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的眼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的眼睛>>

13位ISBN编号：9787534644504

10位ISBN编号：753464450X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王一梅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的眼睛>>

内容概要

男孩朱迪从安静的乡村来到繁华的莫城，由此开始了充满艰难，也弥漫着美好情感的城市生活。
    莫城——    有四个孩子：男孩朱迪、沙鹏、毛成和女孩卢晶晶，还有一条叫小黑的狗，还有他们和
她和它之间的友谊。
    有四个爸爸：一个永远活在孩子心里的万能爸爸，一个弃孩子不顾的爸爸，一个打工的爸爸，还有
一个连别人家孩子也一起爱的体育博士爸爸。
每一个爸爸都是孩子心目中能够依靠的大山。
失去爸爸，生活就充满艰辛；拥有爸爸的爱，生活就充满了希望。
    莫城——    对于狗狗小黑，是一个历险和成为英雄的地方；    对于朱迪，是一个爸爸留下的家，后
来他和妈妈拥有了新的生活；    对于卢晶晶，是一段《回家》的小提琴曲；    对于毛威，是获得父亲
赞许的温暖回忆；    对于沙鹏，是收获了友谊的地方。
    城市的每一盏灯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的眼睛，每当黑夜来，临，就一定会亮起，万家灯火中，总
有一盏照亮你心的灯在闪烁。
    这篇小说由擅长抒情童话的作家写来，自有一种浓重的优美情调，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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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一梅，1970年出生于江苏太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994年开始重话创作，共发表短篇童话300余篇，在国内外出版重话60余本，是中国抒情童话的代表作
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重话《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等，系列重话《米粒和挂历猫》、《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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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乡村和城市  1．星河村的家  2．再见，大黑  3．鬼脸沙?  4．五号宿舍楼  5．爸爸像个魔法帅第
二章  蓝大衣和琴谱  6．大黑的命运  7．小纸船  8．爸爸的大衣  9．失眠的眼睛  10．搬新家  11．班长
成了妹妹  12．寻找失落的琴谱第三章  雪人和合欢树  13．暴风雨之夜  14．爸爸留下的家  15．心中的
雪人  16．合欢树发芽了  17．明天就回家  18．狗狗小黑  19．雨中的信第四章  男孩和狗  20．毛威的五
大罪状  21．带小黑进城  22．意外见面  23．和野猫为伍  24．“大喉咙”第五章  离别?新旅程  25．男
孩和狗的战争  26．四个孩子一条狗  27．女儿的作文  28．新的旅程一个关于灯光的梦想（代后记）附
录一：王一梅主要获奖记录附录二：王一梅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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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儿童承担，对生命承担　　冰心在《繁星》里写过这样的诗句：“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
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王一梅从1994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迄今已有十几个年头了。
多次在国内获得文学大奖的经历让“王一梅”在儿童文学界变成了一个荣耀的、为人熟知的名字。
当人们谈起“王一梅现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仿佛遭遇了又一个一夜成名的故事。
但是了解了王一梅的文学创作经历，就会发现，成功不仅浸透了奋斗的泪泉，同时也洋溢着创造的喜
悦。
　　她出生在苏州一个水乡小镇上，水乡的小镇风物熏染了她的性情，陶冶了她的志趣。
那些小镇跟苏州最常见的小镇一样，有着蜿蜒的、充满古旧味道的小巷。
在那些小巷里，在那些被屋顶的猫翻弄瓦片的声音从梦中惊醒的夜晚，在那些墙里墙外盛开的花朵与
繁盛的植物里，年幼的王一梅滋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幻想。
她幻想可以沿着小巷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也在幼小的心里编织着鸡、鸭、狗、猫们的故事。
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神秘，正像她多年后创造的童话世界一样。
　　她的幸运不仅在于她生活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小镇上，她也生长在一个让她日后爱上文学的充满爱
与温馨的家庭氛围里。
妈妈是她的第一个“文学导师”。
妈妈会在临睡前读聊斋故事给她听，在妈妈亲切的声音里，王一梅进入了一个幻想与神秘交织的文学
世界，在那里，仙兽与鬼魂出没，书生翩翩，狐狸有情，杂草丛生的荒坟与明灯忽熄的夜晚⋯⋯无不
具有牵惹人心的力量，让人痴迷与神往。
