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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安伟邦先生
　　　　　　　

　　　　——《安伟邦文集》序

金　波

安伟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我们都
在忙，忙得忘记了许多事情，忘记了许多朋友，但是，安伟邦先生却
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就会想起他
来。书本常常促进着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书里的字字句句都有生命，
这生命又会联系着另一个生命。我们从安伟邦先生的著译中感受着他
的生命，可以凝视，可以谛听，可以和他交谈。

一
上个世记五十年代初，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有安伟邦先

生最早工作的一所小学，那是他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在那里，他过
着简朴而丰富的生活。他很习惯学校里的铃声、书声和笑声。

当一天结束了，学校复归于宁静，安伟邦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在今天看来，他的创作选择了幼儿文学，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起步。
我们没有就这一话题交流过，但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专注的精神，
在幼儿的心灵世界里寻绎思考。他敏于观察，勤于积累。在那一段教
学生涯中，他始终关注着孩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一坚实的准备工
作，正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那时候，他常常去低年级班
听课，观察和了解这一学龄段孩子的生活。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像
个孩子一样，聚精会神，又充满好奇心。他把他观察到的，思考过的，
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绝无泛泛空谈，他独擅的艺术魅力
就是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孩子最本质的品格。

他的创作是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一篇二三百字的小故事，每
每花去他许多的晨昏和夜晚。一篇初稿完成，他要数次修改，字斟句
酌。他那篇发表在《小朋友》上的故事《圈儿圈儿圈儿》，发表后的
许多年间，当年的小读者也不曾忘记。二十年后，这篇故事获得了全
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

在六十年代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仅在《小朋友》杂志上，他就
陆续发表了《王三虎》《小队光荣簿》《新的头发夹子》等作品。他
的作品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受到大读者的赞扬。著名儿童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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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小朋友》杂志的主编圣野先生，曾这样评述安伟邦的幼儿文学
创作，他说：“我以为，《圈儿圈儿圈儿》的发表，是低年级文学告
别了它的幼稚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安伟邦在六十年代以
大成作为他的人物的主角，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故事，语言朴实无华，
情节委婉生动，像一幅幅用白描手法画的钢笔画，于平淡的叙述中透
露着一点作家的机智。”这一评述很实在、很中肯。安伟邦的幼儿文
学创作，在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安伟邦的儿童文学创作，属于简约质实的那一种，紧
凑坚致，质胜于文。他的创作一直遵守着以实地观察为依据，因此不
空泛，不浮华，有质地，耐品读。他的叙事，有主有从，写人鲜明醒
目，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却又能做到隐而不彰。他的创作，重客观
而不务玄想：不求表面意思的热闹，而是在平淡中具有一种绵长的隐
秘力量。语言质朴无华，常以短句子书写，朗朗上口，便于听，便于
记。就像山野的小花，不假脂粉而增添颜色。这种笔力所唤起的印象
是恒久的美质。直到今天，我读安伟邦的这些故事，仍然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我看见一个儿童文学中的老人，处境安详，对于一切杂沓的声音，
不知不识。他像一个乡间的农民，面对着他那一片不算丰腴的土地，
也能平静地耕耘。他留下的小花，带给我们的却是春天的感觉。

他是为春天而写作的人。

二 
在我的印象中，安伟邦是从上世记八十年代初开始翻译工作的。

从那时起，他不时会送给朋友们一些他的译作。大家收到这些装帧设
计简朴的小书，无不感到惊喜。因为在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日见稀少
的时候，却看见了他连续不断地译介给我们的这些域外的文学作品。

他曾经翻译过一些安房直子的童活。那时候，大家对这位日本女
作家的作品还不那么熟悉，一经阅读，便喜欢上了她和她的作品。大
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就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看到了窗外的远山，
一片蓝色的桔梗花，一片雪后的月光，那些亦真亦幻的奇妙故事，让
我们感动。内心仿佛感受到了宁静、抚慰，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伤。
我常常像坐拥着秋阳，或伴着祛寒的炉火，内心感到温暖。

