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野兽岛 / （日）椋鸠十著；安伟邦译. — 石家庄 : 河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安伟邦文集）
ISBN 978-7-5376-4595-9

Ⅰ. ①野⋯　Ⅱ. ①椋⋯ ②安⋯　Ⅲ. ①世界文学 — 儿童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Ⅳ.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031号

安伟邦文集

野兽岛
［日］椋鸠十　著　安伟邦　译　

责任编辑：郭荣敏　孟玉梅

美术编辑：黄志凯

出　　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889×1194　１/32

印　　张：9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6-4595-9

定　　价：20.0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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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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的野狗

甑岛，是浮在日本南端海上鹿儿岛县所属的孤岛。在这座

岛的深山里，从德川时代起，就一直住着野狗群。

岛上的野狗，是野性化了的狗，变得像狼一样，组成群，

出没在村落里袭击家畜，有时也袭击人。

我由于调查野狗，有好几年访问这座岛。我以那时岛上人

讲的事和我的调查作题材，写出了下边的故事。

王 者 之 座

一
鹿儿岛县的串木野市，是以金枪鱼渔港闻名的市镇。

从这港口往东，在海上坐上两个来小时的船，就能到达一

座名叫甑岛的小岛。

甑岛上有四个村子，但四个村子合起来，还不到两万人。

岛上人口这么少，为什么会有四个村子呢？没到过这座岛

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甑岛，是由好几座隆起的山组成的岛。山挤到海岸附近，

而且是重叠着的险峻的山。

在山脊向阳沿海岸处稍平的地方，一簇一簇地相隔开组成

村落。

到邻村去，必须转过山脊，越过两三个山头，这就要花上

一两个小时。所以，到邻村去是很不方便的。这样，这个人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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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的小岛，却有四个村子。

在岛上，不仅到邻村去不方便，而且坐船到对面的串木野

市去，也非常不方便。

这一带的海时常闹腾，特别是从冬到春，狂暴得很厉害；

再加上岛子的港口又小，也没有很好地整理，所以海浪翻腾

的时候，去岛子的船很少行驶。特别是刮台风时，或者是冬季，

船有时五天、十天也不去一趟。

上次我到甑岛时，由于过了两个来星期我们的船才进岛，

所以岛上的孩子们闹嚷嚷地站在海岸上，迎接船只到来。

村长也站在海岸上。当船员一下子递给他两个星期的报纸

时，他苦笑着说：

“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天的报，简直不能叫做新闻报纸

啦！”

在这个甑岛上，有个叫“手打”的村落。

这手打，是下甑村的中心地，村公所也在这里。

到大正年代开始时，这儿一直是珊瑚港，珊瑚船出出进进，

非常兴盛。但现在，近海已采不到珊瑚，成了萧条冷落的孤岛

小港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士兵驻扎在手打村。士兵们

养了近五十条狼狗，当做军用犬。当日本在那次战争中战败了

的时候，士兵们扔下军用犬撤退了。

作为军用犬生活在兵营里时，狼狗们甚至比士兵们吃得还

好。士兵们时刻不离地照顾它们，给它们洗身子，用刷子仔细

地刷，它们有一点点不想吃东西，就马上给它们吃药；烦闷的

士兵们还跟它们一起玩，只要每天接受日课训练就行了。有时，

士兵还牵着它们到村落去。

狼狗骄傲地挺起胸，在村落的大路上“刷、刷、刷”地走。

村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洋狗。它们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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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而机灵，那脸型、体型的漂亮劲，可以说是“狗中之狗”。

“是军用犬哪，真棒啊！”

孩子们从心底感到佩服，纷纷跟在它们后边转。

大人们，也站住身子目送它们。

领来的狗受到夸奖，士兵们就像自己受了夸奖似地用力挺

胸行进。

狼狗们似乎也懂得人的这种心情，它们在村落里走时，总

要装模作样，目不斜视，“刷、刷、刷”地走。

在这岛上，军用犬过着狗中国王一般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士兵们撇下狼狗撤退了。现在，没有谁再来

