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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维·比安基
( 1894 ～ 1959)

苏联著名儿童科普作家、儿童文学家维·比安基是一个熟悉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的人。他抱着让孩子们了解自然的美好愿望，创作了《森林报》

和《少年哥伦布》等很多好书。

维·比安基于 1894 年出生在一个养着许多飞禽走兽的家庭里。他的父

亲是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到科学院动物博物馆去

看标本，还喜欢跟父亲一起上山打猎，或跟家人到郊外、乡村或海边去住。

在那些地方，父亲教会了他怎样根据飞行的模样识别鸟儿，根据脚印识别

野兽……更重要的是教会了他怎样观察大自然、积累和记录对大自然的全

部印象。27 岁时，维·比安基已记下了很多日记，他决心用艺术的语言，

把那些奇妙、美丽、珍奇的小动物记载下来，献给可爱的小读者们。

在从事文学创作的 30 多年里，比安基以轻快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和擅长描写动植物生活的艺术才能，为孩子们奉献了许多珍贵的艺术

作品，《森林报》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1927 年，这部书出版后，连续再

版，受到了少年朋友们的热烈追捧。1959 年，比安基因脑溢血突发，不幸

逝世，终年 65 岁。



写在前面的话

1894 年，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维塔利·比安基诞生在涅

瓦河畔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家庭。比安基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动物

学家，他们家住在俄国科学院附属的公寓里，靠近彼得堡大学、

民族博物馆和动物博物馆。

在比安基眼里，父亲是一位 “森林学教师”，他对森林中所

有不容易被人们发现的小路和小溪都很熟悉。每当父亲带着比安

基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就会告诉他各种飞鸟的名字，教给比安基

如何根据它们飞行的姿势和走路留下的脚印，来识别这些飞禽

走兽。

比安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父亲那里获取了极丰富

的科学营养，并终生保持着观察动物和做笔记的好习惯。

中学毕业后，比安基又来到彼得堡大学，进入他热爱的生物

系学习。但是不久就爆发了战争，比安基被征入伍。即使在 “十

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比安基仍然坚持他对大自然的研究，

并把自己所得到的知识告诉身边每一个感兴趣的年轻人。

战争结束后，比安基来到阿尔泰地区的一所中学教动物课，

而且积极参与乡土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后来这所博物馆就被命名

为比安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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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安基 1922 年秋回到圣彼得堡 ( 当时叫列宁格勒) 后，生

活过得极其艰苦，只能靠写些文章和翻译文件勉强度日，有时还

要接受他哥哥们的接济。

在这一段时间，比安基参加了学前教育学院附设的一个小作

家培训班。他在大家的建议下，开始写自己熟悉的森林动物题材

的作品，比如: 《谁的鼻子更好?》、《这是谁的腿?》、《它们都是

用什么来唱歌的?》等短篇小说，以及 《漫长的跨海之旅》、《呜

呜的叫声》等中篇小说。

再后来，比安基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但他仍然坚持写作。

他把这些作品寄回小作家培训班，深受大家的欢迎。

结束了两年的流放生活之后，比安基于 1929 年冬回到圣彼

得堡的家里。

比安基一生坚持到大自然中去考察，认真记录鸟类的生活状

态和自己打猎时候的经历。他这些有趣的记录，加上他精确的分

析，形象化的感觉，诗意化的描写，使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比安基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他的朋友中，既有和他年龄差不

