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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套荟萃了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的众多优秀少儿作品的精选书系，
共三个系列：一是少儿文学系列，二是少儿科普系列，三是少儿图本系列。
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的获奖作品中采撷出来的。
由中宣部组织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从1992年开始，已评选了10届，历
时16年。
每次评选中，少儿读物都是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们关注的重点。
入选的作品，本着让少儿读者爱看、读了受益的原则，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许多作
品发行量很大，许多艺术形象为孩子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让
人感动、让人爱不释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离不开阅读活动，需要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汲取
智慧、汲取营养。
为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在辛勤劳动。
收入这套书系的作品虽然只是他们无数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惜。
今天，我们征得图书作者和出版单位的同意，把这些优秀作品汇集起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朋友。
我们相信，优秀作品的生命力可以穿透时光的隧道，不断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力量，带来美的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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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家曹文轩在2005年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
        这是一个男孩与女孩的故事。
男孩叫青铜，女孩叫葵花。
一个特别的机缘，让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成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
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
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遥望女孩葵花所在的地方⋯⋯        作品写苦难——大苦难，将苦
难写到深刻之处；作品写美——大美，将美写到极致；作品写爱——至爱，将爱写得充满生机与情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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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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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小木船第二章 葵花田第三章 老槐树第四章 芦花鞋第五章 金茅草第六章 冰项链第七章 三月蝗
第八章 纸灯笼第九章 大草垛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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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木船1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臼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
，哗啦啦漫泻于天空。
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草是潮湿的，花是潮湿的，风车是潮湿的，房屋是潮湿的，牛是潮湿的，鸟是潮湿的⋯⋯世界万物都
还是潮湿的。
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不一会儿，从头到脚都潮湿了。
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潮湿后，薄薄地粘在头皮上，人显得更清瘦，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却
因为潮湿，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
一路的草，叶叶挂着水珠。
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
路很泥泞，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索性脱下，一手抓了一只，光着脚丫子，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
经过一棵枫树下，正有一阵轻风吹过，摇落许多水珠，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她一激灵，不禁缩起
脖子，然后仰起面孔，朝头上的枝叶望去，只见那叶子，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冼得一尘不染，油亮
亮的，让人心里很喜欢。
不远处的大河，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
她离开那棵枫树，向河边跑去。
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予。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
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
苍苍茫茫，无边无际。
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
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
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的空阔，它的心更加的孤寂。
人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
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动，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
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
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许多人。
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是城里人。
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
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
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
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
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
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
里。
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
白天干活，夜晚开会。
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
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不久，大麦地的人对它就有了称呼：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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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就“干校干校”地叫着：“你们家那群鸭子，游到干校那边了。
”“你家的牛，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被人家扣了。
”“干校鱼塘里的鱼，已长到斤把重了。
”“今晚上，干校放电影。
”⋯⋯那时，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有好几所干校。
那些人，都来自于一些大城市。
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
也不全都是干部，还有作家、艺术家。
他们主要是劳动。
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为什么要有干校，一知半解。
他们不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
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
干校的人，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孩子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或跟
着这些人。
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
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就招招手，让他们过来。
胆大的就走出来，走上前去。
干校的人，就会伸出手，抚摸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
有时，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
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有很好看的糖纸。
孩子们吃完糖，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抹平了，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
干校的人，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蔬菜或是成鸭蛋什么的。
大麦地的人，也去河那边转转，看看那边的人在繁殖鱼苗。
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鱼。
大麦地人不缺鱼。
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
他们也不会繁殖。
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却会繁殖鱼苗。
他们给鱼打针，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在水池里撒欢一般闹腾。
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
等它们安静下来了，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
那雌鱼已一肚子籽，肚皮圆鼓鼓的。
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
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觉得捋得很舒服，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
捋出的籽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
