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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江水如蓝（小说卷2）》文体非常齐全，有小说，散文，诗歌，童
话，报告文学，能满足我们不同的审美趣味。
而有的作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能写多种文体，且都有出色的表现。
　　文字就像是魔方，按照不同的形式排列，就会出现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声音，从而达到不同的效
果。
但是，我想说的是，文字是有灵性的东西，它凝结着作家的智慧和心血，感情和才华。
　　而不同的作家排列在一起，就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了。
有的人喜欢抒情，有的人喜欢讲故事，还有的人喜欢来点思考性的哲理。
不论哪一种，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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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波，1935年生。
诗人，儿童文学作家。
出版了童话集、散文集、诗歌集、评论集等六十余册，代表作有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
绿人》，短篇童话集《影子人》，散文集《和树谈心》，诗集《让太阳长上翅膀》等。
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音乐教材。
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樊发稼，1937年生。
诗人，儿童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
出版有五十多种评论集、作品集，选集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寓言集》《樊发稼童话
》《樊发稼幼儿诗歌选》等。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论著和作品多次获全国奖。
　　安武林，1966年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独立书评人。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友情是一棵月亮树》《泥巴男生》《来自天堂的消息》，散文集《十四岁的天空
也下雨》，童话集《米粒上的花朵》《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老巫婆的哭哭袋》等。
作品多次获全国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说卷2>>

书籍目录

第十一根红布条警犬拉拉母狼布兰基羊在想，马在做，猪收获！
丁香木马我喜欢你男孩的枪女巫赫敏男孩的天空杨眯眯和民乐直街火狐眼睛小乌克兰男生熊小雄和女
生蒙小萌绿螳螂故事蛋糕派《捣蛋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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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根红布条　　曾文轩　　麻子爷爷是一个让村里的孩子们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可怕的老头
儿。
　　他没有成过家。
他那间低矮的旧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子后边的小河边上，四周都是树和藤蔓。
他长得很不好看，满脸的黑麻子，个头又矮，还驼背，像背了一口沉重的铁锅。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他笑过。
他总是独自一人，从不搭理别人。
他除了用那头独角牛耕地、拖石磙，就很少从那片树林子走出来过。
　　反正孩子们不喜欢他。
他也太不近人情了，连那头独角牛都不让孩子们碰一碰。
　　独角牛之所以吸引孩子们，也正在于独角。
听大人们说，它的一只角是在它买回来不久，被麻子爷爷绑在一棵腰一般粗的大树上，用钢锯给锯掉
的，因为锯得太挨根了，弄得鲜血淋淋的，疼得牛直淌眼泪。
不是别人劝阻，他还要锯掉它的另一只角呢。
　　孩子们常悄悄地来逗弄独角牛，甚至想骑到它的背上，在田野上疯两圉。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孩子这么干了。
麻子爷爷一眼看到了，不吱一声，闷着头追了过来，一把抓住牛绳，紧接着将那个孩子从牛背上拽下
