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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航行得很远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梅子涵
 

亲爱的孩子们
　　这是一套专门为你们出版的书。每一本都特别优秀。它们都是人
类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写的。流传了很多年。让全世界的孩子们快乐
了，感动了，长大以后回味着继续快乐和感动了很多年的书。这样的
书，每写出一本，人类的惊异就会持续很久；这样的书，每诞生一
本，人类的自豪就增添得更多。它们是不同的国家的人写作出来的，
不同国家的人又把它们译成了自己可以阅读的文字，他们在做着这一
件事情的时候，都兴奋得有点慌慌忙忙，就好像不赶快，自己的生活
就不符合美好的规定，自己国家的孩子，就缺掉了世界规定的幸福。
谁也不想在这一件事情上慢慢腾腾的，被童年怪罪，让你们不高兴
了！
　　童年多阅读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学书，这是种植童话。你听说过种
植童话吗？就是把非常奇异的想像力、非常美妙的心愿、非常善意的
爱惜……搁入自己的脑里，搁进思维和精神。它们不像一棵树成长是让
你看见的，可是只要你成长了，它们也就附入了你的生命，是一大片
的绿阴，鸟儿站在枝上是快乐和歌唱，阳光洒下，就总有灿烂和灵
感。
　　属于童年的文学的书籍，是和童年的教科书一样，都应该被搁放
在童年肩膀的书包里的。很重量的知识，很轻盈的故事，书包的意思
就变得完整也讨人喜欢了。原来，书包里应该放些什么书，既要哪一
种，可是又不能缺少哪一种，都是有个艺术的！
　　那么，你现在是否知道了，它的艺术？

什么书是不能缺的？
 

亲爱的成年人
　　我想说，这一些书其实也是你们应该知道和阅读的。每一本都特
别优秀，可是我们很多的成年人阅读过几本呢，还是几乎每一本都陌
生？我们的童年的确有过很丰富的玩耍，但是我们如果非要说也有很



丰富的儿童文学阅读，那么我们说的就不是真实的情景了：尤其是这
些儿童文学的世界名著。
　　儿童文学也是有世界名著的。它们放在文学的架子上，和那些通
常意义上的文学名著没有水准的区别。区别的是儿童文学的更有天真
和梦幻，最简单地把深刻说完，最幽默地讨论了哲学，艰辛啦、危难
啦，乃至生命的告终，都会得诗意也好玩，不让你望而生畏，不让你
觉得是高山和阻碍。
　　阅读儿童文学是会让人乐观和浪漫的。
　　让你处在最简单的人性模样里，很单纯地喜悦，很单纯地泪流。
　　一个成年人，想让自己很单纯是困难了。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还
是要那样说。心里想很干净很透明，可是很容易又混浊起来。
　　但是你阅读了这样的文学，知道了它们，你便知道了，让童年来
阅读有多么好。
　　你就会得把它们安排给童年！
　　童年的阅读，总是依靠了成年人的理解、关怀、计划……成年人那
个群体和权力的热情、鼓励、行动，成年人在一个家庭中的亲近、落
实和直接购买。
　　成年人不亲近儿童文学，没有欣赏和热情，不把完整的设计放进
童年的规划，不知道哪些篇目是合适的，又有哪一些杰作在接连诞
生、被人类引以自豪，童年的阅读就总是缺少！
　　童年的哪一件事情不首先是成年人的事情！
　　成年人的童年缺少阅读，没有记忆，那么当你是成年人了，有人
对你说些这样的话，算是规劝，也算是引导，你不要吃惊，也不要责
备！我也是一个童年缺少儿童文学阅读的成年人，因为成年后反倒阅
读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在它们的经典里兴奋和回味，有些明白了，越
来越明白，所以现在会这样规劝别人、引导别人，热情洋溢！我们实
际上是在互相转告。
　　一个现代的社会和城市，因为有了这热情的互相转告和纷纷的行
动、纷纷的规划，我们所渴望的气息就有些出现了，我们接着还能看
见更多的精彩童年的生命情形，看见一个民族未来的优雅和诗意，看
见集体的幽默和明朗，看见天空的干净、河流的干净……
　　我们完全可以多想像一下我们愿意看见什么。
　　多想像一下童年阅读优秀儿童文学的意义！
　　不会过头。
 

亲爱的翻译家们



亲爱的出版社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对童年的关怀！
　　谢谢你们的劳动和规划！
　　谢谢你们能够持续地把这一套儿童文学译丛做得有些浩浩荡荡！
　　双桅船航行得很远！
 
