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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维塔利·比安基，于1894年诞生在一个养有许多鱼儿、鸟儿、乌龟、蜥蜴和
蛇的家庭里。
他父亲是俄国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当时在科学院动物博物馆工作。
　　他们的家，就在动物博物馆对面。
所以比安基小时候常常到那里去玩，去看那些罩在玻璃里的动物标本。
　　当比安基长成一个少年的时候，他父亲出去打猎，就经常带着他，告诉他所遇到的每一株小草、
每一只飞禽走兽的名字，教他根据飞行时的模样来识别乌儿，根据脚印来识别野兽。
更重要的是，他父亲教会了他记录下大自然全部的观察印象。
　　每年夏天，比安基全家人都到郊外、乡村或者海边去住。
他们在那里钓鱼、捕鸟，在森林里散步，喂小鸟、野兔、刺猬、松鼠、鹿。
这些生活，都给比安基打下了很好的观察大自然和描写大自然的基础。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打猎了。
他成年后，开始在乌拉尔和阿尔泰山区一带旅行，沿途详细记下了他所看到、听到和遇到的一切。
到27岁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日记。
　　他常常回忆起童年时代在动物博物馆里玩时的心情。
这边是两只小棕熊，扭在一起打着玩，它们的大哥哥蹲在一旁看着它们。
熊妈妈躺在山坡上打瞌睡。
那边是两只老虎，一只在岩石上，一只在岩石下，龇牙咧嘴，好像马上要彼此扑上去了⋯⋯这边是一
只老鹰，一动也不动地悬在半空中。
那边是一只刚从窠里飞出来的野鸭妈妈，窠里还有蛋。
　　它们全罩在大玻璃罩里，都是标本。
可是，那时比安基可不相信它们是死的。
他想，那一定是被一个魔术家给“定”住了。
只要学会叫它们苏醒过来的咒语，一念，它们就会活过来。
　　当27岁的比安基想起这些时，他决心要当个作家，用艺术的语言，让那些奇妙、美丽而又珍贵的
动物，永远地活现在他的书里！
　　于是比安基开始创作，写科学童话、科学故事、打猎故事⋯⋯　　他的童话、故事和小说，在少
年读者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幅活生生的自然图景。
他善于在最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所看不见的新鲜事物。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森林里，随身带着猎枪、望远镜和笔记本，走遍了一座又一座森林。
他在作品里教少年读者们睁开眼睛，学会看周围的大自然，教少年读者们观察、比较和思索，做一个
好的追踪者和优秀的自然研究者。
他教少年读者们揭穿森林的秘密、猜破飞禽走兽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谜。
只有非常熟悉大自然的人，才会管理大自然，使自然财富为祖国服务。
　　比安基从事创作30多年。
《森林报》是他主编的代表作之一，初版出版于1927年，至1961年已再版10次，每次都增加了一些新
的专栏。
　　亲爱的少年读者们，你们长大了都是我们祖国的森林、田地、河流、湖泊的主人，你们必须熟悉
它们，才能成为大自然的好主人。
希望你们阅读比安基的作品时，学习他细心观察和研究大自然的精神。
　　1959年，比安基因脑溢血逝世。
在逝世前，他患了多年的半身不遂症，在病中仍坚持写作，还特地为我们中国的小朋友写了不少东西
。
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和科普作家，而且是我们中国读者的好朋友。
我们将永久地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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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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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报纸上，尽刊登人的消息，人的事情。
可是，孩子们也很喜欢知道飞禽走兽和昆虫是怎样生活的。
    森林里新闻并不比城市里少。
森林里也在进行着工作，也有愉快的节日和可悲的事件。
森林里有森林里的英雄和强盗。
可是，这些事情，城市报纸很少报道，所以谁也不知道这类林中新闻。
    比方说，有谁看见过，严寒的冬季里，没有翅膀的小蚊虫从土里钻出来，光着脚丫在雪地上乱跑？
你在什么报上能看到关于“林中大汉”麇鹿打群架、候鸟大搬家和秧鸡徒步走过整个欧洲的令人发笑
的旅行消息？
    所有这些新闻，在《森林报》上都可以看到。
    这部名著是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维·比安基的代表作。
著者以其擅长描写动植物生活的艺术才能，用轻快的笔调、采用报刊形式，按春、夏、秋、冬四季12
个月，有层次、有类别地报道森林中的新闻，森林中愉快的节日和可悲的事件，森林中的英雄和强盗