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
过了几天，那亮晶晶的黑点，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小小的鱼苗。
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
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
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
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葵花。
2这是一个乡下女孩的名字。
大麦地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一个城里的女孩，怎么起了一个乡下女孩才会起的名字？
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
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
这个女孩没有妈妈。
她妈妈两年前得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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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要到干校，只好将她带在身边，一同从城市来到大麦地。
除了爸爸，她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孤儿。
爸爸无论走到哪，都得将她带在身边。
葵花还小，她不会去想像未来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与对岸的大麦地又会发生什么联系。
刚来的那些日子，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好大一个芦苇荡啊！
好像全部世界就是一个芦苇荡。
她个子矮，看不到远处，就张开双臂，要求爸爸将她抱起来。
爸爸弯腰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看看，有边吗？
”一眼望不到边。
那是初夏，芦苇已经长出长剑一般的叶子，满眼的绿。
爸爸曾经带她去看过大海。
她现在见到了另一片大海，一片翻动着绿色波涛的大海。
这片大海散发着好闻的清香。
她在城里吃过由芦苇叶裹的粽子，她记得这种清香。
但那清香只是淡淡的，哪里比得上她现在所闻到的。
清香带着水的湿气，包裹着她，她用鼻子用力嗅着。
“有边吗？
”她摇摇头。
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
杀起来，四下里发出沙拉沙拉的声音。
一群水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
葵花害怕了，双手搂紧了爸爸的脖子。
大芦苇荡，既吸引着葵花，也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
她总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爸爸，生怕自己被芦苇荡吃掉似的，特别是大风天，四周的芦苇波涛汹涌地
涌向天边，又从天边涌向干校时，她就会用手死死地抓住爸爸的手或是他的衣角，两只乌黑的眼睛，
满是紧张。
 然而，爸爸不能总陪着她。
爸爸到这里，是劳动的，并且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爸爸要割芦苇，要与很多人一起，将苇地变成良田，变成一方方鱼塘。
天蒙蒙亮，芦苇荡里就会响起起床的号声。
那时，葵花还在梦中。
爸爸知道，当她醒来看不到他时，她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哭泣。
但，爸爸又舍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
爸爸会用因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细嫩而温暖的面颊，然后叹息一声，拿着工具，轻轻
将门关上，在朦胧的曙色中，一边在心里惦着女儿，一边与很多人一起，走向工地。
晚上收工，常常已是月光洒满芦荡时。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葵花只能独自走动。
她去鱼塘边看鱼，去食堂看炊事员烧饭，从这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
大部分的门都锁着，偶尔有几扇门开着——或许是有人生病了，或许是有人干活的地点就在干校的院
子里。
那时，她就会走到门口，朝里张望着。
也许，屋里会有一个无力却又亲切的声音招呼她：“葵花，进来吧。
”葵花站在门口，摇摇头。
站了一阵，她又走向另外的地方。
有人看到，葵花常常在与一朵金黄的野菊花说话，在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在与叶子上几只美
丽的瓢虫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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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当爸爸终于与她会合时，爸爸的心里会感到酸溜溜的。
一起吃完晚饭后，爸爸又常常不得不将她一人撇在屋子里——他要去开会，总是开会。
葵花搞不明白，这些大人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为什么还要开会。
如果不去开会，爸爸就会与她睡在一起，让她枕在他的胳膊上，给她讲故事。
那时，屋子外面，要么是寂静无声，要么就是芦苇被风所吹，沙沙作响。
离开爸爸，已经一天了，她会情不自禁地往爸爸身上贴去。
爸爸就会不时地用力搂抱一下她，这使她感到十分的惬意。
熄了灯，父女俩说着话，这是一天里最温馨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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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
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
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
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
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
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
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
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
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
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
择。
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
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人们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
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
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
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
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
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
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
手足无措、不堪一击。
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
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
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
责。
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
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一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
，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
吗？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褊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
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
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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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
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一——后者在
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
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
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
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
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
口水？
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这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
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
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
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
苦！
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
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
她们锻炼人类伸展伟大的心魂。
她们是力，是生，是神。
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
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于北京大学蓝旗营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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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青铜将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窝栅里的两根柱子上，然后朝他们笑灯！
这是灯！
晚上，葵花不用再去翠环家或秋妮家了。
这是大麦地最亮美丽的灯。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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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铜葵花》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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