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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曹文轩作品中精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按主题编排成书并挑选一定篇幅内容诵读并制作成光盘
随书赠送。
主题内容包括面对灾难、悲悯同情、青涩时光、怡情审美、童心童趣、坚忍执着等。
这些内容是青少年、学校、父母们关心的领域，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朗读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日常行为。
　　这是口语化的时代，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
恶俗的口语，已成为时尚，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
　  优质的民族语言，当然包括口语。
  　口语的优质，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
而这其中，?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
        朗读着，朗读着，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
　  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
  　汉语的音乐性、汉语的特有声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
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从而
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
        朗读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智的末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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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红葫芦》、《甜橙树》等。
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
天瓢》、《大王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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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艾地　　1　　油麻地小学四周环水，很独立的样子。
　　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
再坚持不住，就会被挤到河里。
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很寒伧。
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学校与地方联合，想将秦大奶奶逐出这片土地，花费了十多年的工夫，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秦大奶奶坚决地认为，这片土地是属于她的。
　　也许，确实是属于她的。
　　秦大奶奶的丈夫是秦大。
他们夫妇俩，原先与这片土地并无关系。
他们是在一九四八年年初，才买下了这片土地的。
为买这片土地，这对夫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几十年里，他们没有白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日，没有炎热与寒冷。
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欲望：穿一件新袄遮挡风寒的欲望，吃一片西瓜解除暑渴的欲望，将自己放在
床上消解一下疲倦的欲望，煮一碗红烧肉润一润枯肠的欲望。
他们对痛苦变得麻木起来。
镰刀割破了手指，鲜血一路滴在草上，不知道疼；终年光着的脚板，在隆冬季节裂开鲜红的血口，不
知道疼；瓦砾硌着脚，不知道疼；鞭子打在脊梁上，不知道疼。
秦大在世时，这里人每当谈到他时，评价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个人太小气，一锥子扎不出血来。
”“跌到了，还要从地上抓一把泥。
”唯一使这对没有生养孩子的夫妇感到幸福的就是在夜深人静、四周流动着淡淡荒凉时，做着土地的
美梦：一片土地，一片风水好的土地，在春风里战战兢兢如孩子般可爱的麦苗，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
着光芒的金子一样的麦穗⋯⋯　　他们终于用几十年的心血换下了这片土地。
　　他们在这片土地的中央盖了一幢草房，从此，两双已经过早疲倦的眼睛，就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
片土地。
这年春天，天气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暖和得早，才是二月，风已是暖洋洋的，一地的麦子，在和风里一
日一日地绿着，没过几天，就不见土壤了，而只剩下汪汪的一片绿。
站在草房门口，就像站在一片泛着微波的水面上。
然而，秦大并未等到收获的五月，就在田埂上永远地睡着了。
村里几个总是帮人家送丧的人，在将他放入棺材时说：“抬过这么多死人，还从没见过身子轻得这样
的人。
”　　秦大奶奶倒是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就在麦子飘香之时，土地却已不再属于个人。
　　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
而在选择校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环水的宝地。
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
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是不
肯离开这片土地。
　　地方政府是厚道的，事先给她在另处盖了房，并且还划给她一片小小的土地。
　　但秦大奶奶不要，她只要这片土地。
她蓬头垢面地坐在地上：“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里！
”　　十几只茅草船就那么很无奈地停在水中。
