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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蛤蟆

这是一口很大的井， 这口井在很久以前就有了， 它的

准确地点是在一个菜园里， 很明显它是用来浇灌菜园子里

的菜。 菜园的菜每年都长势很好， 古井里的水每年都很干

净。 如果真的要测量古井的深度， 那可是一个遥远的距离，

从来没有测量它的深度， 就像它从来不拒绝人们抛下去的

水桶一样。

古井的缝隙墙上有一户癞蛤蟆躲着居住在里面， 它们

的老祖宗以前从古井外逃避干旱奋不顾身纵身跳入了古井

里。 就这样它们在古井里传宗接代了起来， 到了它的孙子

一代就基本忘记了古井外还有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天地。

用人类的语言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 井底之蛙。 它们不知

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它们都觉得住在古井里很好， 挺

舒服的， 它们乐于住在古井里， 古井是它们温暖的家。

老癞蛤蟆经常有事没事都跟它的子孙们讲它的以前故

事， 它说： “我以前住在井外边， 井外边比这口井大多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至于它又说了些什么， 它的子孙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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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说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了， 小癞蛤蟆们最讨厌它了， 它

们心里都想： 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

事天天都重复。

这时老癞蛤蟆指着一只小癞蛤蟆的头说出一句话来，

它说： “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这是我们蛤蟆家族的一个绝

对的秘密， 不过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当然你们不用再去猜

是谁会说出这个家族的秘密， 那当然是我了！” 它说： “我

们的家族， 当然指的是蛤蟆家族， 与那些青蛙们无关， 传

下了三代后， 这三代中就有一只蛤蟆的头上长着一只宝石，

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不论老幼都有长这只宝石的机

会， 当然也不排除我， 虽然我的年龄比较大， 但说不定我

的头顶上现在就有一只宝石呢！” 为此它们都不由自主、 不

约而同地摸了摸它们的头顶， 有的蛤蟆不甘心， 摸到了脚

跟上去了， 还是没有找到哪怕是正在长着宝石的异样感觉。

长得最小又最丑的那只癞蛤蟆它什么都没干， 它什么也没

有想， 它认为这些东西都与它无关， 它一直在想， 它永远

都是这副面孔， 除了长大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当然，

老癞蛤蟆也把手摸到了脚底下去了。 虽然跟它所说的宝石

长在头顶上的说法大有出入， 但是它还是摸到了脚底下去

了， 跟其它的癞蛤蟆一样， 它什么也没有摸到。 老癞蟆大

丢面子， 它气得嘣的一声跳了起来， 这一跳不打紧， 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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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癞蛤蟆吓坏了， 因为它差点跳出井外去了。 这又使小癞

蛤蟆望尘莫及了， 对于老癞蛤蟆的能耐还是不敢小看的，

它过的桥都比它们走的路还多。 丑癞蟆已经深深的把老癞

蛤蟆那轻轻一跳的动作记在了心里。 它等老癞蟆它们离开

了之后， 它自己在那里跳跃了起来， 但是它太小了， 它跳

的高度还没有它的身材高， 但是它并没有气馁， 它又继续

跳跃了起来， 它实在很讨厌这个地方了， 每只蛤蟆都瞧不

起它， 它决定从此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它想到外面去闯一

闯， 去看一看， 正当它这么想的时候， 它突然觉得头顶上

有呼呼的风响， 而且来势很猛， 它看见了一个水桶从井上

抛下来了， 咕咚一声， 那个水桶喝了很多水， 一桶满满的

水正在沿着绳子的往上爬， 丑癞蛤蟆奋不顾身的扑跃了上

去， 跳到水桶里面去了， 用它的心里话说： 一份机会， 九

份努力。 它终于在盛满水的水桶的帮助下离它原来居住的

地方越来越远了， 最后它被人连水带蛤蟆泼到了菜园的一

棵大白菜下。

丑蛤蟆掉到了一只青虫的面前， 那只小青虫在它的嘴

巴前面扭着小屁股呢。 丑蛤蟆当然不会放过它了， 丑蛤蟆

张开嘴巴， 那只小青虫就被吸进了丑蛤蟆的嘴里去了。 丑

蛤蟆肚子舒服多了， 它还咀嚼了几下嘴巴呢。 咀嚼了几下

嘴巴的丑蛤蟆呱呱叫了几声， 因为它看见了井外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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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把它的目光牵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最后它的目