，将动植物的生活表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著者还告诉了孩子们应如何去观察大自然，如何去比较、思考和研究大自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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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维·比安基（1894-1959），著名儿童科普作家和儿童文学家维·比安基正是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
，为孩子们创作了《森林报》和《少年哥伦布》。
　　1894年，维·比安基出生在一个养着许多飞禽走兽的家庭里。
他父亲是俄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他从小喜欢到科学院动物博物馆去看标本。
跟随父亲上山打猎，跟家人到郊外、乡村或海边去住。
在那里，父亲教会他怎样根据飞行的模样识别鸟儿，根据脚印识别野兽⋯⋯更重要的是教会他怎样观
察、积累和记录大自然的全部印象。
比安基27岁时已记下一大堆日记，他决心要用艺术的语言，让那些奇妙、美丽、珍奇的小动物永远活
在他的书里。
　　比安基从事创作30多年，他以其擅长描写动植物生活的艺术才能、轻快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进行创作。
《森林报》是他的代表作。
这部书自1927年出版后，连续再版，深受少年朋友的喜爱。
1959年，比安基因脑溢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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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  银路初现月(冬季第一月)一年——分作12个月的太阳诗篇冬天的书林中大事记集体农庄生活集
体农庄新闻城市新闻国外消息打猎东南西北打靶场：第十次竞赛广告：“神眼”称号竞赛No.11  饥饿
难敖月(冬季第二月)一年——分作12个月的太阳诗篇林中大事记城市新闻打猎打靶场：第十一次竞赛
广告：“神眼”称号竞赛No.12  忍受残冬月(冬季第三月)一年——分作12个月的太阳诗篇熬得过吗城
市新闻打猎打靶场：第十二次竞赛最后一分钟接到的急电打靶场答案“神眼”竞赛答案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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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雪里的吃奶娃娃　　田野里还有积雪，可是兔妈妈已经生下了小兔儿。
　　小兔儿一生下就睁开了眼睛，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
它们一出世就会跑，它们吃饱了奶就跑开去，躲在灌木丛里和草墩下面，老老实实躺在那儿。
兔妈妈跑得不知去向了。
它们不叫唤，也不淘气。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兔妈妈在田野里到处跳跳蹦蹦，早把它们给忘了。
可是它们仍旧躺在那儿。
它们可不能瞎跑呀！
一瞎跑，就会被老鹰看见，或者被狐狸发现脚印。
　　瞧，好容易兔妈妈打旁边跑过去了。
不对，这不是它们的妈妈——是一位不认得的兔姨妈。
小兔儿跑到它跟前去要求：喂喂我们吧！
行呀，请吃吧！
兔姨妈把它们喂饱了，又向前跑去。
　　小兔儿又回到灌木丛里去躺着。
这时候，它们的妈妈正在什么地方喂别家的小兔儿呢。
　　原来兔妈妈们有这么一种规矩：它们认为所有的兔孩子，都是它们大家的孩子。
不论兔妈妈在哪儿遇到一窝小兔儿，它都给它们奶吃。
它才不管这窝小兔儿是自己生的，还是别的兔妈妈生的呢！
　　你们以为小兔儿没有大兔儿照顾，日子就过不好吗？
才不是呢！
它们身上穿着皮大衣，暖暖和和的。
兔妈妈们的奶又浓又甜，小兔儿吃一顿，就可以饱上好几天。
　　到第八九天，小兔儿就开始吃草了。
　　头一批花　　头一批花出现了。
不过，不要在地面上找它们，地面还被雪盖着呢。
森林里，只在边缘一带有水淙淙地流着，沟渠里的水满到了边沿。
喏，就在这儿，在这褐色的春水上面，光秃秃的榛子树枝上，开出了头一批花。
　　一根根富于弹力的灰色小尾巴，从树枝上垂下来；人们把它们叫做葇荑花序，其实它们并不像菜
荑花序。
你把这种小尾巴摇一下，就会有许多花粉从它里面飘落下来。
　　奇怪的是，就在这几根榛子树枝上，还有别样的花。
这种花，有的两朵、有的三朵生在一起，很容易被人当做蓓蕾。
只是在每个“蓓蕾”的尖上，伸出一对又像线，又像小舌头的鲜红色小东西。
原来这是雌花的柱头，它们接受从别的榛子树枝上随风飘来的花粉。
　　风，自由自在地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游荡，没有树叶，没有东西阻挡它去摇晃那些葇荑花序式的小
尾巴，或接住花粉。
　　榛子花要凋谢的，蓁荑花式的小尾巴要脱落的，那些蓓蕾般的奇妙小花上的红线要干枯的；那时
，每一朵这样的小花，都会变成一颗榛子。
　　一尼．巴甫洛娃　　春天的计策　　在森林里，猛兽常常袭击和善的动物，不管在哪儿，一看见
它们，立刻就把它们捉住。
　　冬天，白兔子、白山鹑在白雪地上，你不大容易很快地发现它们。