那些美丽的夜晚，让王一梅稚嫩的心灵爱上了想象。
此外，外婆会讲“狼外婆”的故事，虽然讲了好多遍，童年的王一梅仍是觉得很有趣，尤其是由外婆
讲出来，带有幽默的效果。
王一梅的童年生活，某种意义上，也许会是她毕生都取之不尽的财富。
　　童年生活滋养了王一梅的文学创作，她以想象的翅膀飞翔在一片有花、有草、有小动物的神奇世
界里。
在尝试写作之初，王一梅写了很多短篇童话。
《金银坡》是她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之后她又陆续写了很多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她在其中的艰辛、犹豫、沉醉与快乐。
直到1999年，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让她一举成名。
从此王一梅的作品渐渐被人发现，她不断寻找着新的创作生长点，写出了许多优秀的长、短篇童话。
王一梅的作品为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抒情派”的风格在她那里得到了新的发
展，她的文字风格独树一帜，她的作品里所流露出的对人性的理解与描绘、她的独特的叙事风格打动
了很多人，以至于读她的作品居然成为了一个“现象”。
　　这成功源于王一梅对儿童世界十分熟悉。
十三年的幼儿教育经历让她有许多实际的感受经验——她是生活在儿童中间的。
她的心里装满了孩子的欢笑与纯真。
某种意义上，她的文学创作是与孩子一起成长的。
　　成功还源于王一梅总以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人和事物，她的乐观、从容与宽厚之心使她避免
纠缠于烦琐，专注于生命与艺术创作本身，因而她心态纯净，经历了世故依然纯真，那是真的“赤子
之心”。
有人评价她的童话“下雨天也是晴朗的”，王一梅确实在努力感悟生活的新鲜与美好，并用自己的作
品播种更多的善念与爱心的种子、更多美的种子。
　　此外，王一梅是以一种感恩的姿态写作。
由于对世界与生活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爱，她的作品成了爱的天堂，而她正是要将一种无私的爱带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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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给孩子，让他们也感受爱之可贵与崇高。
　　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又非常关注儿童教育问题，并使自己与之血肉相连，
她是在以一种严肃的承担意识写作。
文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写作那么简单，更需要一种持久而热烈的精神。
多年来，王一梅讲童话故事、看童话也写童话，她的灵魂属于童话世界，也属于孩子。
她在一桌、一椅、一台电脑的现实世界中，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无限大的新的想象天地。
可以说，文学创作与对儿童的关爱意识已经深深锲入了王一梅的全部生命，通过写作，王一梅是在对
儿童的现在与未来承担，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独特承担。
　　王一梅是从江南水乡走出的作家，她身上烙刻着“水”的柔婉与纯美，她的作品被认为具有苏州
园林式的精致，她的童话成功地运用了散文式的优美语言，吸收了小说的情节设计与结构布局，她新
近创作的小说也和她的童话一样，洋溢着诗意，充溢着理想的梦幻气息。
　　王一梅通过她的辛勤耕耘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她给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抹清新、唯美的抒情色彩，她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风格，是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
但是，在文学的道路上，王一梅还在继续前行，她正在将爱心与愉悦传播给越来越多的孩子，也在打
动着越来越多的成年人！
　　一个关于灯光的梦想　　——写在《城市的眼睛》之后　　1985年，我离开家乡，独自来到苏州
城求学，那一年我十五岁。
看惯的乡村漆黑的夜，听惯的深巷里的狗吠，被城市闪烁的霓虹、嘈杂的汽车声取代，从此我开始了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奔走。
车轮滚滚中看马路边亮着灯的窗户，想象着屋子里的温馨，设想着自己何时能有一个亮着灯光的家，
哪怕是路边的铁皮小屋，只要有灯光，也一样透出家的温馨。
　　城市终于还是接纳了我和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人，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家。
　　回家的时候，看见自己家里的灯光，脚步便加快起来。
　　一个窗户一盏灯，这便是一个家。
回家晚了，灯光还亮着，那是家人在等待，灯光便是盼望亲人回家的眼睛；夜半天凉，灯光还亮着，
那是这家主人日夜辛劳的眼睛；灯红酒绿，彻夜狂欢，那是浑浑噩噩浑浊的眼睛⋯⋯灯光透露着家家
户户的秘密，这个城市便有了故事。
　　90年代前后，一群群农民工告别了乡村、告别了妻儿来到城市。
城市需要他们来盖高楼，于是城市变高、变大了。
变大的城市更是万家灯火，他们也在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家，找到了家，便拖儿带女地来了，而另一部
分没有找到家的人则又踏上了新的旅程。
　　我曾经面对许多这样的爸爸和他们的孩子。
　　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孩子，曾经是我的学生，他在乡下野惯的，进了城很不习惯，总要惹同学，