光落在了菜园的墙壁上。 丑蛤蟆就在菜园里住了下来， 丑

蛤蟆没有见过世面， 以前总是生活在老癞蛤蟆的夸夸其谈

之中。 丑蛤蟆已经忘记了老癞蛤蟆说过的一切， 它现在所

看到的一切， 令它忘记了它原来是住在深不可测的水井底

下啊， 现在丑蛤蟆在那棵大白菜或者大芹菜下面左张右望，

像极了一个傻瓜。 它可是什么都不懂呀， 现在我们可以看

见它迈出大步， 它已经蹦跳到一条有水的沟里面去了， 当

然水沟里面没有鱼， 它也不是为了找鱼， 它是想洗个痛痛

快快的澡， 它这一跳下去， 它就后悔了， 它后悔不该有洗

澡的念头。 它跳到一条烂泥沟里面去了， 丑蛤蟆远远望着

那条烂泥沟的时候， 那条烂泥沟绝对是一条有水的沟啊，

它拖着一身烂泥巴苦巴巴的爬了上来， 它的身上散发出一

股烂泥的气息， 很多住在菜叶子里或者菜叶子中或者菜叶

子外的青虫黄虫绿虫毛毛虫们五颜六色不分种族不论老少

的虫子们都为了它的那股又臭又烂的泥沟气背井离乡、 远

走他方， 从此而流浪天下。

丑蛤蟆越离它们近一步， 它们那些虫们就飞快的离它

远十步， 虫子们都拼地拖儿带女地跑， 丑蛤蟆觉得十分有

趣， 也不顾自己的形象， 拔腿就追， 我们都可以想象虫子

们的命运， 有翅膀的高兴又幸运的飞了起来， 没翅膀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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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了。 丑蛤蟆的长长舌头比它们更快， 像闪电一样朝它们

射了出去， 一次射出舌头就活吞吞的干掉几十只上百只虫

子， 虫子们真是遇上了天灾蛤蟆祸， 正在它们拼命夺路而

逃的时候， 天公下起了滂沱大雨， 有翅膀的虫子飞不了，

没翅膀的虫子跑不快。 丑蛤蟆心里可就美死了， 脚下的步

伐乘水而行， 真是要多快有多快， 它拼命地追赶逃跑的虫

子， 吃完虫子的时间， 雨也停了， 太阳又露出了笑容。 这

时， 一个男孩正看着它呢， 小男孩对它的吃虫绝技表示赞

赏， 而对它的外貌长相却不敢恭维， 丑蛤蟆觉得小男孩很

有趣， 于是， 它就跟着小男孩一蹦一跳的去了。 小男孩走

了一段路， 丑蛤蟆也跟着走了一段路， 后来小男孩一回头

就看到了丑蛤蟆， 当然， 丑蛤蟆也看到了他， 小男孩对它

说： “你是不是想找死， 走开啦！” 丑蛤蟆不懂他说什么，

它反而跳到小男孩的脚下， 小男孩这下可恼火了， 他说：

“你真的不想活了吗？ 真的要找死路吗？ 好啊， 我就让你去

死吧！” 小男孩给了丑蛤蟆一脚， 丑蛤蟆从小男孩的脚下飞

到了天空中， 这过程当然是一条猛烈的弧线， 我们看到了

丑蛤蟆在半空又不由自主地翻了个它从未翻过的跟斗， 头

下脚上猛烈地撞在了硬梆梆的地上。 用小男孩当时踢丑蛤

蟆的想法应该丑蛤蟆是死了， 丑蛤蟆就这样像它所躺的土

地一样硬梆梆的躺着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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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那只又小又丑的癞蛤蟆还会活过来， 就