他还译了大量的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动物小说。他译得很系统，很
平静，一本一本地翻译，一本一本地出版，大家读后仍有许多期望。
从安伟邦的译作里，我们又认识了日本这位动物小说开山鼻祖的经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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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书中一以贯之的是儿童的视角，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亲密感情，
充盈着向善的追求。

我没问过安伟邦为什么选择了安房直子和椋鸠十的作品，但阅读
他的这些译作时，我感受到了译者内心世界的状态：他在做了一天的
编辑工作以后，守着一盏孤灯，进入了另一种文学的情境，远离了尘
世的喧闹，没有龃龉，没有抵牾，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情。他一直关注
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感受着安房直子的清愁和感伤，感受着椋鸠十的
温暖与和谐，感受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感受着让
更多读者读到经典的那种喜悦。

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工作，他一面翻译，一面思考，思
考着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发展。他在安房直子《谁也看不见的阳
台》一书的前面，曾有一段关于童话在日本的演化发展的论述，大体
的意思是：五十年代末期，日本学习欧洲，兴起了一种童话——“空
想故事”（或叫“空想童话”、“幻想故事”），描写人物、描写现
实和空想，以及结构都采用小说的手法。一般地说，这些奇怪的故事，
大多是从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出发的。现实和非现实交混在一起，别具
一种风格。从安伟邦的这段简介中，我们读到了一些还比较陌生的概
念，如“空想童话”、“幻想故事”，童话创作中的“小说手法”，“现
实和非现实”的交织，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提法，无疑让中国的读
者和作者耳目一新，多了一种艺术上的借鉴，丰富了年轻一代作家的
创作手法，对日后中国“幻想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促进的作用。

安伟邦作为一位翻译家，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他从不认为他的翻译是施惠于他人的工作，倒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
是第一个受惠者，让他在创作之外，开辟了另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的空间。

他蕴蓄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就在于他寄希望于孩子。
他从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真与善良。他为孩子创作，为孩子翻译，

他一生立身行事都是为了孩子。
我常常这样想，对他，天若假以年，他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业绩

⋯⋯尽管这样，他为孩子和儿童文学已经做出的一切，仍然蕴涵着精
神的高尚，以及为人称善的东西。

三
著名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圣野曾回忆，1980 年前后，安伟邦曾应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请，在出版社的阁楼里住了一个多月，他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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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忘食地把少儿社资料室里有关日本的幼儿文学书，全都浏览了一遍，
写了一个关于日本幼儿文学当前基本情况的报告，为我们及时了解日
本的出版动态提供了具体的信息。而且从那以后，他每年要给《小朋
友》译介几篇日本的小童话，作为我们的借鉴。“1986 年，中国出
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在石家庄开成立大会，安伟邦在会上作
了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发言，介绍了日本的‘画书’，非常具体地谈了
绘画和文字的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亲密关系。”（圣野：《从〈圈儿
圈儿圈儿〉谈起——沉痛悼念安伟邦同志》）

著名的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回忆，1987 年 4月的一天收到了一个
寄自远方的邮件。这是一本安伟邦译的安房直子的《谁也看不见的阳
台》。当他读到了其中的《狐狸的窗户》时，“有点透不过气来了”。
“这本书竟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九个月后我竟会去了日本。”“我隐
隐约约地感觉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存在。换句话说，我感觉到了幻
想文学对我的召唤。”（彭懿：《我为什么会留学日本》）果然，经
过几年的钻研，彭懿在幻想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但那源头却是安伟邦
一本小小的译作。

再看另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回忆，2006 年，她借
到一本书。这本书“被磨损得厉害，书脊用不干胶粘着，勒口掉落了，
书里面有用铅笔小心画的一个个小圆点，标记着阅读者特别感动的段
落。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译者安伟邦先生的亲笔题字。”这是一本在作
家手中“借来借去”的书，是安房直子的《谁也看不见的阳台》。“书
中的十二个故事都像《狐狸的窗户》一样，如梦如幻，美丽至极，很
难找到幻想和现实的分界线。读着这些单纯、透明的故事，仿佛自己
也能变成远离尘嚣的美丽精灵。”（汤素兰：《借来借去的一本书》）

