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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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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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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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熊的故事

[ 加 ] E.T.西顿

瓦普的少年时代

一

二十年前，瓦普出生在遥远的未曾开发的西部、小摆尼河

的水源一带最不开发的地方。现在，巴列特牧场就在那里。

瓦普的妈妈，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悄然无声的，不求谁的

帮助，过着一切的熊爱好的宁静生活。她是普通的大银穗熊。

妈妈领着自己出色的一家，沿着小摆尼河下到格莱布尔河，

还没来得及教给孩子们什么是草莓以及在什么地方找到它的时

候，就已经是七月了。

妈妈相信自己的一家是出色的，虽说小熊们个子并不格外

大，也并不格外聪明。这是因为灰熊母亲生两个以上的孩子的

事，是比较少见的，而她却有四个孩子。

穿着软蓬蓬的毛皮上衣的小家伙们，过着快乐的生活，迷

着山上富丽的夏季气味和许多好吃的东西。妈妈把碰到的大木

头或平板石都一一给翻开，这时候，小家伙们便像一群小猪那

样哇地跑过去，舔食藏在里面的蚂蚁或地虫。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妈妈的臂膀会失去力气，正当大家钻到

底下的时候让大岩石掉下来；也从来没有想过妈妈的臂和肩会



2

文
集

安
伟
邦

有松懈的时候。不，那臂腕会失败，简直是没有的事！小家伙

们的想法完全是这样，所以，一来到有新的圆木头的地方，便

抢先跑，互相挤着推着，发出小小的吱吱声，还有小小的咆哮声。

他们很熟悉在高台地圆木头下边筑巢的普通的小小茶蚁，

这次却来到了大的、圆圆的、好味道的森林蚁的冢前，小家伙

们把跑出来的蚁都舔食了。不过，一会儿他们就发觉到，同时

舔掉的仙人掌刺和沙子要比蚁多得多。结果，妈妈用灰熊的语

言说：

“教你们怎样舔吧。”

妈妈先把蚁冢的头打掉，再用大前掌平平地放在冢上几分

钟，不久，只见发怒的蚁成群爬上前掌，于是就噗噜一舔，一

点沙子和仙人掌刺都不沾，嘴里嚼得满满的。小熊们马上学会

了这办法，各自放上小小的棕色的手，使蚁冢周围形成一圈前

肢的环，这些小熊们像玩“手”的游戏的小孩那样坐着，先舔

右手，再舔左手，有时还会因为自己的手被兄弟舔了，而去打

兄弟的耳朵。不一会儿，蚁冢便空了。于是，小熊们又开始去

做别的事情。

蚁是很酸的食物，吃完蚁的熊喉咙干渴了，妈妈便带领大

家到河那儿去。孩子们喝足水，也洗了脚，这回下到池岸。妈

妈的锐利眼睛看到有几条野牛鱼在水底晒太阳。流在这深洼地

之间的只有湍急的石河，水退得很厉害。妈妈对孩子们说：

“好，大家都坐在岸上边，现在来学习一门新功课。”

妈妈先走到池子下游的一头，哗啦哗啦把泥搅起，泥土浮

到静静的水中，像窗帘一样地拖着长尾巴向下游流去。接着妈

妈发出尽量大的声音，跳进池子上游的一头。鱼群集在这一

头，遭到不意的打击，慌张了，混乱了，刷地钻进泥水的云里。

五十条鱼中，必定有几条傻瓜满以为自己运气好，钻进混浊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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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跳到急流里，等到明白过来时，已经搁浅在闪闪的浅滩上

动弹不得了。灰熊妈妈把它们拖上岸，小家伙们哇地发出欢呼

声，跳到这些跑不掉的、可笑的、粗短的“蛇”身上，呼噜呼

噜地响着喉咙，尽情饱餐一顿，最后吃得他们的小肚子像气球

一样鼓起来。

孩子们吃饱了，太阳又这样热，大家都有了睡意。于是，

熊妈妈把小家伙们带到寂静的阴凉处，等妈妈一躺下来，小家

伙们就集在妈妈周围，呼呼地喘着，把小小的褐色前肢搁在胸下，

像在严寒的天气那样，把小黑鼻子钻进软蓬蓬的毛里睡着了。

过了一两个小时，孩子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最小的小毛

球却不动弹。灰熊妈妈一度用尖鼻子捅捅他，但他马上又钻到

妈妈的大臂腕里边了，这小家伙是温和的娇养的孩子。以后闻

名的被叫做瓦普的最大的家伙仰脸翻身，啃着块露出的树根子，

同时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地舔着小毛球，又因为他不听话，用

前掌去打他。一会儿，淘气包的小寻摸揪住小蜷缩的耳朵，得

到的回答是：啪！自己的耳朵挨了一下。于是，两个便互相抓

住扭打在一起。他们团成一个结实的、矮小的、黄中带灰的球，

在草地上咕噜咕噜滚着，在不注意的当儿，一直滚到堤岸上，

向河那边滚动着消失了身影。

不一会儿，两个小摔跤家发出求救的呀的叫声，那是真正

害怕的叫声。他们肯定是遇见了什么危险。

温和的妈妈突然变成厉鬼一样，刷地跳起来，蹦过河堤，

刚好是在山里的公牛以为是黄狗而向小家伙猛烈攻击的危急时

刻。小蜷缩在堤岸上已经没有站脚的地方，眼看要完蛋了。但

是，这时，沉重的脚步声和使大公牛都吃惊的大的吼声响起来，

紧接着，灰熊妈妈像个特大的黄色毛皮球跑来，猛然扑向公牛。

这公牛是牛群的王爷，这一带平原的一切的主管，什么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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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唤，就想把熊妈妈顶到河堤，正当他想用