　　地方政府是耐心的，充分给她说理：“办学校，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大业。
”秦大奶奶双目紧闭：“我没有子孙！
”　　实在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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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又必须是在秋天建起来。
油麻地的人有点无可奈何了。
上头来人了，问学校怎还不动工。
这里人就老实报告。
上头的人说：“无法无天了！
把她赶出去！
”地方政府也看清楚了：非得这样不可！
　　这一天，几乎是全村的人都出动了。
他们割麦子的割麦子，上茅草的上茅草，拆房子的拆房子，测量的测量⋯⋯。
秦大奶奶则被几个民兵架着，拖走了。
秦大奶奶差点以死相拼，无奈那几个民兵身强力壮，使她根本无法以死相拼。
她只能一路嚎哭：“我要我的地呀！
我要我的地呀！
”她朝那些人吐着唾沫，并朝过路的人大叫：“救命呀！
救命呀！
”没有人理会她。
　　秦大奶奶被硬关到了那间为她新砌的屋里。
她在屋里乱撞门窗，泼口大骂。
几个民兵在门外说：“你再闹，就把你捆起来送走！
”丢下她，走了。
　　当秦大奶奶终于弄断窗棂，钻出屋子，跑回那片土地时，那幢房子早已不见踪影，满地的麦子也
都已收割一尽，茅草堆积如山，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地上已是一道道石灰洒成的白线以及无数的木
桩，甚至已经挖开了好几道墙基，一些汉子正在叫着号子打夯⋯⋯一切皆已面目全非。
　　她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一直坐到天黑，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告状。
她告到乡里，又告到区里，再告到县里，然后又回过头来告到乡里、区里、县里⋯⋯。
眼见着头发一根一根地白了，眼见着背一点一点地驼了。
跟她讲理，她又听不进去，只顾说她的理。
拍桌子吓唬她，她干脆赖到你脚下：“你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抓起来扔进大牢里！
”　　油麻地的事，当然只能按油麻地人的意志去做。
油麻地小学早盖好了，并且是方圆十几里地最漂亮的一所学校。
每天早晨，孩子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唱着跳着，高高兴兴地来上学。
高高的旗杆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总是在太阳光刚照亮这块土地的时候升起来，然后迎风飘扬，造出
一番迷人的风采。
油麻地的人，听到了草房子里的琅琅的读书声。
他们从未听过这种清纯的充满活力的众声齐读。
这时，若有船路过这里，就会放慢行驶的速度。
声音传播到田野上，使油麻地的人，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兴奋，其间，很可能会有一个人一边使
劲挥舞锄头，一边扯开沙哑的候咙，大声吼唱起来。
　　秦大奶奶在告状之余，也会来到校门口。
她对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反复地絮叨：“这块地是我的！
”　　孩子们只是朝她笑笑。
其中一些，似乎觉得她很怪，有点害怕，见了她那副怨恨的目光，就赶紧走进校园里。
　　教员们还许多次在深夜时看到了秦大奶奶，她像幽灵一样，在校园里到处走动。
　　各级政府时常被她打扰，实在太烦，可又拿她没有办法，只好在她作出让步和作出种种保证之后
，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在油麻地小学的一角，给她盖一间小小的草房，并给她保留一片小小的土地
。
　　2　　桑桑一家随着父亲来到油麻地小学时，秦大奶奶在西北角上的小屋里，已生活了好几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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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了。
　　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
这时，桑桑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
他的眼前是一片艾。
艾前后左右地包围了小屋。
当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
艾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面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
灰白色。
因此，当艾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
艾虽然长不很高，但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
间，总是适当地保持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却又不过于疏远。
　　桑桑穿过艾地间一条小道，走到了小屋门口。
小屋里几乎没有光线，桑桑的眼睛很吃力地朝里张望，想看清楚里面有没有人、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他隐约看见了一个询楼着身体的老婆婆和一些十分简朴的家具。
　　桑桑想：就她一个人吗？
他回头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就有了一种孤独感。
于是，他就很想见到那个老婆婆。
　　秦大奶奶似乎感到了门口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就转过身来，走到了门口。
　　当时太阳正明亮地高悬在天上。
秦大奶奶出现于阳光下时，给桑桑留下了即使他长大之后都可能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身材高高的，
十分匀称，只是背已驼了。
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只有粽子大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绣了淡金色小花的黑布鞋，裤脚用蓝布条十
分仔细地包裹着，拄着拐棍，一头银发，在风里微微飘动。
　　十分奇怪，桑桑好像认识她似的叫了一声：‘奶奶”　　秦大奶奶望着桑桑，仿佛桑桑并不是在
叫她。
这里的孩子，从来也不叫她奶奶，都叫她“老太婆”，最多叫她“秦大奶奶”。
她伸出手去抚摸了一下桑桑的脑袋。
她似乎从未有过这样亲昵的动作。
她问：“你是谁?”　　“我是桑桑。
”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刚来的。