多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或者热爱文学艺术，或者醉心于自

然动物，或者喜欢打猎。比安基把自己的写作和生活观察经验都

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身边的人们。

比安基从事创作 30 多年，为少年儿童写下大量的 “充满着

童心乐趣”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 《森林报》，1927 年

初版后即大受欢迎，到 1961 年已经再版了 10 次。近年来，《森

林报》仍然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英国、中国、德



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出版。

1959 年，比安基因脑溢血逝世。在他生病期间，他还特地

为中国的少年儿童朋友们写了很多作品。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位中

国读者的好朋友。



致 读 者

———纪念我的父亲瓦连京·利沃维奇·比安基①

我们在普通的报纸上，只能看到关于人类生活的消息。但孩

子们似乎更关注另外一种生活，那就是自然界各种动物们的生活

状态。

森林里也发生着和城市里一样多的故事。那里面也有像人类

一样的工作，也有愉快的节日和不幸的悲剧，也有大侠和强盗。

但我们不能从城市的报纸上看到这些，因为城市的报纸只报道人

类的事情。

就像人们都没有听说过，没有翅膀的小蚊虫会在我们列宁格

勒②的冬天从地里钻出来，不是飞，而是光着脚在洁白的雪地上

奔跑。我们也没在报纸上读到，林中勇士麋鹿在森林中进行决

战，一些鸟类在冬天就全部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竟然穿越

了整个欧洲。

但我告诉大家，在《森林报》中，就可以读到这些消息。

《森林报》是一份月刊，一年出 12 期。我们已经把它们合成

了一本书，书中分为编辑部的文章、 《森林报》通讯员的报道、

各种来信和打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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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比安基，俄著名自然科学家。

即圣·彼得堡。



《森林报》的通讯员都是哪些人呢? 他们当中有小朋友也有

猎人，有科学家也有林业人员。他们经常生活、工作在森林中，

非常关心动植物的生活，并且把森林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记

录下来，寄给我们《森林报》编辑部。

这本书于 1928 年首次发行，后来又再版过 10 次，每次我们

都增加了一些新的栏目。

曾有一个编辑部的特派记者，去访问赫赫有名的猎人塞索伊

奇。他们一起出去打猎，累了就坐在篝火边休息，猎人就对记者

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故事。后来这些故事就被我们的记者寄

回了编辑部。

我们在每一期 《森林报》的最后，都安排了一个竞答游戏

的栏目，并为它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 “打靶场”。大家可以下场

比试一下，看看谁的答案更准确。只要你认真阅读了本期的 《森

林报》，回答其中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容易。

有的问题可以马上回答，有的问题不需要立即作答，而要约

定时间在几天后再回答，因为可能需要进一步观察一下才知道。

在这几天里，大家就可以到森林里找到这种动物，真实地看

一看。

《森林报》由列宁格勒编辑进行编辑报道，属于列宁格勒的

地方性报纸。里面报道的都是发生在这个州或市里的事情。

但是，咱们的国家可大了，别看在北方是寒风暴雪的日子，

人们出去都会被冻成冰棍，但在我国的南方，却可能正是阳光明

媚、鲜花怒放的时节。西端的孩子们刚刚躺到床上准备睡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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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孩子们可能已经要起床了。所以，《森林报》的读者极其渴

望知道发生在列宁格勒之外的、全国各地的事情。

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专门在 《森林报》上开辟了一

个新的栏目，叫“各方呼叫”。我们还开辟了一个 “通告”栏，

得到“神眼”称号的，即追踪能力强的读者，将被刊登到这里。

广大读者应该热爱并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熟悉这片热

土上的动植物和它们的生活。

这本《森林报》修订增补本是新出的第九个版本。我们在

书中推出了“一年 12 个月的阳光组诗”的头条栏目。并用生物

学博士尼·米·巴布罗娃的报道来为本栏目丰富了 “农庄新闻”

的内容。

我们还发表了我们的 “战地记者”从林中巨兽的战场上发

回的报道。我们还为爱好钓鱼的朋友们开辟了 “祝你钓到大鱼”

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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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首位森林记者