闪闪发光的角撕裂对方而俯下身的时候，熊妈妈却先给了他凶

猛的一掌，然后不容公牛站好，就扑向他，挥动锋利的爪子，

从公牛胸部起刺啦啦地剥皮挠肉。

公牛勃然大怒，突击，后退，都拽着熊妈妈一起走，接着，

他猛地跑下倾斜面，熊妈妈赶紧跳开，公牛就这样滚到河里去了。

灰熊没有再追公牛，这对公牛来说是幸运的。他游到对岸，

因愤怒和痛苦而吼叫着，慢慢地、安全地回到了自己所属的一

群中。

二

家畜王毕凯特老上校巡视着放牧场。头一天晚上，上校望

着上弦月在毕凯特峰的白色尖顶上静静下沉，自言自语地说：

“上月的月亮在法兰克峰顶看到啦，这一个月之间，我的

运气不好，这一次可该我的啦。”

第二天，上校的好运开始了。从华盛顿来了一封信，请求

在上校的牧场设置邮政局：

新设邮局究以何等名称为宜，请考虑。

信后附加了这句恭敬的话。

上校取下 45-90 连发枪，微笑着：

“到底这个月是我的月啦。”

他为了看家畜的情况，逆着格莱布尔河，催马前进。

通过黎姆罗克山麓时，远处传来了似乎公牛在战斗的吼声，

但是，下面平地里伸着鼻子转着的自己的牛，却没有一头像过

去那样，闻出同伴的血腥味，就乱叫唤着用前蹄刨地。不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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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很快就发现牛群的头目满身血污，脊背和胁腹像被山狮子抓

破，脑袋像被别的公牛撞伤了似的样子。

“哦哦，是灰熊啊。”

上校哼着，他明白了山上的事。赶紧看了公牛返回的脚印

的大体方向，他催马走向可以自由展望的较高的土台地。这土

台地在摆尼河的河口附近，越过格莱布尔河沙滩的那边。他的

马溅着冰冷的水沫前进，突然跃身登上对面的高土台。

刚登上高土台，上校就拿起枪。那边有灰熊，一只母熊，

四只小熊，都露出了全身。

“向森林跑！”

