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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童话世界

摆在亲爱的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有些年份了，它是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英国女作家安娜·休厄尔（1820～1878）的作品。这位才华横溢
的女作家只活了五十八岁，晚年长期卧病在床，但她生命不息，笔耕
不止，花了大约八年时间写了这部题为《黑骏马》的小说。小说的主
人公是一匹名为黑骊的骏马，通体黑亮，黑骊的传奇经历构成了小说
的题材。作品问世后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在西方可以说
是世代相传，享有盛名，是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英语儿童文学名
著。它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英语学习者的欢
迎。现在把它译成中文，我相信，它不仅会为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所喜
爱，而且也会成为小读者的父母和长辈们——我们亲爱的中青年乃至
老年读者朋友的所爱，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部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
好书。

这部书好，好就好在它突出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它的主
人公是黑骊，但笔墨所及，又远不止一匹黑骊，这里有黑骊的朋友生
姜、欢蹄、战马“队长”等，它们的经历和心理活动丰富了小说的内
涵。与此同时，小说又刻画了众多的驾驭马匹的人，这里有约翰·曼
利、詹姆斯·霍华德、乔·格林、杰瑞·巴克等，他们同所养的马和谐相
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并不需要使用暴力，甚至不用短缰绳、
马嚼子、眼罩之类就能使马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愉快胜任，甚至在危
急关头拯救主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暴风雨中黑骊拒绝过桥，因为
它的直觉告诉它，木桥中间已经折断，如果执意前行，将会招致车毁
和人马俱亡的严重后果。同这种和谐关系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那些虐
待马匹、不顾牲口死活的人们。他们无知、残暴，乃至把活的马当成
死的机械来使。黑骊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它的蹄掌脱落，喝醉了酒的
车夫却茫无所知，以致锋利的石头把马蹄硌得血肉模糊，摔倒后膝盖
和脚受了重伤，落下终生残疾。还有一次是石子扎进了它的前蹄，驭
马人毫无察觉，还责怪它是一匹瘸马，责怪它偷奸耍滑。驭马人约翰·
曼利说得好：“人应该珍视他们的动物，并与动物交朋友，可是他们连
一半都没有做到。”当小马夫乔·格林挺身而出干预虐待牲口的现象
时，约翰赞扬说：“对于残忍和压迫的行为，每个人看见了都有责任去
干涉。你做得对，孩子。”当然，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对待人与动物的



关系，更适用于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当詹姆斯问约翰：“你不同意那句
老话‘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时，约翰回答：“不，那是一句自
私、野蛮的老话，不管是谁说的。如果有人认为他只需要考虑自己的
利益，那他大概要像小猫小狗那样淹死了才会把眼睛睁开。”这话说得
何等好啊！我们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
系，难道不可以从这里得到某种启发吗？

这部书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水乳交融。
小说里描绘的是一个童话世界，这里的马都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心理活
动，相互之间能够对话，它们也能听懂人们的谈话，只是不能同人对
话而已，因而自称为“哑巴牲口”。于是我们从动物的视角看到了马的
经历和内心，看到了人的言行和品格。这里不仅有人的一般活动，甚
至有当时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那可真是花样繁多，热闹非凡。且看
作品主人公黑骊眼中的选举：“街上很拥挤，马车上漆着候选人的颜
色，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似乎完全不把人的生命和安全当回事儿。那
天我们看见有两个人被撞倒，其中一个是女人。那阵子马算是倒了大
霉，可怜的牲口！可是乘车的投票者根本不考虑这个。他们许多人都
喝得半醉，看到自己人就从马车的窗户里大呼小叫。这是我见过的第
一次选举，我再也不想见到第二次。”这里说的“漆着候选人的颜色”，
是指代表所属党派的颜色。于是我们从黑骊的耳中听到了杰瑞·巴克父
子对选举的议论，杰瑞说：“儿子，自由不是从颜色中来的，颜色只代
表党派，你从颜色里能得到的自由，只是花别人的钱买醉的自由，坐
一辆肮脏破烂的出租马车去投票的自由，咒骂跟你不同颜色的人、为
你一知半解的事情声嘶力竭叫嚷的自由——那就是你的自由。”这样的
描写对于被某些人吹得天花乱坠的西方选举可以说是刻画得入木三
分。在作者的笔下，社会的贫富悬殊同马匹的悲惨遭遇相互交织。于
是我们在马匹拍卖会上听到了作品主人公黑骊的内心独白：“贫穷和苦
日子似乎使有些人的心肠也变硬了，但也有些人我愿意用我最后一点
力气为他们效力，他们没有钱，衣衫褴褛，但是心地善良，有人性，
他们的声音一听就值得信赖。”这些富于社会内涵的描写读来一点也不
生硬，因为它们并非某种外加的说教，而是融化在小说中那整个属于
地地道道的童话世界里面的。