照顾它们。

没有了士兵的兵营里，死一样的寂静。不过，除训练时间

外总待在狗屋里的群狗，却因为士兵们离开而获得自由了。

一开始，它们还似乎在说：“任意行走大概不行吧？”在

狗屋里出来进去试一试，接着，它们又离开狗屋一点，到兵营

对面的田地去——没有谁来追它们，也没有谁来叫它们。自己

想去的地方，到哪儿去都行。

生下来就被士兵们严格按规定时间喂食的狼狗，不明白被

人类撇下是怎么回事。

自己能够任意蹦蹦跳跳，是快活的。

夏天，它们在明晃晃的太阳照着的稻田里，走走跳跳，追

沟鼠，刨鼹鼠洞。

狗原本是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但被当做军用犬来饲养，整

天埋头训练的狼狗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现在，无论哪条

狼狗，都热衷于自己的游戏。它们蹦跳得连肚子饿都忘了。

可是当太阳西沉，四周黑下来的时候，它们感到肚子饿得

瘪瘪的了。

过去，肚子饿时，只要回到士兵那儿就行了。几年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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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而且到吃饭的时间，士兵不拿饭来的事，一次也没

有过。

现在，所有的狗都回到兵营的狗屋里来了。可是它们发现，

兵营的窗户昨天还亮着灯光，如今却是漆黑一片。兵营空荡荡

的，再没有人拿食物到这儿来了。“呼呼、呼呼”，它们响起

鼻子。

谁也没有来。

“汪、汪、汪！”五十条狗大声吠叫，仿佛在说：“士兵们，

来吧！”

那声音特别大，大得使兵营所在的冈丘下面村落的人们，

都吃惊地跑了出来。

可是，没有一个人拿着食物到它们面前来。这种事从来没

有过，真奇怪。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呢？狼狗们根本不懂。

它们不满意地哼着，在兵营周围徘徊。但它们在狗屋里住

了很长时间，于是依照习惯就又回到了狗屋里。

在那里，它们嗅到了食物的气味。对饿着肚子的狼狗们来

说，是十分香的气味。

士兵之中，也许有人觉得被扔在南海孤岛上的狗是可怜

的，他们好心善意地在几个很大的中国式口袋里塞满鱼干和面

包干，扔在了狗屋里。

狼狗们发出吼声，猛一下跑到口袋那儿。它们用锐利的牙

齿咬破口袋，扒出里边的东西，贪婪地、争先恐后地大吃起来。

被士兵们饲养时，它们吃的是肉，米饭，有时还有鸡蛋，

所以，这种面包干，它们根本就不屑一顾。但肚子饿极了的时

候，却要不顾一切地大嚼了。

狼狗们填饱了肚皮，情绪开始好转，就蜷着身子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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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狼狗数目很多，士兵们搁下的食粮，刚过三天就吃

光了。

狼狗们还从来没有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食物，当肚子

饿透了的时候，只会在兵营周围转来转去。

士兵们扔下的可吃的食物，如果被它们发现了，就会争先

扑过去。接着，同伴之间相互争夺。

五十条大狗争食，要呜呜地吼，汪汪地叫。吼声和叫声从

早晨持续到晚上，一直持续了两三天。

冈丘下边村落的人们，整夜苦于这种声音，气得直嘟哝。

听到那声音的，不仅是村落的人们，住在山里的野狗们，也听

见了狼狗的叫声。原来，在这座甑岛上，从德川时代起，就住

着许多野狗群。

过去，每天的清早和傍晚，野狗们都被兵营里飘来的香喷

喷的肉味，以及煮东西的气味吸引着。

但是，那里住着好多拿枪的士兵。野狗们已经有好几代，

受到枪和陷阱的折磨。什么都不怕的野狗，却对铁气味厌恶得

浑身发抖。特别是枪这种家伙，能发出大声，会使同伴们一个

一个地倒下。对它们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因此，不

管气味多香，它们也不去靠近有拿枪士兵的闹哄哄的兵营。

这有兵营的手打村落，和邻近青濑村落附近的深山里，是

野狗群最多的地方。

野狗群虽然没有靠近过兵营，但它们总在隐蔽处窥探送来

香味的兵营情况。

它们清楚地知道士兵们撤走了。在拿枪的士兵一个也不剩

的兵营里，只留下了狼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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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山羊，是猪，还是村里的狗，除了自己的伙伴以外