好多年以前，居住在列宁格勒列斯诺耶一带的居民，经常在

公园里碰到一位满头白发的教授。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镜片后

面透出锐利的目光。他在仔细地倾听每一声鸟的鸣叫，仔细地观

察每一只飞过的蝴蝶或者苍蝇。

我们这些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一般不会去留意每一只刚刚

孵出的小鸟或者春天里出现的蝴蝶。但是，春天森林中的新景

象，却没有一样能逃过这位教授的眼睛。

这位教授就是德密特里·尼基罗维奇·凯哥罗多夫。他一直

观察我们城市里和近郊的生物自然界，整整坚持了 50 年。在这

漫长的 50 个春秋里，他看着花开了又落，鸟飞去又回来。凯哥

罗多夫教授清清楚楚地记下了他观察到的一切，然后寄到编

辑部。

他还号召别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去观察自然界，做好观察记

录寄给他。很多人都积极响应，于是他手下的观察员兼通讯员的

队伍就一年比一年发展壮大起来。

50 年来，凯哥罗多夫教授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记录。他把这

些资料汇集起来。现在，我们就要感谢他那长年不断的细致工

作，当然也要感谢其他科学家们的工作。是他们帮我们弄清楚了

鸟儿们在春天什么时候飞到我们这儿来，秋天什么时候又飞离我
5



们，以及我们这里的花草树木是怎么生长的等种种趣闻。

凯哥罗多夫为儿童和成年人写了大量介绍鸟类、森林和田野

的书。他曾经在中学工作过，所以他一直认为，儿童学习自然界

的知识，不应当单凭书上讲的，还应当到大自然当中去。

1924 年 2 月 11 日，凯哥罗多夫教授在长期的重病之后，没

有等到第二年鸟儿再飞回的时候，就逝世了。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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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历上的年

广大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的 《森林报》上的新闻和城市新

闻一样，都是过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年年都有春天，但

每年的春天却都不一样。无论你活了多少岁，你都不会看到同样

的两个春天。

一年就像车轮上的 12 根辐条，一个月就好像上面的一根。

12 根辐条依次转了过去，车轮也就正好转过一圈，接着再从第

一根辐条开始转动。但这时车轮已经不再在原处，而是已经滚到

前边很远的地方去了。

春天又来到了，森林开始苏醒。熊结束冬眠，从洞里爬了出

来; 春水淹没了森林动物的地下洞穴; 鸟儿又飞回来了，森林里

开始了新的游戏和舞蹈。野兽们在这一年里生儿育女。读者也会

在《森林报》上读到最新鲜的森林新闻。

我们这里所用的是每年的森林历，它不同于我们人类使用的

普通年历，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

因为鸟兽们的一切不可能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有它们自己

的历书。因为森林里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依照太阳过日子的。

太阳在天上转一个大大的圈，那就代表森林度过了一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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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每走过一个星座，也就是黄道带①中的一个宫，那就代表过了

一个月，12 个星座全部走过了，就正好过了 12 个月。

森林历上的新年并不在冬天，而是在春天，即太阳进入白羊

宫的时候。森林里最愉快的节日就是迎接太阳的时候; 而开始过

忧愁日子的时候就是送走太阳的时候。

我们也依照普通历书，把森林历上的一年分作 12 个月，但

是，我们又根据森林中的情况，给它们另外起了名字。

8

①黄道带，是日月和主要行星在天空中运行的途径，又名黄道宫。在古代，天文

学家把黄道宫分为 12 宫，每宫长 30 度，从春分起，依次分为: 白羊宫、金牛宫、双

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

宫。



一年的森林历

月份

1 月———冬眠苏醒月 ( 春季第一月) ———3 月 21 日到 4 月 20 日

2 月———鸟类返回月 ( 春季第二月) ———4 月 21 日到 5 月 20 日

3 月———舞蹈唱歌月 ( 春季第三月) ———5 月 21 日到 6 月 20 日

4 月———鸟儿筑巢月 ( 夏季第一月) ———6 月 21 日到 7 月 20 日

5 月———雏鸟出壳月 ( 夏季第二月) ———7 月 21 日到 8 月 20 日

6 月———集体飞行月 ( 夏季第三月) ———8 月 21 日到 9 月 20 日

7 月———候鸟离家月 ( 秋季第一月) ———9 月 21 日到 10 月 20 日

8 月———储存粮食月 ( 秋季第二月)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20 日

9 月———冬客来临月 ( 秋季第三月) ———11 月 21 日到 12 月 20 日

10 月———初现雪径月 ( 冬季第一月) ———12 月 21 日到 1 月 20 日

11 月———饥寒交困月 ( 冬季第二月) ———1 月 21 日到 2 月 20 日

12 月———忍耐残冬月 ( 冬季第三月) ———2 月 21 日到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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