来，摔在地上。
那孩子哭了，麻子爷爷一点也不心软，还用那对叫人心里发怵的眼睛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把独角
牛拉走了。
背后，孩子们都在心里用劲儿骂：“麻子麻，扔钉耙，扔到大河边，屁股跌成两半边！
”　　孩子们知道了他的古怪与冷漠，不愿再理他，也很少光顾那片林子。
大人们似乎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里。
村里有什么事情开会，从没有谁会想起来去叫他。
地里干活，也觉得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他们干他们的，谈他们的。
那年，人口普查，负责登记的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竞将在林子里住着的这个麻子爷爷给忘了。
　　全村人都把他忘了。
　　只有在小孩子落水后需要抢救的时候，人们才忽然想起他——严格地说，是想起他的那头独角牛
来。
　　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大河小沟纵横交错，家家户户住在水边上，门一开就是水。
太阳上来，波光在各户人家屋里直晃动。
“吱呀吱呀”的橹声，“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时地在人们耳边响着。
水，水，到处是水。
这里倒不缺鱼虾，可是，这里的人却十分担心孩子掉进水里被淹死。
　　你到这里来，就会看见：生活在船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大人们就用根布带将他拴着；生活在岸上
的孩子一会走动，则常常被新搭的篱笆挡在院子里。
他们的爸爸妈妈出门时，总忘不了对看孩子的老人说：“奶奶，看着他，水！
”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腿脚不灵活了，撵不上孩子，就吓唬说：“别到水边去，水里有鬼呢！
”这里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了，还有小时候造成的恐怖心理，晚上死活不肯到水边去，生怕那里冒出一
个黑糊糊的东西来。
　　可就是这样，也还是免不了有些孩子要落水。
水太吸引那些不知道它的厉害的孩子了。
小一点的孩子总喜欢用手用脚去玩水，稍大些的孩子，则喜欢到河边放芦叶船或爬上拴在河边的放鸭
船，解了缆绳荡到河心去玩。
当河流上漂过一件什么东西来，有放鱼鹰的船路过，卖泥螺的船来了⋯⋯这一切，都能使他们忘记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说卷2>>

爷奶奶的告诫，而被吸引到水边去。
脚一滑，码头上的石块一晃，小船一歪斜⋯⋯断不了有孩子掉进水里。
有的自己会游泳，当然不碍事。
没有学会游泳的，有机灵的，一把死死抓住水边的芦苇，灌了几口水，自己爬上来，吐了几口水，哇
哇大哭。
有的幸运，淹得半死被大人发现了救上来。
有的则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特别是到了发大水的季节，方圆三五里，三天五天就传说哪里哪里又淹死了个孩子。
　　落水的孩子被捞上来，不管有救没救，总要进行一番紧张的抢救。
这地方的抢救方法很特别：牵一头牛来，把孩子横在牛背上，然后让牛不停地在打谷场上跑动。
那牛一颠一颠的，背上的孩子也跟着一下一下地跳动，这大概是起到人工呼吸的作用吧？
有救的孩子，在牛跑了数圈以后，自然会“哇”地吐出肚里的水，接着“哇哇”哭出声来：“妈妈⋯
⋯妈妈⋯⋯”　　麻子爷爷的独角牛，是全村人最信得过的牛。
只要有孩子落水，便立即听见人们四下里大声吵嚷着：“快！
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
”也只有这时人们才会想起麻子爷爷，可心里想着的只是牛而绝不是麻子爷爷。
　　如今，连他那头独角牛，也很少被人提到了。
它老了，牙齿被磨钝了，跑起路来慢慢吞吞的，几乎不能再拉犁、拖石磙子。
包产到户，分农具、牲口时，谁也不肯要它。
只是麻子爷爷什么也不要，一声不吭，牵着他养了十年的独角牛，就往林间的茅屋走。
牛老了，村里又有了医生，所以再有孩子落水时，人们不再想起去牵独角牛了。
至于麻子爷爷，那更没有人提到了。
他老得更快，除了守着那间破茅屋和老独角牛，很少走动。
他几乎终年不再与村里的人打交道，孩子们也难得看见他。
　　这是发了秋水后的一个少有的好天气。
太阳在阴了半个月后的天空出现了，照着水满得就要往外溢的河流。
芦苇浸泡在水里，只有穗子晃动着。
阳光下，是一片又一片水泊，波光把天空映得刷亮。
一个打鱼的叔叔正在一座小石桥上往下撒网，一抬头，看见远处水面上浮着个什么东西，心里一惊，
扔下网就沿河边跑过去，走近一看，掉过头扯破嗓子大声呼喊：“有孩子落水啦——！
”　　不一会，四下里都有人喊：“有孩子落水啦——！
”　　于是河边上响起纷沓的脚步声和焦急的询问声：“救上来没有？
”“谁家的孩子？
”“有没有气啦？