的动物，野狗都认为是自己的食物，在它们看来，狼狗也是好

吃的东西。但野狗们知道，狼狗跟山羊、猪是不同的。狼狗有

锐利的牙齿，还有不亚于野狗的，是它们动作的迅速和灵活劲。

而且体力也强，气性也猛，身子比野狗大两倍，富于战斗力。

野狗们还知道，这么强健的狗，五十条集聚在一起，袭击

不好的话，自己反而会输掉。

尽管如此，野狗们并没有忘记狼狗是自己的食物。它们悄

悄地在远处张望，目光炯炯地窥探狼狗们的情况，等有机会，

就要袭击过去。

野狗这家伙，只要想好了，就会极力忍耐，一直把对方盯

到底。

在这样的野狗们那里，听到了狼狗们彼此争夺食物和吼叫

的声音。它们看到，狼狗们虽然结成了群，但不像野狗那样集

体行动，而是各干各的。它们聚成一团，为了争一点食物而互

相咬来撞去。

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求食、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的野狗们，

从自己各式各样的经验里，早就具有了怎样看清对手力量的判

断能力。

它们想：“对，袭击那群狼狗，这可是好机会。”

但是，野狗们确实是非常谨慎的。

这岛上的野狗，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们是被人们憎

恨着生存下来的。一大意，也许会被从哪儿飞来的枪弹送掉性

命；也许会掉进人类设下的陷阱。不仅如此，好容易发现的猎

物，如果大意的话，也许会跑掉。

如果不是小心加小心，野生动物是活不下去的。它们不能

因为偶然看到是好机会，就一下子猛袭过去。为了袭击强壮的

狼狗群，野狗们采取了奇异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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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年轻而机敏的野狗从群里出来，偷偷匍匐着身子，向

狼狗那边靠近。

狼狗们，仍然一个劲地到处争夺食物。年轻的野狗靠近最

边上的狼狗以后，发出呜呜呜的哼声。这是野狗向狼狗发出的

挑衅。

被挑衅的狼狗发怒了。它们丢开食物，“汪、汪”地大声

叫着，朝野狗扑了过去。

野狗啪地一闪身子，一溜烟逃跑了。正在那一带徘徊的三

条狼狗，看见往山那边逃跑的野狗，也嗒嗒地在后面追。

狼狗群里，有一条叫纳契的狗。在这五十条狼狗里，纳契

是最有力气、最敏捷、最聪明的一条。在追野狗之前，它发现

了块烂肉，就迅速叼起来，巧妙地钻出乱成一团的伙伴群，赶

紧咕咚一口吞了下去。吞下肉，它看见了往山里逃跑的野狗，

于是，它也汪汪地叫着在后面追。

加上纳契，一共是五条狼狗，它们冲过田地，越过草原，

一直追出去。剩下的狼狗们，抬起头只向那边看了一眼。因为

它们太饿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争夺食物当中。

把野狗追进树林里，眼看就要追上了，五条狼狗却被三十

来条野狗包围了。野狗们认为，一对一地跟狼狗打是打不赢的，

猛冲进狼狗群里也很危险。所以，它们要把狼狗一条、两条地

引诱出来，然后自己聚成一团，把送上门来的猎物打倒。

野狗们在看准了村落里的狗时，也是用这一招儿的。平时，

村里的狗一见有性命危险，就往主人屋里跑。因此，野狗们故

意让一条貌似很弱的野狗，跟村里的狗打架，装成打败的样子

逃走；村里的狗得意扬扬地去追，等追到山边的时候，一群野

狗就把它包围起来干掉。

野狗们就是这样狡猾。它们不知不觉地体会到，只有采取

集体行动的方法，才能在大自然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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