灰熊妈妈吼着，因为她知道人类是拿着枪的，自己并不怕，

不过让可爱的孩子面临这种东西，想一想也会毛骨悚然。熊妈

妈跑在前边，想把孩子们领到临近摆尼河下游的深深的森林里，

但是，凄厉的、虐杀的猛烈射击开始了。

啪！

灰熊妈妈感到强烈的痛苦。

啪！

可怜，小毛球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咕噜一下翻倒，不再

动弹了。

灰熊妈妈面向敌人，发出憎恨和愤怒的咆哮。

啪！

熊妈妈身体瘫倒，肩膀上部被击中，面临死亡。三只小熊

不知怎么办好，跑回妈妈这边。

啪！啪！

小寻摸和小蜷缩一边挣扎在死亡的痛苦中，一边倒在妈妈

身边；瓦普吓坏了，在大家的四周转圈跑，一会儿，不知为什

么，他转过身子，朝深深的森林那儿，突然猛跑了，最后，啪



6

文
集

安
伟
邦

地挨了一下。尽管他藏起来了，但这一声“啪”，给了他激痛，

使他一条后腿折断，不顶事了。

因为这个情由，邮局被命名为“四熊局”。上校似乎很满

意自己的所为，实际上，前面的事情也是上校自己讲的。

在遥远的安达逊峰的森林中，那天晚上小小的瘸腿灰熊在

徘徊，拖着瘸腿走，每当后肢沾地的时候，便流出滴滴的血，

受不住寒冷和饥饿，脚痛得不知怎么好，“妈妈！妈妈！啊，

妈妈！在哪里呀？”哼哼、呼呼地哭着走，但是，妈妈没有到

他这儿来，他也没有回到妈妈那儿去的勇气，因此，他只好在

松林中无目标地乱走。

不久，他嗅到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气味，又听到沉重的脚步

声。他不知怎么办，只好爬上树。一会儿，个子像母亲那般高

的、大的、长脖子、细腿的动物群，杂杂沓沓地向那棵树下走

来。他以前曾经见过一次这样的东西，可那时和妈妈在一起，

一点也不害怕，而现在只得不动地、静静地待在树上。大家伙

们来到他的附近，又响着鼻子跑开了。

天亮之前，他一直待在树上，身体冻得发僵，几乎下不了

树，当暖和的太阳升起来时，才觉得舒服一些。肚子饿得厉害，

他到处去找草莓或蚂蚁，然后返回摆尼河，把受伤的脚泡在冰

冷的水里。

他想回山，可又想去看看妈妈和兄弟们所在的地方。那天

下午，暖和起来时，他跛着腿，穿过森林走下河那边，直来到

格莱布尔河高土台前一天大家吃鱼的地方。他把能找到的鱼头

和尸骸都咔吱咔吱地咬嚼一番。忽然，随风飘来奇怪而可怕的

气味，瓦普走近曾恐惧过的、最后看见母亲的地方时，那气味

更浓了。小心地探望一下，原来是许多草原狼在那儿不知嚼着

什么。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但是，看不见妈妈的身影，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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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恶心、恐惧的气味越来越浓，小熊只好悄悄地返回临近摆

尼河的深深森林里，从那以后，他没有再回去看他失去了的家

族。他和平时一样想妈妈，但他似乎也知道，无论怎样想，也

没有什么办法。

寒冷的夜晚来了，他更加怀念妈妈了，而且跛着腿走着，

哼哼地哭着。凄惨的、无依无靠的、矮小的孤儿熊啊——无家

可归，在山上流浪。疾病，孤独，脚剧痛，胃也渴望得到一些

食物。那天晚上，小熊发现一棵空树，就钻到里边，想象自己

的身体钻在软软的毛皮下面，响着鼻息睡了。

三

瓦普平时就是个忧郁的小熊。正当他的心智快要定型的时

候，发生在他身上的连续的不幸，使他比从前更加阴郁。

他觉得不论是谁都对自己怀着敌意。瓦普藏在摆尼河上游

的森林里，尽量不露形迹，白天寻找食物，晚上住在树洞里。

然而一天晚上，他看见那树洞被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仙人

掌丛一样的可恶的豪猪给占领了，瓦普怎么也无法跟那家伙做

对手，他只好扔掉空树，去寻找别的巢。

一天，瓦普下到格莱布尔河的平地，按照妈妈当初教给他

的那样挖开了树根子，不料没挖多久，只见地上的洞里出来一

只灰色动物，“啾啾、卜、卜”地叫着，朝他扑过来了。瓦普

不知道那是獾，只认为那是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凶猛动物。他有

病，腿也瘸，只好拖着跛腿跑，直跑到下一个峡谷顶上为止，

一次也没停住。在这里，一只草原狼发现了他，跳起身一边追

他，一边还叫着召唤同伴，让他们一块儿来追。瓦普离树很近，

便慌慌张张爬到树枝间。草原狼在下边跳着，哇哇叫着，他们

的鼻子告诉他们，他们追赶的是灰熊娃娃。草原狼知道树上有



8

文
集

安
伟
邦

灰熊娃娃，就意味着灰熊妈妈离这里不远。因此，草原狼为了

保身偷偷离开了。

草原狼走开后，瓦普下了树回到摆尼河。格莱布尔一带有

着好食物，但失去自己怀念的保护者的现在，他觉得那里谁都

对自己怀着敌意。在摆尼河这儿，至少常常可以安心地待一会

儿，敌人来时，可爬的树也很多。

瓦普的折腿痊愈，费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他并没

有恢复得像过去那样，虽然伤好了，不疼了，但却极不灵活了，

使他稍有些瘸，脚跟的趾腹聚成一团了，这使他在爬树的时候，

或者不得不快跑的时候，感到特别累赘。在路上，一次也没遇

到过朋友，而敌人却数不胜数。瓦普失去了妈妈的时候，就是

失去了最好的、唯一的朋友。如果妈妈在的话，肯定要教给他

必须要学的各种经验，也会把他从小熊时代必患的疾病中救出

——有实在多、实在重的病，假如他不是生下就很结实，就绝

不会活下来。

那年，小坚果非常多，风开始把成熟的、丰富的果实摇落

下来，瓦普的日子过得多少有点舒服了。他逐渐增进着健康和

增长着力气，每天碰到的那些家伙也绝不再跟他动手。疾风劲

吹后的一个早晨，瓦普正在吞食坚果的果实，一只大黑熊从丘

子上慢吞吞地走下来了。“在森林里遇到的绝不是朋友”，这

是瓦普已经知道的谚语，瓦普跑向最近的树而且爬了上去。最

初，黑熊先生闻到灰熊的气味吃了一惊，可看到对方只不过是

只小熊，于是产生了勇气，哼叫着扑向瓦普。黑熊跟小灰熊一

样能爬树，但却并不爬得更好。瓦普爬到最高处，黑熊先生在

后边追。瓦普攀到能支撑自己的最细、最高的枝上，黑熊先生

残酷地把那枝子晃掉了。瓦普因之被扔在地上，摔伤了，同时

被抡得晕晕乎乎，瓦普哭着，拖起跛腿逃走，黑熊先生并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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