”等那个打鱼的叔叔把那个孩子抱上岸，河边上已围满了人。
有人忽然认出了那个孩子：“亮仔！
”　　亮仔双眼紧闭，肚皮鼓得高高的，手脚发白，脸色青紫，鼻孔里没有一丝气息，浑身瘫软。
看样子，没有多大救头了。
　　在地里干活的亮仔妈妈闻讯，两腿一软，扑倒在地上：“亮仔——”双手把地面抠出两个坑来。
人们把她架到出事地点，见了自己的独生子，她一头扑过来，紧紧搂住，大声呼唤着：“亮仔！
亮仔！
”很多人跟着呼唤：“亮仔！
亮仔！
”　　孩子们都吓傻了，一个个睁大眼睛，有的吓哭了，紧紧地抓住大人的胳膊不放。
　　“快去叫医生！
”每逢这种时候，总有些沉着的人。
　　很快有人回话：“医生进城购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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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紧张了，胡乱地出一些主意：“快送镇上医院！
”“快去打电话！
”立即有人说：“来不及！
”又没有人会人工呼吸，大家束手无策，河边上只有叹息声、哭泣声、吵嚷声，乱成一片。
终于有人想起来了：“快去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
”　　一个小伙子蹿出人群，向村后那片林子跑去。
　　麻子爷爷像虾米一般蜷曲在小铺上，他已像所有将入土的老人一样，很多时间是靠卧床度过的。
他不停地喘气和咳嗽，像一辆磨损得很厉害的独轮车，让人觉得很快就不能运转了。
他的耳朵有点背，勉勉强强地听懂了小伙子的话后，就颤颤抖抖地翻身下床，急跑几步，扑到拴牛的
树下。
他的手僵硬了，哆嗦了好一阵，也没有把牛绳解开。
小伙子想帮忙，可是独角牛可怕地喷着鼻子，除了麻子爷爷能牵这根牛绳，这头独角牛是任何人也碰
不得的。
他到底解开了牛绳，拉着它就朝林子外走。
　　河边的人正拥着抱亮仔的叔叔往打谷场上涌。
　　麻子爷爷用劲地抬着发硬无力的双腿，虽然踉踉跄跄，但还是跑出了超乎寻常的速度。
他的眼睛不看脚下坑洼不平的路，却死死盯着朝打谷场涌去的人群：那里边有一个落水的孩子！
　　当把亮仔抱到打谷场时，麻子爷爷居然也将他的牛牵到了。
　　“放！
”还没等独角牛站稳，人们就把亮仔横放到它的背上。
喧闹的人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无数目光一齐看着独角牛：走还是不走呢？
　　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这里的人都说，只要孩子有救，牛就会走动，要是没有救了，就是用
鞭子抽，火烧屁股腚，牛也决不肯跨前一步。
大家都屏气看着，连亮仔的妈妈也不敢哭出声来。
　　独角牛“哞”地叫了一声，两只前蹄不安地刨着，却不肯往前走。
　　麻子爷爷紧紧地抓住牛绳，用那对混浊的眼睛逼视着独角牛的眼睛。
牛终于走动了，慢慢地，沿着打谷场的边沿。
　　人们圈成一个大圆圈。
亮仔的妈妈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着：　　“亮仔，乖乖，回来吧！
”　　“亮仔，回来吧！
”孩子和大人们一边跟着不停地呼唤，一边用目光紧紧盯着独角牛。
他们都在心里希望它能飞开四蹄迅跑——据说，牛跑得越快，它背上的孩子就越有救。
　　被麻子爷爷牵着的独角牛真的跑起来了。
它低着头，沿着打谷场“哧通哧通”地转着，一会儿工夫，蹄印叠蹄印，土场上扬起灰尘来。
　　“亮仔，回来吧！
”呼唤声此起彼伏，像是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灵魂跑到哪里游荡去了。
　　独角牛老了，跑了一阵，嘴里往外溢着白沫，鼻子里喷着粗气。
但这畜生似乎明白人的心情，不肯放慢脚步，拼命地跑着。
扶着亮仔不让他从牛背上颠落下来的，是全村力气最大的一个叔叔。
他曾把打谷场上的石磙抱起来绕场走了三圈。
就这样一个叔叔也跟得有点气喘吁吁了。
又跑了一阵，独角牛“哞”地叫了一声，速度猛地加快了，一蹿一蹿，屁股一颠一颠，简直是在跳跃
。
那个叔叔张着大嘴喘气，汗流满面。
他差点赶不上它的速度，险些松手让牛把亮仔掀翻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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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像这么一套大规模的、文体如此齐全的书，在当下的儿童图书市场并不多见。
这些作家们，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我经常和武林探讨和交流他们的作品。
这么一套书，犹如盛会一样，把作家和诗人们都集结在一起，接受读者们的检阅。
我相信，孩子们会喜欢上这套书的。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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