可是现在雪正在融化，好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地面。
狼呀，狐狸呀，鹞鹰呀，猫头鹰呀，甚至像白鼬和伶鼬这类小食肉兽，隔得老远都能看见化了雪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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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土地上的白兽皮、白羽毛。
　　所以，白兔子、白LLI鹑什么的，就使起计策来了：它们开始脱毛，改变成别的颜色。
白兔子变得浑身上下一色灰；白山鹑掉了许多白羽毛，在原来是白羽毛的地方，长出了褐色和红褐色
带黑条纹的新羽毛。
现在不大容易发现兔子和山鹑了，因为它们改装了。
　　有些袭击小动物的食肉兽，也只好改装了。
冬天，伶鼬浑身雪白；白鼬也是这样，只有尾巴尖儿是黑的。
那时，它们能够很方便地在雪地上偷偷爬到和善的小动物跟前去：白毛皮在雪地上不容易被发现，可
是现在呢，它俩都换毛了，变成了灰色的。
伶鼬全身都是灰；白鼬也变成了灰色的，只是尾巴尖儿还跟原先一样，是黑的。
不过，衣服上有个黑点儿，不论冬夏都不碍事儿——雪地上不是也有黑斑、黑点儿吗？
那是垃圾和小枯枝什么的。
在土地和草地上，这种黑斑点儿更有的是了。
　　冬客准备上路　　在我们列宁格勒省各处行车的道路上，可以看见一群群的小白鸟，它们很像鸦
鸟。
这是在我们这儿过冬的客人——雪鸦、铁爪鸦。
　　它们的故乡在北冰洋沿岸和岛屿上的冻土带。
在那些地方，还要过许多日子，泥土才能开冻呢！
　　雪崩　　森林里可怕的雪崩开始了。
　　在一棵大云杉的枝桠上，松鼠正在暖和和的窠里睡觉。
　　忽然，沉甸甸的一团雪从树梢头塌落下来，不偏不倚，恰好掉在窠顶上。
松鼠蹿了出来，可是它那些软弱无力的初生小松鼠，还留在窠里呢！
　　松鼠马上把雪扒开。
幸亏雪只压住粗树枝搭的窠顶。
罩面那只铺着又软又暖的苔藓的圆窠，并没有压坏。
窠里的小松鼠，甚至还没有醒呢！
它们还小得很——跟小老鼠一样大，又瞎又聋，浑身光溜溜没有毛。
　　潮湿的住宅　　雪在不断地融化。
住在森林“地窖”里的动物，日子可不好过啦！
鼹鼠、野鼠、田鼠、狐狸，还有其他住在地洞里的大大小小的野兽，现在都觉得洞里潮湿得难受。
等到所有的雪都化成水。
它们可怎么办呢？
　　奇怪的茸毛　　沼泽地上的雪融化了，草墩和草墩之间尽是水。
在草墩下面，有些银白色的小穗儿，在光滑的绿茎上摇曳着。
难道说这是去年秋天没来得及飞掉的种子吗？
难道说它们在雪底下过了一个冬天？
不见得——它们太干净，太新鲜了，怎么也不能叫人相信是去年留下来的。
　　你把这种小穗儿采下来，把茸毛拨开来一看，这个谜就破了。
原来这是花呀！
在丝一般的白茸毛当中，露出黄澄澄的雄蕊和细线般的柱头。
　　羊胡子草就像这样开花，花上的茸毛是用来给花保温的，因为那时夜里还很冷呢！
　　尼·巴甫洛娃　　在四季常绿的森林里　　四季常绿的植物，不光是在热带或者地中海沿岸才可
以看到。
在我们北方，也有夹杂着常绿小灌木的常绿森林。
现在，在新年的头一个月里，到这种森林里去走走，既看不见褐色的烂叶子，也看不见讨厌的枯草，
你会感到特别愉快。
　　绿里透灰的毛莲蓬小松树，老远就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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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在这些小树之间待一会儿，该有多么快乐呀！
这儿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有柔软的绿色青苔；有叶子亮闪闪的越橘；还有石南，优雅的石南的细枝
上，长满了小得出奇的小叶子，像盖着一片片瓦似的，枝上还残留着去年开的淡紫色小花呢！
　　在沼泽地的边缘上，还可以看到一种常绿的灌木——蜂斗叶。
它的暗绿色叶子，边儿向上卷起，叶子背面仿佛刷了一层白粉似的。
不过，如果现在有谁站在这小灌木跟前。
他不会老是盯着叶子仔细瞧，因为他会看见一件更有趣的东西——花！
瑰丽的粉红色钟状花，跟越橘花很像。
在这么早的季节，在树林里找到花，才真是叫人喜出望外呢！
你采它一束带回家，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从野外采来的，准说是从暖房里拿来的。
　　因为在早春时节，人们很少到常绿树林里去散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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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寻找散落的珍珠——丛书缘起 （艾斯苔尔 ·2007年10月 ）　　喜欢逛书店的人想必都知道，新书
的更新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新华书店，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出版了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上的书，大部分的书在不到三年的时
间里，就消失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好的书，就越难再版。