像那两个散步的年轻人没有料到道路中间会躺着一只四脚

朝天的又小又丑的癞蛤蟆一样。 走在左边的那个年轻人可

不简单， 他是个小说家， 走在小说家右边的年轻人也不简

单， 他是一位动物学家。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兄弟，

由此类推他们的父母也不简单， 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小说家

之父， 他们的母亲可能是动物学家之母， 不过这也没有什

么大不了。 他们的身份关系也只不过像癞蛤蟆的父亲是癞

蛤蟆之父， 癞蛤蟆的母亲是癞蛤蟆之母一样简单， 不过我

们真的很难区分他们兄弟俩谁是小说家谁是动物学家， 因

为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已经连连换了四次具体的位置， 而

我们也只能这么说了： 小说家的旁边是动物学家， 动物学

家的旁边是小说家。 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看到那只又小

又丑的癞蛤蟆， 因为他们两个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蹲在了

丑蛤蟆的面前， 他们几乎又是不约而同的伸出了他们的手。

当然， 我们可以看见小说家伸出的是右手， 动物学家伸出

的左手， 如果我们的眼睛睁大一点， 注意力集中一点， 我

们会看到动物学家的左手是伸向丑蛤蟆的， 而小说家的右

手是伸向动物学家的左手， 几乎又是同时动物学家的右手

抓住了丑蛤蟆的一只脚， 而小说家的右手却是抓住了动物

学家的左手， 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小说家的嘴巴和动物学家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嘴巴都激动了起来。 小说家对动物学家说： “你不能这么

做！” 动物学家对小说家说：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小说

家对动物学家说：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会用右手拦住

你的左手吗？ 所以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动物学家这时还是

抓着丑蛤蟆的脚说： “你还是没有解释清楚， 我要干什么？”

小说家也像动物学家抓住丑蛤蟆的脚一样抓着他的左手，

对动物学家说： “你要做什么你早已经抓在了手上， 我要做

什么也已经抓在了我的手上， 只要你把你手上的东西放掉，

我也会像你那样放掉我手上的东西。” 动物学家又对小说家

说： “你的语言代表不了我手上抓着的这个东西的语言！”

小说家也对动物学家说： “我手上抓着的东西也同样像你所

说的一样不代表你的语言。” 动物学家对小说家说： “我们

两个人就只隔着一只又小又丑的癞蛤蟆的距离。” 小说家笑

着对动物学家说：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应该小说家和动物

学家在此时此刻只隔着一只丑蛤蟆的距离。” 动物学家和小

说家笑得很大声， 丑蛤蟆被他们的笑声吵醒了， 其实准确

一点的说是动物学家在放声大笑的时候， 手上的力陡然就

大了起来， 他忘记控制了， 一不小心就掐中了丑蛤蟆的肚

子， 丑蛤蟆由于动物学家左手的力大， 一不小心的叫了起

来： 呱呱呱。

动物学家告诉小说家： “我现在必须告诉你， 我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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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这只又丑又小的丑蛤蟆的理由。” 小说家对动物学家

说： “我现在也必须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抓你的又左手的理

由。” 动物学家对小说家说： “你先说吧， 我抓丑蛤蟆

在先。”

小说家说： “因为你抓的是一只死癞蛤蟆， 我不想让你

去研究这只死癞蛤蟆， 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研究的价值， 要

知道， 它在我们出现之前已经死了。 你不这样认为吗？” 动

物学家笑着说： “你说的前半句跟我最初见到这只癞蛤蟆想

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认为这只丑蛤蟆是死了。 但是我必

须告诉你， 虽然， 这只癞蛤蟆在我们未发现它之前已经死

了， 但还是有它的研究价值。” 小说家已经打断了他的话，

他说： “死癞蛤蟆的研究价值只是它的死的延伸。 难道不是

吗？” 动物学家对小说家说： “这你就错了， 当某种事物，

它们的生命结束， 也就是它们死后， 研究的价值那是历史

价值了， 研究者当然是历史学家， 而我要告诉你的是， 任

何一只蛤蟆的身上尤其是头顶上都有可能会生长出一种宝

石的。 所以即使是一只死蛤蟆我也不会放弃对它身上长有

宝石的研究。” 小说家说： “你似乎在跟一个非常喜欢听神

话故事的人讲话， 你不觉得这样是不礼貌的吗？” 动物学家

先是 “哈哈” 了两声， 然后又对小说家大声的说： “我感觉

到了， 你以为我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傻瓜是不是？ 但是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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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懂得一些正常的科学知识。” 小说家也大声对动物学家

