，“爱”的情感被恨代替。由于与继父

不合，阿廖沙又回到了外祖父家中，但此时的外祖父已经完全破产！为

了糊口，阿廖沙放学后和其他的孩子们捡破烂卖，因此招致了学校的非

难。就在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三年级的时候，他也永远地离开了学校的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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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母亲逝世，阿廖沙在埋葬了母亲之后，便开始到“人间”

去谋生。

艺术魅力

《童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

特色在俄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比拟的艺术

魅力。

多视角魅力 《童年》在艺术上运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交替使用

的方法去描写。作品主要从儿童的视角观察描写生活，使“童年”更加

生动，充满童趣，例如，对于阿廖沙父亲之死的一段描写：在一间昏暗

而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地上，紧靠窗口。他穿着白衣，身子显

得特别长。光着脚的脚趾古怪地叉开着；往常爱抚我的双手安详地搁在

胸口，手指也是弯曲的；他那双快乐的眼睛上紧紧地盖着两枚黑色的圆

铜币；和善的面容上脸色一片晦暗，两排难看地龇着的牙齿使我觉得怪

可怕的。以上一段话的描写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一个3岁男孩的心态。因

为他年纪不大，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注意的是那些他认为有

趣、奇怪的事情。另一方面，作家又偶尔以成人的视角评点生活，使作

家笔下所写的文字含义更清晰更深刻，更富有思想性和哲理性。

语言魅力 《童年》的语言十分生动活泼，场面描写栩栩如生。

例如，对外祖父家打架时场面的描写：两个舅舅突然间跳起来，隔着餐

桌弯过身去，向着外公大吼大叫，像狗一样呜呜地龇着牙，浑身发抖；

外公拿汤匙敲着桌子，满脸涨得通红，像公鸡一样响亮地叫起来：“我

叫你们都讨饭去！”外婆病态地扭歪了脸，说道：“老爷子，把什么都

给他们吧——这样你会安宁些，给他们吧！”“住口！都是让你给惯

的！”外公两眼闪出愤怒的光芒，喊道。奇怪的是他个子这么小，叫喊

起来的声音却那么大。这段文字虽然不长，却把一幅乱七八糟的打架场





面写得很有层次，把每一个人的动作、表情、心情都鲜明地描写出来，

读后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选材魅力 《童年》取材于作家的自身经历，然而它不是作家早年

生活的简单再现。它一方面真实地描写了阿廖沙的成长过程和他的所见

所闻，大量运用真实的材料。另一方面，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努力挖掘

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并对它们进行了提炼和加工，使它们能够

反映生活的本质。因此，在《童年》中，人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而

成为某一类人的代表。外祖父的家已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而是旧俄时

代那个由沉重的劳动、家长制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和无聊生活造就的小市

民社会的缩影。

人物名片

阿廖沙 本书的主人公阿廖沙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十分敏感的孩子，

他能辨别好坏。他具有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虽然生

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但他反而锻炼成长为

一个坚强、正直、勇敢、乐观、自信的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同

情贫苦的人；另外，他还具有很强的求知欲，热爱书籍，更热爱生活。

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

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外祖母 她的形象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的艺术形象之

一。她善良、乐观，心里充满了无私的爱。她热爱生活，相信善总会战胜

恶。她信仰的上帝是与人为善的。她知道很多优美的民间故事，常常讲给阿

廖沙听，她无私的爱丰富了阿廖沙的心灵 。

外祖父 他是俄罗斯小市民阶层的典型，暴躁、乖戾、贪婪、自

私。他经常凶狠地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有一次竟把阿廖沙打得失去知

觉，结果生了场大病；他非常贪财，暗地里放高利贷，秘密接受典当，





甚至怂恿徒工到市场上偷窃，是小说中丑恶势力的化身。

两个舅舅 是粗野、自私的市侩，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

名家辑评

《童年》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是他全

部创作的注解，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

——丘科夫斯基 苏联文艺评论家 

在俄国文学中，我从来没有读过比您的《童年》更美的作品。

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显示过您的写作才能。

——罗曼·罗兰 法国作家

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才能正确地评论高尔基惊人

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当代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

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在这一方面，高尔

基个人的命运，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卢森堡 波兰女革命家 

《童年》为什么长久地、永不泯灭地留在人们心田并激发人们

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这里最好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回答：“文艺