”　　“你家住哪儿?”　　“和你一样，也住在这个校园里?”　　秦大奶奶一副疑惑的样子。
　　桑桑说：“我爸刚调到这儿。
是这儿的校长。
”　　“噢。
”秦大奶奶点了点头，“新来了个校长。
”　　桑桑用手摸摸身旁的艾。
　　秦大奶奶说：“认识吗?这是艾。
”　　“干吗长这么多艾?”　　“艾干净。
艾有药味。
夏天，这儿没有蚊子，也没有苍蝇。
”　　“你应该长庄稼呀。
”　　“长庄稼?长什么庄稼?”　　“长麦子呀什么的。
”　　“长麦子做什么?原先，这儿全是麦地，那一年，多好的麦子，可是，没有轮到我割⋯⋯不长麦
子啦，永远不长麦子啦，就长艾，艾好。
”　　桑桑与秦大奶奶只是第一次见面，居然说了很多话。
说到后来，秦大奶奶的心思又被土地的巨大影子笼罩了，用拐棍指指划划，向桑桑不住地唠叨：“这
片地，都是我的地，多大的一片地呀，多好的一片地呀⋯⋯”　　桑桑和秦大奶奶说话，一直说到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哑巴的呼喊>>

亲在远处叫他，才离开小屋与艾地。
　　不久，桑桑从大人们的谈话里听出，在大人们的眼里，秦大奶奶是个很可恶的老婆子。
她明明看见学校的菜园边上就是一条路，却倚着自己老眼昏花，愣说没有路，拄着拐棍，横穿菜园，
一路把菜苗踩倒了许多。
秋天，一不留神，她就会把学校长的瓜或豆荚摘了去，自己吃也行呀，她不，将它们扔到大河里。
她还养了一群鸡鸭鹅，让它们在学校里乱窜，学校菜园只好拦了篱笆。
但即使拦了篱笆，这些刁钻的家伙也有可能钻进菜园里去把嫩苗或刚结出的果实啄了或吃了。
有一回，她丢了一只鸡，硬说是孩子们惊着它了，不知藏到哪片草丛里，被黄鼠狼吃了，和学校大闹
了一通，最后学校赔了她几块钱才算了事。
　　那天课间，桑桑拉着阿恕要去艾地，正在一旁玩耍的秃鹤说：“别去，秦大奶奶会用拐棍敲你脑
袋的。
”　　桑桑不信，独自一人走过去。
　　一年级的几个小女孩，正藏在艾丛里，朝小屋里偷偷地看。
见秦大奶奶拄着拐棍走过来了，吓得一个个像兔子一样从艾地里逃窜出来，尖叫着跑散了。
　　秦大奶奶看了看被踩趴下的艾，用拐棍笃笃地戳着地。
　　但桑桑不怕，却朝秦大奶奶走过去。
当桑桑叫了一声‘奶奶”，跟秦大奶奶要了一根艾再走回来时，那几个小女孩就很佩服，觉得他真勇
敢。
桑桑很纳闷：有什么好怕的呢?　　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
那天，他视察他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得别扭。
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
学毫无关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
他看着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类。
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
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你好。
”桑乔说。
　　秦大奶奶看了看桑乔，居然没有回答。
　　桑乔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就觉得油麻地西北角有一块好端端的地被人占领了。
他的油麻地小学是不完整的。
他有了一种深刻的残缺惑。
　　秦大奶奶说：“你这个人是谁?东张西望的不像个好人！
”　　桑乔觉得这个老婆子太无理，便板着面孔说：“我叫桑乔。
”　　“不认识。
”　　“我是校长。
”　　秦大奶奶站了起来：“你想撵我走吗?”　　“我没有说要撵你走。
”　　“这块地，这一片地都是我的！
”　　桑乔心里只觉得好笑：都什么年头了，这土地还你呀他的呢！
他暂且没有理会她，离开了艾地。
可是，当他走到这块地的最南端时，他又回过头来向艾地这边看，越发觉得油麻地小学被人活活地瓜
分去了一块。
　　春天，桑乔发动全校师生，四处奔走，从谏树下采下了许多头年结下的果实。
他要育出谏树苗来，然后在校园里到处栽上。
谏树是这一带人最喜欢的树种。
春天，枝头会开出一片蓝得淡淡的细小的花。
若是一片林子，花正盛开时，远处看，就仿佛是一片淡蓝的云彩。
因为谏树性苦，所以不生任何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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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厕所若放了谏树叶，既煞了臭味，还不让粪里生蛆。
谏树不仅好看、干净，还是这一带人所最欣赏的木材。
桑乔查看了所有教室，发现许多课桌都正在坏损。
他想，几年以后，这些谏树就能成材。
那时油麻地小学就会有一批最好的课桌。
在考虑用哪一块地作苗圃时，桑乔想到了西北角上的艾地。
为了避免与秦大奶奶的冲突，他向原先一直就在油麻地小学任教的几位老师打听了当时在同意秦大奶
奶住在西北角上时到底许给了她多大面积的地。
他有一种直感，觉得当时不可能给她那么大的面积。
这些老师的介绍，完全证实了他的直感。
于是，他定了下来：将被秦大奶奶逐年多占的地辟作苗圃。
　　那天，辟苗圃时，桑乔本想与秦大奶奶打声招呼的，恰巧秦大奶奶一早抱了只老母鸡去镇上卖鸡
去了。
　　等了一会，也不见她回来，他就对师生们说：“不用等了，拔艾吧。
”　　多占地上的艾不一会工夫就被拔完，十几把铁锨不一会工夫就把土翻完，桑乔亲自动手撒了谏
树果，然后盖了一层肥一层土，再把水浇透，等秦大奶奶拄着拐棍一摇一摆地回来时，人早撤了，就
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苗圃。
　　秦大奶奶站在苗圃旁半天，然后用拐棍在苗圃上戳了十几个洞：“这是我的地！
这是我的地⋯⋯”　　没过多少天，谏树苗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在还带着凉意的风中，欢欢喜喜地
摇摆。
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了当年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
她就很想用她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她地上的辣树苗—她觉得那些树苗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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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作者亲选全集作品精华
，并增加十余篇是最新作品。
　　作者首套配音朗读、彩色手绘作品。
　　突出生命、情感、成长、情趣、哲思、崇德、尚美、精神等主题。
　　朗读是一种高雅的姿态，朗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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