说： “对， 我们都必须懂得一些正常的科学知识， 但是你所

讲的科学知识似乎不正常， 因为我不是一位动物学家， 所

以我不会去研究任何一只死蛤蟆的身上能生长着一种宝石

的可能。” 动物学家说： “小说家就是小说家， 一只蛤蟆的

死你可以把它虚构成活的。 但是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就不

同了， 蛤蟆是死的， 我们就不能说是活的， 而你们可以这

样说。” 动物学家把那只又小又丑的癞蛤蟆扔到半空中去

了。 小说家对他的这一举动惊得上唇找不到下唇， 因为被

动物学家扔到半空中的丑蛤蟆恰好被一只飞来的乌鸦咬住

了， 小说家和动物学家与此同时都听到了那只丑蛤蟆的惨

叫声， 因为丑蛤蟆被那只乌鸦咬断了身子， 这个时候奇迹

发生了， 阳光也强烈了起来， 那程度令小说家和动物学家

都睁不开眼睛， 就在他们闭上眼睛那会儿， 他们错过了一

个机会， 因为那只又丑又小的癞蛤蟆的口中吞出了一粒跟

它眼睛一样大小的珍珠。 小说家和动物学家看到的只是一

粒珍珠掉在他们的脚下， 具体位置就在小说家和动物学家

首先发现丑蛤蟆的位置， 当他们再次仰望天空的时候， 那

只又丑又小的癞蛤蟆和那只乌鸦没有出现在小说家和动物

学家的视线里。 小说家望着地上那粒闪闪发光的珍珠不得

９



死癞蛤蟆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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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动物学家说： “小说家和动物学家的的确确只隔着一只



风景线

一

很久以前在丹麦， 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只有惟一的一

条铁路。 这条铁路好像一串珠链， 连接了许多大大小小的

城市。 像这样珠链上的珍珠， 欧洲有许多串。 这里有最珍

贵的伦敦、 巴黎、 那不勒斯、 维也纳。 但是， 这些大城市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并不是什么漂亮的珠子， 而他们把一

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城市看作是心目中最美丽的珍珠，

这是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最喜欢的人。 他们把这里当作一个

宁静的圣地。 在其中一个美丽的山庄里有一所小房子， 它

建在一个绿草篱笆里， 非常隐蔽。 每当火车从这里经过的

时候， 车上的人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在这里， 它并不会被人

们注意。 到底像这样的珍珠究竟在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的铁

路线上有多少呢？ 有人非常简略地算了一下， 一共有六个

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为那些古代的文化和那些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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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让这些珍珠放出耀眼的光芒， 在我们的心目中， 它们

永远是发出灿烂光芒的珍珠。

在那个小城镇的一个小山旁， 有一座宫殿竖立在那里，

这是腓德烈天世的王宫， 尼伦施莱尔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在那座小山的旁边有一大片树林， 在这林子里， 还有一个

城市像珍珠一样在那里闪烁着。 人们都把它叫 “菲勒蒙和

博西斯的茅屋。” 意思是说， 有两位勤劳的老人在这里居

住， 那位老人叫拉贝壳， 和他的妻子伽玛已经来到这里好

长时间了。 在这里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屋， 在这里有许多哥

本哈根的知识人物， 他们聚集在这里整天忙碌着。 这里是

培育衰颓花草的温室， 这里是个以精神生活为主的家庭，

在这里那些没能开花的花苞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 使它们

可以开花、 结果， 只有在这里， 它们才能生存下去， 同时

这里也是个知识之家。 这些花在这里旺盛地活着， 为这个

家庭增添了不少光辉。 外面的世界和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关

系， 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声； 没有城市里的浓烟， 它是

世界上极少数未被开放的地方。 这是一片净土， 这里是专

门为有病的花木医治的温室。 总有一天这些植物会被移植

到天国的花园里。 在那里开花、 结果。 这里曾是一些伟大

人物聚会的地点， 他们在这 “菲勒蒙和博西斯的茅屋” 里

高谈阔论， 来增加知识和陶冶他们的情操， 在这时只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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