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

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

经到来了。人们要从英雄的灵魂和躯体里汲取力量……”

——戈宝权 中国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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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儿子

第一章

在一间昏暗而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地上，紧

靠窗口。他穿着白衣，身子显得特别长。光着脚的脚趾古

怪地叉开着；往常爱抚我的双手安详地搁在胸口，手指也

是弯曲的；他那双快乐的眼睛上紧紧地盖着两枚黑色的圆

铜币；和善的面容上脸色一片晦暗，两排难看地龇着的牙

齿使我觉得怪可怕的。

母亲半裸着身子，穿一条红裙子，双膝跪地，正用一

把黑梳子给父亲梳头，将长长、软软的头发从前额往后脑

勺的方向梳；以往我喜欢用那把梳子锯切西瓜皮。母亲不

停地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着话；她的眼睛肿了起来，滚

下大滴大滴的泪珠。

外婆牵着我的一只手——她浑身圆滚滚的，脑袋大

大的，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滑稽的软塌塌的鼻子。她一

身素黑，身子软乎乎的，样子非常有趣。她也在哭泣，哭

声很特别，也很好听，似乎在替母亲伴唱。她浑身发抖，

拉着我向父亲身边推。我抵抗着躲到她的背后；我觉得害

怕，不是滋味。

我从未见过大人啼哭，对外婆的话也莫名其妙：

从儿童的

视角观察死去

的父亲，对人

物肖像的描写

充满观察者的

主观色彩；双

手是“往常爱

抚我的”；眼

睛是曾经“快

乐 ” 的 ； 面

容是“和善”

的；但牙齿却

是“难看地龇

着的”……三

岁的孩子，并

不懂死亡的真

正含义。





“去和你爹说声永别吧，你再也见不着他啦，小乖乖。他死得

不是时候，这个年纪他不该死啊……”

我刚刚大病了一场——才下床不久；在我生病的时候——这一

点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一直在乐呵呵地照料着我，后来他突然

不见了，替代他的是外婆，这个难以捉摸的人。

“你是打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道：

“从上面，打下面1的城里来，而且不是走着来，是乘船来，水

上是不走路的，淘气鬼！”

这句话既可笑又让人闹不明白：在家里楼上住着胡子拉碴、染

过头发的波斯人，楼下地下室里呢，住着一个又老又黄的卡尔梅克

人，在那儿卖熟羊皮。楼梯的扶手上可以骑着往下滑，或者在摔倒

的时候顺楼梯一骨碌滚下来——这我可知道得很清楚哩。要水干什

么？说得一点儿也不对，东拉西扯都把人搞糊涂了，真好笑。

“那么为什么我是淘气鬼呢？”

“因为你会嚷嚷。”她说着也笑了。

她说话好声好气，乐呵呵的。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她了，现

在我只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沮丧。她的泪水和哭声在我心里引发了一种新的

恐惧感。我第一次见她变成这副样子——她以往总是神情严肃，很

少说话；她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体形高大，像匹马似的；

她身板硬朗，双手非常有劲。可是现在她似乎整个身子变肿了，蓬

1  原文中“上面”一词既可作“上面”解，又可作“上游”“楼上”解；“下面”一词

大写，实为“下诺夫哥罗德”（按字面意译是“下游的新城”）的前半部，即“下”

字。这两个词在地理上的概念与日常词义有别，由于作者年幼，故生出下面一段疑

问。下诺夫哥罗德为俄国历史名城，建于1221年，位于奥卡河与伏尔加河的交汇处。

1932年起改名高尔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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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散发，叫人看了心里难受；她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本来

整整齐齐盘在头上、像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大帽子似的头

发，现在从头上散落下来，一半披到了裸露的肩头，盖住

了面孔；还有一半梳成了辫子晃荡着，碰到了长睡不醒的

父亲的脸。我早就站在屋子里了，但是她连看也不看我一

眼，顾自替父亲梳头，不住地号啕大哭，哭得喘不过气来。

几个穿黑衣的农民和一个当岗警的士兵往门里头瞅

着。士兵大声说：

“快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当帘子的深色的披巾，被风吹得像帆一

样鼓了起来。有一次父亲曾带我乘过一条有帆的小船。天

空突然打了个响雷。父亲笑了起来，用他的两条大腿紧紧

夹住我，大声说道：

“没什么，别害怕，洋葱头1！”