不必再列举更多，以上事例足以证明：安伟邦的译著给人们多么
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虽也经历过许多波折，但都被他一一镇静地克服。
这内心的力量，源于至诚，出于自然。坚持和追求，给了他韧性和毅
力，并把它熔铸在他的作品中。他视孩子为他创作的源泉。也许基于
这些经历和感受，他更加理解孩子和尊重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智慧
的关爱。因此，他的创作和翻译有着儿童般的纯真和赤诚，并以这种
纯真和赤诚服务于儿童。因此，他耐心隐忍，甘愿孤独，他已习惯于
随遇而安；他甘愿吃苦，视工作为生命。

今天，当我们阅读这套厚重的《安伟邦文集》的时候，我们更是
深深地怀念安伟邦先生。

2012 年冬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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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在儿童中

在儿童中，一提到民间文学，首先令人想到的是民间故事。

从数量上来看，诗歌体的故事（按：指民间叙事诗）读的不够多。

多数儿童喜欢读那些语句通畅、生动、情节曲折的朗朗上口

的故事。但诗歌体的民间故事，容易记住，也能够充分发挥

儿童的想象力；读的不多，恐怕是由于这类作品发表的较少

的缘故。

民间故事，是由历代劳动人民，不依靠文字，经过由口到

耳的过程，向自己的子孙后代述说着的。这里面含有劳动人民

深切的愿望和鲜明的爱憎。儿童在幼小时，听到老人讲的故事，

在心灵上将留下深刻的痕迹。因此，民间故事对儿童的教育作

用，是相当大的。

只要是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不论是由古代流传到今

天的原封不动的，还是经过搜集者艺术加工的故事，儿童们是

都喜欢的。

我认为，民间故事在儿童中所起的良好作用，有下列几个

方面：

第一，从民间故事中学习我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诚实、

淳朴、勤劳、勇敢、机智等人物形象，在儿童的脑海中印得很深。

他们也常常会拿民间故事中某一个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来作

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如鲁班、阿凡提等人物，都是儿童所喜

爱的。

第二，民间语言朴实优美，生动具体，激发了儿童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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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丰富了他们的语汇，提高了儿童的表达能力，在儿童的说

话、作文中，起的作用很大。大凡爱看民间故事的儿童，多半

话说得流畅，作文也写得流畅、生动。

第三，很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具有强烈的民族生活气

息，这对帮助儿童了解祖国各民族的特点，有很大作用。例如，

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内地儿童所不熟悉的；但在他

们读了一些民间故事后，就能够增长一些关于祖国的各少数民

族生活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民间故事在儿童的阅读范围中，所

占的比例并不大。原因呢，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个六年级儿童说：“从前我可爱看民间故事啦，现在就

不怎么爱看，因为它老是那一套，外国讲哥仨，中国讲哥俩，

总是小的好，大的不好，看起来没劲。”

这反映了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指导工作做得不够，同时

适合于儿童阅读的民间故事还少。如《民间文学》月刊，除了

有条件的少数儿童外，其他并不很注意。其次，民间故事和童

话在教育工作者当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学校的图书馆

中有关民间故事的书籍也少得可怜，原有的一些也早已破烂不

堪，而新的却未能及时补充上去。近来比较注意了课外阅读指

导，但是很少有从民间文学这方面加以引导的。

儿童喜欢读民间故事，的确是个事实。书籍找不到，只好

津津有味地去翻读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连环画。或要求别人讲，

或总是翻着那么一两本书。

缺乏指导，有时还可能起副作用。前些年，曾有个孩子说：

“这位战士（指一本书中的人物）牺牲了，为什么不找点‘活

命水’来把他救活过来呢？”这就是把民间故事中的幻想和现

实生活弄混了。至于那些宝剑、神仙什么的，虽然相信的不多，

但很多儿童却并不能体会到其中所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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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在儿童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小的。所以还存在一