 
序言



　　儿童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十生导师曹文轩
 
　　多少年前，在山东烟台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个观
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前几年，我将这个观念
修正了一下，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
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
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
　　换一种说法：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
　　这套“双桅船经典童书”，选择的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对于少
年儿童来说，它们无疑是精神的大餐。这些书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可以
为人类提供良好人性基础的书。这些书，是书中之书。我曾称这样的
书为王书。
　　我们现在先来说一说这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都到底有哪些基本
面——
　　
道义感。
　　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
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
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
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
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痕迹。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
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苍茫与灰暗之中，
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
中。
　　文学要有道义感，儿童文学更要有道义感。
　　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
性之中有大量恶劣成分。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程度越来越高的文
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
中，必须讲道义。这个概念的生成，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若干
世纪过去了，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变化与演进，但它却也慢
慢地沉淀下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无私、正直、同情弱小、扶危



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
仁爱之心……这些道义的旗帜性内涵，与其他精神形式（如哲学、伦理
学等）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
　　
情调。
　　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
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
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
间，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
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
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
从而使苍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
　　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而情调的培养，应始于儿童。
　　情调应该属于审美范畴。
　　我的看法是一贯的，在我的意识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认为关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
想都可能变为常识，但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然
而，在现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美”成了一个
非常矫情的字眼。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我横竖想不通：人们到底是怎么了？对美居然回避与诋毁，出于
何种心态？难道文学在提携一个民族的趣味、格调方面，真是无所作
为、没有一点义务与责任吗？
　　成人文学那里，我们就别去管它了，由它去吧。儿童文学这一
块，我们还是要讲一讲的。不打这个底子不行。没有这个底子，人性
是会很糟的。
　　美育的空缺，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这一失误后患无穷。蔡
元培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
提出五育（德育、智育、体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并举的思想，其
中就有美育。但美育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几乎被否定掉了。后来
仅仅是作为中小学的方针而不是作为全国的教育方针被肯定下来。再
后来，对美育的理解日趋狭窄，到了最后，仅仅将它与美术、音乐等
同了起来。在蔡元培看来，五育为一个优质人性培养的完美系统，德
育、智育、体育为下半截，世界观、美育为上半截。然而，这上半截
被腰斩了。中国的教育系统成了一个残缺的系统。
　　



情感教育。
　　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
形态的文学做了多少世纪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动的文章。而这个文
章，在现代形态的文学崛起之后，却不再做了。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
以让我们感动，就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
　　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
许多。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激情、热情、同情一
　　甚至是在这种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所谓的“新新人
类”）都已受到人类学家们的普遍担忧。而担忧的理由之一就是同情心
的淡漠（他们还谈不上有什么悲悯情怀）。我们已看到，今天的孩
子，似乎已没有多少实施这种高尚行为的冲动了。
　　种种迹象显示，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进程。人类今
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感
的弱化就是突出的一例。
　　我们如此断言过：文学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
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
素：悲悯情怀。
　　若从上面所说到的这三个基本面来考量，这些选在“双桅船经典童
书”中的作品是最理想的范本。它们在三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这种
平衡也是人的平衡，人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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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听梅太太讲小人

　　关于他们，是梅太太第一个告诉我的。不对，她告诉的不是我。
那怎么会是我呢——那是个又野、又邋遢、又任性的小女孩，用生气
的眼睛看人，据说还嘎吱嘎吱地咬牙。凯特，应该叫她这个名字。
对，就是这个女孩——凯特。反正叫她什么名字也没有多大关系：她
就这样跑到故事里来了。
　　在伦敦，梅太太在凯特的爸爸和妈妈的房子里住着两个房间，我
想她是他们的一位亲戚吧。她的卧室在二楼，她的起居室在叫做“早餐
室”的房间。早晨当阳光射在烤面包和果酱上时，早餐室是很不错的，
但到下午光线暗了，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暗淡银光，就有一种忧
郁的气氛，不过凯特是个孩子，她喜欢这种气氛。在吃下午茶点前，
她经常到梅太太的起居室里来，梅太太教她钩花边。
　　梅太太岁数大了，关节不灵活，她这个人——也不好说是古板，
但的确是说一不二。凯特和梅太太在一起时从不“撒野”，也不邋遢和
任性。除了钩织以外，梅太太还教她许多东西：怎样把毛线绕成蛋形
的球啦；怎样织补啦；怎样清理抽屉，并在东西上面盖一张薄纸挡住
灰尘啦。

“你为什么这样一声不响啊，孩子？”有一天凯特弯着腰，呆呆地坐
在垫子上时，梅太太问她说，“你怎么啦？你丢掉舌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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