　　2004年的时候，我遇见了我先生，一个喜欢淘旧书的家伙。
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就像找到所罗门宝藏一样，惊喜的发现，原来过去，曾经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宝贝
！
　　喜欢小飞人卡尔松或者长袜子皮皮吗？
告诉你，早在20年前我们国家就出过一整套林格伦的作品，而且全部采用原版插图，这些书比后来的
版本漂亮得多，直到现在都是旧书市场上的抢手货；或者，你喜欢的是铁木儿和小无知？
那你有没有见过1959年出版的2卷本《盖达尔选集》？
至于诺索夫的书，各种版本加起来，足足有十几本呢；再或者，你是个图画书的粉丝？
那下面这套书一定能馋死你，“国际安徒生大奖图画书书系”，28本书包括来自世界各个国家顶级的
作家画家的作品，美不胜收，当然这书现在找不到，它也已经出版快20年了。
　　让这些曾经美好的书再次焕发出光彩，这，就是我们这套书系诞生的理由。
　　“名家名译，原版再现”，在过去几十年间无数的儿童出版物中，我们挑选出那些散落的、有些
甚至是被遗忘了的珍珠，让它们再次以最美好的形式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至于选择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名家和名译，都只是招牌，但在这个招牌之下选择的这些书，都满
足两个条件：它们都是非常好的书，它们都非常难买到。
因为这两点，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这套书，绝不只是满足那些骨灰级的书痴，更重要的，它对于孩
子、对于家长，都绝对称得上是难得的惊喜和福音。
　　现在摆在你手里的《森林报》，是这套名家名译的第一种，儿童科普作家比安基的名著，它用报
纸的形式，给孩子们讲述了大自然的四季变化，无论形式和语言，对孩子们来说都特别亲近。
需要声明的是，这本书的选本在书店里其实不难找到，但上一个全译本的出版，距离现在已将近10年
。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一本以森林、动物、植物为主题的科普文学作品，没有插图是没法想像的——
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森林报》不同版本，都没有多少插图。
我们现在据以重新编辑制作的是60年代引进的4卷本，这个版本完全复制了原版的所有插图，精美绝伦
，更为难得的是，即使是译者王汶女士，自己手里也已经没有这个版本了。
　　《森林报》是几十年来影响巨大的科普名著，它的好处是不需要再介绍的。
有必要强调一下的倒是这套书的翻译，它出自老翻译家王汶之手，除了这套《森林报》，她翻译的另
一位科普作家伊林的系列作品也是脍炙人口。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王汶的翻译似乎不是那么口语化，那么简单，倒是更富于音韵之美，典雅之美。
选用王汶先生的这个译本，也是因为我们一贯的主张：孩子们不但能够理解语言的美丽，而且他们需
要语言的美丽。
事实上，一些快餐式的语言文字频频出现于儿童书当中，已经构成了一种对孩子的语言污染。
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王汶先生这样的文字，能够唤回孩子们对方块字的惊喜与热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的丛书叫做“名家名译”，但我们真的不希望只是把眼光局限于那
些引进版的作品上面，原创童书是我们心中更大的一颗珍珠。
不要妄自菲薄，或许在那么多抄袭和苍白的想象力文字以及那么多拙劣的电脑卡通画之后，很多人已
经对我们自己的原创失去了信心。
但是，翻翻老书堆吧，你会找到许多闪闪发光的原创珍宝。
比如我正在读的一本黑龙江民间故事集《五大莲池的传说》，纯粹口语化的鲜活语言活灵活现，令人
叫绝；而田原创作的绘本《好乖乖》，诗歌的语言，配上意境深远的儿童水墨画，美得让人叹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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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最喜欢的马得先生，他的《捉蛐蛐》、《东郭先生》，古老的故事，传统的画法，来自戏曲的人
物形象，传递出的却是永恒的魅力⋯⋯这些书，不仅仅是美好，更是从我们自己传统里孕育出来的珍
珠，在世界范围优秀的书籍里面，也绝对是熠熠生辉的宝贝。
　　我们真想把这些宝贝，都重新出版一遍，一个“名家名译”系列怎么够呢？
还应该有“原创图画书宝库”，“各族民间故事传说”，“各族民间孩童游戏歌曲”，我们希望，这
不仅仅只是希望⋯⋯　　不多说了。
我们知道，《森林报》、《名家名译》，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更多的珍珠，还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
　　小书房 艾斯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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