这部书好，好就好在它达到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生动活泼的语
言表现力的完美统一。小说描写的是马，是马的喜怒哀乐和马所饱尝
的人间的酸甜苦辣。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都是毫无对证的，尽可以专
靠想象，任意挥写，凭空编撰，信口胡诌，但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却不
是这样。她对马的生活和习性可以说是知之甚深，了如指掌，这没有



敏锐的观察和长期的积累是很难办到的。加之书中马的生活和习性又
是以人的活动和品格为背景表现出来的，因而没有对社会生活的亲身
体验和实际观察也是很难办到的。我们从书中一方面看到了作者纵横
驰骋的丰富的想象能力，一方面又看到了她一丝不苟的严谨的生活信
念和创作态度，这是值得称道的。作品的语言生动活泼，并无生僻晦
涩之弊，完全是经过提炼的富于生命力的口语。很多人借助本书来学
习英语，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从认真细致的体察中得来的生活材料，
通过活在人们嘴上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
——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坛上，特别是儿童文学领域里
青春永驻的奥秘所在。
 



第一章 我早先的家

记忆中我呆过的第一个地方，是一大片美丽宜人的牧场，中间有
一个清澈的池塘。池塘边绿树成荫，池塘那头长着灯芯草和睡莲。从
一边的篱笆望过去，是一片耕作过的土地，从另一边的篱笆望过去，
是主人家的大门，就位于路边。牧场顶上是一片冷杉树林，底部是一
条潺潺的小河，河岸陡峭。

小时候我不会吃草，就吃妈妈的奶。白天我在妈妈身边撒欢，晚
上跟妈妈偎依在一起。天热了，我们站在池塘边的树荫里，天冷了，
小树林边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小棚子。

我长大一点，会吃草了，妈妈就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回来。
牧场上除了我还有六匹小马驹，都比我大，有的都快赶上成熟的

大马了。我总是跟着他们跑来跑去，玩得很开心。我们经常一起绕着
场子一圈圈地跑，直跑得筋疲力尽。有时我们玩得很粗野，他们不光
会跑，还经常又咬又踢。

有一天，大家又在一起踢得厉害，妈妈嘶叫一声，把我唤到身
边，说：

“我希望你注意听我对你说的话。住在这里的这些小马驹都是好
马，但他们是干粗活的马，当然就没有什么教养。你呢，出身高贵，
血统纯正，你爸爸在当地很有名气，你爷爷在纽马克特赛马会上两次
夺冠，你奶奶的脾气是再温柔不过的，我想你也从没见过我踢人或咬
人吧。我希望你将来温和善良，永远不要学坏。干活时怀着善意的
心，奔跑时高高抬起蹄子，即使玩耍时也不要咬人或踢人。”

我始终没有忘记妈妈的劝告，我知道妈妈是一匹很有智慧的老
马，主人也很看重她。妈妈名叫女公爵，主人却经常唤她宝贝儿。

主人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他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对我们说
话非常亲切，就像对他自己的小孩子说话一样。我们都很喜欢他，妈
妈更是从心里爱他。妈妈一看见主人走到门口，就高兴地嘶鸣，快步
向他跑去。主人总是拍拍她、抚摸她，说，“嘿，老宝贝儿，你的小黑
子怎么样啊？”我是一匹深黑色的马，所以他管我叫“黑子”。然后他会
给我一片面包，好吃极了，有时他会给妈妈带一根胡萝卜。所有的马
都围到主人身边，但我认为他最喜欢我们。妈妈总是拉一辆轻便两轮
马车带主人到镇上赶集。



有个干活儿的小伙子叫狄克，有时到我们牧场来摘篱笆上的黑刺
莓浆果。他吃够了浆果，就捉弄小马驹取乐，朝他们扔石子儿，用棍
子捅他们，逼他们跑。我们对他倒不大在意，因为我们一下子就跑得
很远，但有时一颗石子儿会把我们砸伤。

一天他又在玩这套把戏，却不知道主人就在旁边的牧场上注视着
这一切。主人忽地一下越过篱笆，一把揪住狄克的胳膊，狠狠扇了他
一记耳光，狄克又惊又疼地号叫起来。我们看见主人来了，都跑过去
看个究竟。

“坏小子！”主人说，“坏小子！追马驹。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
二次，但必须是最后一次。给——拿上工钱回家吧。我不要你在我农
场上干活了。”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狄克。照料马匹的丹尼尔老汉也
和主人一样温和，所以我们过得很舒心。
 