些问题，是由于缺乏教育工作者的辅导和文艺工作者的帮助。

好的民间故事，我以为也应该像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不仅

要使儿童读，也应该使儿童诵。这对近来小学中所进行的克服

语句不通、文字呆板的工作，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浅陋的看法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并望得到指正。

《民间文学》一九六零年五月号



4

文
集

安
伟
邦

三 点 想 法

一

国外常出版儿童读的长篇漫画，一页纸上有十来幅画，画

幅可宽可窄，不加文字解说，有的长篇漫画达数百页，儿童读

了它，不仅感兴趣，而且等于读了一本长篇小说。许多画报上，

也常登载这类长篇漫画故事。画这类故事，要有人物形象，要

有情节，需要下很大工夫。我觉得，《小朋友》是否也能组织

一两篇这样的连载故事？长篇可以反映更为复杂点的事物，儿

童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同时易受正面人物的感染。解放

以来，这样的作品极少。我认为，《小朋友》可以一试。

我们介绍外国的漫画或连环画，常是选好后请人再画一遍。

这样做比较慢，有时没有必要。可选些内容健康的、别有风趣

的国外低幼漫画或连环画直接介绍给小读者，对扩大他们的眼

界，我个人觉得是有益的。

二

给孩子讲讲未来的社会的情景，是好的，但还要讲明怎样

脚踏实地地去学习。近两年，讲未来城、未来海底和天空的图

文较多，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似也应跟上去。可通过什么生动

的形式，讲讲当前。不要让科学家、教师，甚至小记者，都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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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眼镜。

幼儿想要知道的东西是很多的，他们正在极力认识生活，

认识世界。童话是受欢迎的，现在的高中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找

童话看。但不要总是“找尾巴”、“去姥姥家”之类，可以更

广一些，方法也可灵活一些。国外刊物有幅画，介绍蚂蚁生活，

就让一个班的学生由老师带着去参观蚂蚁洞，通过同学们分别

到各个洞室里“访问”，将蚁卵、幼虫、蚁王等等的常识都介

绍了。这也是种办法。

三

我认为，幼儿读物给幼儿看，得有点趣味。没有趣味，就

不能吸引小读者，他们对枯燥的东西记不住。《小朋友》第

十二期更加生动活泼了，小孩子喜欢。《快活的冬天》、《小

花猫》，引得许多小朋友注目。好的画（指幼儿看得懂的）会

引起他们许多联想。《一副小担架》就使孩子发笑，而且获得

了一些担架的知识。

这种趣味自然应当是健康的趣味。

《小朋友》笔谈会 197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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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谈日本当前的儿童文学

对于当前的日本儿童文学，我读的作品不多，没什么研究，

而且手头资料极少，多数书都是借来匆匆看过，只凭记忆，难

免有错误。所以我只能粗粗地浮面地谈谈，供同志们参考。

一、小说。

据我所见，中篇小说较多，长篇也不少。理论社就出版有

“大长篇丛书”，偕成社也出了一批。各类小说的题材是广泛

的，许多作品生动活泼，反映了日本儿童的生活面貌。

1. 写学校生活的小说多起来了。有写班集体的，有写师生

之间、同学之间关系的。

《孩子大王进行曲》的作者盐泽清，看到当前的日本小学

生为了应付升学和考试，日夜学习，健康情况下降，学校里死

气沉沉，他甚至想，学校里能有淘气包才好呢。于是，他写了

这本书，让班里转来一个从山区来的孩子，他正直，勇敢，爽

朗，但功课不行。这孩子跟几个闹将“顶牛”，跟功课好而身

体弱的孩子互助，使得身体弱的孩子参加了运动会的接力赛，

闹将也受到了激励。这本书成了日本“全国图书馆协议会选定

图书”。

著名作家大石真有下列的看法：

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使写现在的儿童生活，也不会产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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