忽然，母亲艰难地猛一下站起来，又马上瘫软下去，

背部向下翻倒在地，头发散落在地板上；她那双目紧闭的

苍白的脸面变成了青紫色；她像父亲一样龇着牙用可怕的

声音说道：

“关上门……把阿列克赛——抱走！”

外婆一把将我推开，冲到门口，喊了起来：

“乡亲们，别害怕，别碰她，看在基督分儿上请走吧！

这不是霍乱病，是女人要生产了，行行好吧，爷们！”

我躲到了箱子后面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从那里看见母

亲在地上扭动身子，嘴里哇哇地叫，牙齿咬得咯咯响，外

1  主人公名叫阿列克赛。“洋葱头”的原文音译当为“卢克”，是叫着玩的

绰号。

采用纵向

对比的手法描

摹母亲在父亲

去世前后外貌

的差异，真实

地表现了丧夫

之痛给母亲带

来了沉重而突

然的打击。





婆则在周围爬来爬去，说着亲切又高兴的话：

“为了父亲和儿子！瓦留莎1，你忍一忍吧！圣母保佑……”

我害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乱作一团，碰着他的身

体，呻吟着，喊叫着，可他却纹丝不动，仿佛在笑她们。地板上纷

纷扰扰一派忙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躺

了下去；外婆像个软乎乎的大黑球不时从房间里往外滚；后来在黑

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

“托上帝的福！”外婆说，“是个男孩！”

接着外婆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其他的事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脑子里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我站在泥泞

黏滑的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下到里面的土坑里。土坑的底部有

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上了黄色的棺材盖。

墓穴旁边站着的是我、外婆、一个岗警和两个手拿铲子虎着脸

的乡下人。温暖的雨滴飘落到每个人的身上，犹如细小的玻璃珠。

“铲土吧。”岗警一面向旁边走去，一面说。

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掩着脸哭起来。庄稼汉弯下腰开始匆匆地

向墓穴里铲土，土块打得坑里的水唧唧咔咔直响。青蛙从棺材上跳

开，开始向土坑的壁上扑去。土块将它们打到了坑底。

“走开，廖尼亚2。”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不愿意走开，就

把身子从她手心里溜出去。

“上帝！你怎么搞的！”外婆抱怨道，既不像在说我，又不像

在说上帝，说完低下了头，久久地站着不作一声。墓穴的土已经和

地面一般高了，她还继续站着。

1  主人公的母亲名叫瓦尔瓦拉，瓦丽娅、瓦留莎等都是瓦尔瓦拉的小称或爱称。

2  阿列克赛的简称。





乡下人很响地用铲子拍打泥土；一阵风刮来，驱散了

雨水，也带走了雨水。外婆拉住我的手，带我向远处一座

位于许多黑魆魆的十字架之间的教堂走去。

“你干吗不哭几声呢？”走出墓园时她问道，“你该哭上

几声啊！”

“哭不出。”我说。

“噢，哭不出，这可不应该。”她轻声说。

这一切真叫人纳闷：我很少哭，只有在受委屈而不是

感到疼痛时才哭。父亲总是嘲笑我流眼泪，而母亲则常常

对我大声说：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上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一条宽广而十分