第二章 打猎

两岁不到，发生了一件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早春时节，夜里降
了点霜，树林和草坪上笼罩着薄薄的雾气。我和别的小马驹在牧场低
处吃草，突然听见远处传来狗的叫声。年纪最大的马驹抬起头，竖起
耳朵，说，“有猎狗！”说完撒腿就跑，我们也跟着跑到牧场高处，那
里能越过篱笆看到那边的几个牧场。妈妈和另一匹主人骑乘的老马也
站在近旁，他们似乎很了解情况。

“他们发现了一只兔子，”妈妈说，“如果朝这边来，我们就能看到
打猎了。”

很快，那群猎狗就飞速跑过旁边青青的麦田。我从没听见过它们
的这种叫声，不是吠，不是吼，也不是尖叫，而是扯足嗓门“哟！哟，
噢，噢！哟！哟，噢，噢！”地叫个不停。它们后面跟着一伙骑马的
人，有几个穿着绿衣服，都在全力奔跑。那匹老马喷着鼻息，眼巴巴
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们小马驹很想跟着跑过去，可是他们很快就窜
到下面的田野去了。然后他们好像站住不动了，猎狗也不叫了，鼻子
贴着地面跑来跑去。

“他们闻不到气味了，”那匹老马说：“说不定兔子能逃脱呢。”
“什么兔子？”我说。
“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兔子。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树林里跑出来的

一只兔子。不管什么兔子，那些猎狗和人看见了就要去追！”过了一会
儿，猎狗又开始“哟！哟，噢，噢！”地叫起来，并以最快的速度朝牧
场这边奔来，奔向岸边的篱笆丛。

“这下我们能看见兔子了，”妈妈说。就在这时，一只兔子惊慌失
措地窜过，朝树林里跑去。猎狗追上来了，忽地一下跳过河岸，越过
小河，在田野上急速奔跑，猎人紧追其后。六个或八个骑马的男人一
跃而过。那只兔子想穿过栅栏，无奈栅栏太密，它又回转身直奔大
路，可是太晚了。猎狗们狂叫着向它扑去。我们听见一声尖叫，兔子
就丧了命。一个猎人骑马过去，挥鞭赶开了猎狗，不然猎狗肯定很快
就会把兔子撕成碎片的。猎人提着兔子血淋淋的腿把它举起来，那些
先生看上去都很开心。

我完全惊呆了，一开始没有看清小河那边发生的事，等我定睛一
看，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两匹好马摔倒了，一匹在水里挣扎，另一



匹在草地上呻吟。一位骑手从河里爬上来，满身泥浆，另一位骑手躺
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脖子摔断了，”妈妈说。
“那是他活该，”一匹小马驹说。
我也这样想，但妈妈不赞成。“不是的，”妈妈说，“千万别这么

说，我是一匹老马，见过不少事，也听过不少事，但我还是弄不懂男
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项运动。他们经常受伤，糟蹋好马，把地踩得一
塌糊涂，只为了一只兔子、一只狐狸或一头小鹿，其实用别的办法更
容易弄到它们。但是我们只是马，弄不清楚的。”

妈妈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许多骑手都奔向那个年
轻人，我的主人一直在注视事情的发展，此刻第一个冲过去扶起了
他。年轻人脑袋耷拉，手臂无力地垂着，这时候每个人的神色都很凝
重，四下里一片寂静，连狗也不叫了，它们似乎也知道出了事。人们
把年轻人抬到我主人家里，后来我听说他是戈登老爷的独生子——年
轻的乔治·戈登，一个相貌英俊的高个儿小伙子，是他们全家的骄傲。

人们分头骑马去找医生，找兽医，当然还有人去戈登老爷家报告
少爷出了意外。兽医邦德先生来了，他看着躺在草地上呻吟的那匹黑
马，把他全身摸了一遍，无奈地摇摇头：马的一条腿断了。几个人跑
到我主人家拿来一杆枪，“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惨叫之后，便没了声
音，黑马再也不动了。

妈妈似乎很难过，她说她认识那匹黑马很多年了，他名叫“罗布·
罗伊”，是一匹很好的马，没有一点坏心眼儿。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
到牧场的那个地方去了。

几天后，我们听见教堂的钟长时间地敲响，并看见大门外有一辆
长长的、很奇怪的黑色马车，上面蒙着黑布，由几匹黑马拉着，后面
还跟着一辆又一辆马车，全是黑的，而教堂的钟一直敲个不停。他们
把戈登少爷送到墓地埋葬。他再也不能骑马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处置罗布·罗伊的，而这一切都是那只小兔子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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