泥泞的街道上，两排深红色的房屋之间。我问外婆：

“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不，它们爬不出来了，”她回答说，“上帝和它们在

一起！”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频繁、如此亲切地叫

过上帝的名字。

几天以后，我、外婆和母亲乘上了一艘轮船，同住在

一个小小的舱房里。我新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舱

角的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缠着一根红带子。

我趴在包裹和木箱上，向舷窗外望着。舷窗像马的眼

睛，鼓鼓的，圆圆的。被水打湿的窗玻璃外，河水无休无

止地流着，流着，一片混浊，泛着白沫。有时河水猛扑过

来，舔吮着窗玻璃。这时我便身不由己地往地上跳。

“别怕。”外婆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重新

放到包裹上说道。

采 用 白

描 的 手 法 写

“我”在船上

对舷窗及窗外

河水的观察。

巧妙地运用比

喻 的 修 辞 手

法，将舷窗比

作马眼睛，将

河 水 拍 打 比

作野兽“舔吮

着窗玻璃”。

语 言 生 动 形

象、富有感染

力，同时也显

示弟弟的死使

“我”恐惧不

安！





河面上笼罩着潮湿的雾霭，灰蒙蒙的。远处呈现出黑森森的大

地，但不久又在雾气和水中消失了。四周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

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身倚舱壁站着，纹丝不动。她脸色铁青，毫

无表情，双眼紧闭。她一直沉默不语，仿佛完全换了个人似的，连

她的衣衫我也觉得陌生了。

外婆不止一次地轻声对她说：

“瓦丽娅，你还是吃点儿吧，哪怕一丁点，好吗？”

她不吭一声，毫不动弹。

外婆和我说话小声小气的，和母亲说话却放大了声音，但不知

怎的有点谨慎小心，畏畏葸葸，而且说得很少。我觉得她怕母亲。

我明白这一点，所以和外婆也就格外亲近了。

“萨拉托夫1，”蓦地母亲气呼呼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1  俄罗斯东南部伏尔加河下游港口城市，为萨拉托夫州首府，1590年建立。萨拉托夫是

地名，但听起来像俄罗斯人的姓。





她说的话很奇怪，我觉得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身穿一套蓝衣服，带来一

只小箱子。外婆接过它，开始安放弟弟的尸体，她放好后伸出双手

将它托着向门口走去。但是她身子胖，只能侧着身子通过舱房窄小

的门户，显得手足无措，有点可笑。

“哎，妈妈！”母亲一声喊，从外婆手里夺过棺材，两个人就

不见了；我留在舱房里，仔细瞧着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小弟弟走了，是吗？”他俯身看着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么萨拉托夫是谁呢？”

“城市。你朝窗口望望，那就是！”

窗外是徐徐移动的大地，黑乎乎的，河岸陡峭，雾霭茫茫，仿

佛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的一大块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葬外孙。”

“把他埋进土里去吗？”

“那还用说？埋呗。”

我告诉水手，父亲下葬时他们把青蛙也活埋了。他用双手抱起

我，紧紧搂住，吻了吻我。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也不懂！”他说，“青蛙不用人可

怜，有上帝保佑它们！你还是可怜可怜你母亲吧，看痛苦把她折磨

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的头顶上汽笛开始鸣响，发出很响的呜呜声。我知道这是在

轮船上，所以不惊慌，水手赶紧放下我，一面说，一面飞步跑去：

“该跑过去了！”

我也想跑出去。我走出了舱门。昏暗而狭窄的入口空无一人。





离门不远，一架楼梯的梯级上镶的铜条发出闪闪的亮光。

我向上望去，看到背着背囊和手提包的人群。很清楚，大

家正从轮船上下去，那就是说我也该下船了。

然而当我随着一群男人来到船舷，置身于上岸的栈桥

前时，大家开始冲着我喊：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不知道。”

我被推着、摇着、摸索着，过了好久。最后头发花白

的水手出现了，他一把将我抓住，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舱房里走了出来……”

他跑步将我送回舱房，往包裹堆上一放，一面吓唬

我，一面就走了：

“瞧，再乱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头顶上的喧闹声变得越来越轻，轮船不再震动，也

不再发出扑通扑通的击水声。舱房的舷窗被一堵湿漉漉的

墙挡住了；房间里变暗了，变闷了，一个个包裹仿佛膨胀

了，使我感到受挤压，什么都令人不舒服。也许我就这样

永远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空空如也的轮船上？

我走到门口。门打不开，铜把手转不动。我拿起牛奶

瓶，用尽全力向门把手砸去。瓶打破了，牛奶淋满了我的双

脚，流进了靴子里。

我为自己的失败而伤心，躺到了包裹堆上，开始轻轻

地哭泣，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到我醒过来的时候，轮船又在扑通扑通地击水，发出

震动，舷窗红红的像太阳一样。外婆坐在我身边，正在梳

头，她皱着眉头，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她的头发出奇地

多，密密地披到肩上、胸口上、大腿上，一直垂到地上，

生动地写

出了“我”被

独自关在船舱

里的观察和感

受。包裹不会

膨胀，“我”

也 不 会 被 挤

压。这里采用

了夸张的手法

凸现“我”内

心的恐惧、慌

乱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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