他的爸爸对我说：“我的孩子在你这里读书，如果他不听话，你就打这个公用电话，喊卖咸水鸭的听
电话，我就来揍他。
”人们不知道他爸爸的名字，只知道“卖成水鸭的”代号。
“卖咸水鸭的”只知道用拳头揍儿子，几年之后，毛毛和他爸爸一起去了另外一座城市。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另外的城里找到了家？
或者，已经回到了妈妈守候着的老家。
　　这便是我书中写的毛成和他的爸爸毛师傅。
　　朱迪在生活中原本是一个女孩，她是我在少年宫上课的时候遇到的。
　　当时，我给孩子们讲作文课，让孩子们写一写自己最亲近的人。
前排一个女孩的目光充满忧郁，我特意看了她的作文。
她写的是她的爸爸，她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写道：　　“爸爸是一个工程师，就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
，每当家里电器坏了，都是爸爸修好的；爸爸还是一个快乐的人，爸爸会说笑话，让一家人哈哈大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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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爸爸的日子，家里充满了笑声。
可是爸爸生了很重的病，他离开了我和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　　写着写着，女孩微笑了一下，一改之前的忧郁，她把作文递给我。
　　我被女孩的微笑震住了，那一刻，仿佛她的爸爸从来都没有远离，她正为爸爸感到骄傲。
我不知道女孩如何走过了失去了爸爸的日子，或许，纷纷扰扰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多多少少减
少了女孩心中的悲伤吧。
我更愿意相信，她和爸爸快乐地相处了很多年，爸爸留给她的智慧、快乐和爱永远伴随着她，于她来
说，爸爸的爱虽然短暂却深藏于心，成为她终身的财富。
　　这便是我书中的朱迪和他的万能爸爸。
　　卢晶晶的故事则来自于读者的信件，一个读过我书的孩子给我写信，他(她)告诉我，他(她)的爸
爸和一个阿姨走了，从此，他(她)和妈妈在乡下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候，靠卖鸡蛋过日子。
可是，有一次，一连四天，他(她)和妈妈都没有得到过鸡蛋。
第五天，他(她)躲在家里，暗地里观察，却发现他(她)的婶婶来偷他(她)家的鸡蛋，他(她)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妈妈，妈妈哭了。
他(她)恨婶婶，也恨抛弃了他(她)的爸爸。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知道他(她)小小的心灵里埋进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抛弃他(她)的是他的亲人，欺负他(她)的还是他(她)的亲人，我为这个孩子担忧，谁来教他学会(她)宽
容？
他(她)将如何度过贫穷的童年？
　　卢晶晶和她不负责任的爸爸的故事仍然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上演。
书中的卢晶晶及时地得到了邻居的照应，她没有仇恨，后来，跟着妈妈去了异国他乡，她的爸爸也表
达了对于女儿的爱和愧疚。
然而，卢晶晶那个五号宿舍楼的家，她心中亮着的温暖的灯光，却永远只是一段关于《回家》的小提
琴曲了，充满了回忆的伤感。
　　至于沙鹏，他是好命的男孩子，他的爸爸是体育老师，他的妈妈哕嗦、俗气，却心眼好。
他有些霸气却真诚、善良，他大度地和别人分享父爱和母爱，在这个过程中，他懂得了友谊。
　　他和他爸爸、妈妈的表现让这个小城发生的伤心故事有了温暖的结局。
　　还有那条狗，这是很多城市男孩的梦想。
可是他们应该知道，一旦你抚养了它，你便有了责任，就像朱迪对小黑一样。
不离不弃。
你还要懂得去爱它，顺应它的天性，所以，最终朱迪让小黑回到了星河村，那是真正适合小黑的地方
。
　　其实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这些人物，这些故事，闯进我的心里很久很久了，岁月流逝，这些故事却越来越清晰起来，越发
让我体会到生活的多种滋味。
那多年前闯进我心中的城市灯光，闪闪烁烁，让我在许多年之后突然很想写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
　　2006年，青岛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朱自强教授约我写《大科学家牛顿》，当时，我只写过童话。
朱教授鼓励我说：“你的叙述感觉是可以写小说的。
”　　我便尝试着写牛顿的故事，写出生在1642年的一个孩子成长为科学家的故事，牛顿的爸爸在牛
顿出生前两个月就已经去世了。
“死亡”和“诞生”，真是两个矛盾又统一的词汇，牛顿的一生，便在没有爸爸的缺憾中开始了。
少年牛顿是一个瘦弱、沉默的男孩子；母亲改嫁，冷漠的继父让牛顿学会了仇恨。
他伟大的背后便是孤独。
　　孤独——也成为当今许许多多孩子心里的感受。
　　许多孩子在阅读了牛顿的故事之后，纷纷给我写信，讲述了自己内心的孤独。
　　有的孩子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就像牛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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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孩子告诉我，他的爸爸是公司的老总，光知道自己大吃大喝，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在
吃什么，光知道自己大玩特玩，从不想想自己的孩子在和谁玩。
　　读着这些信，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有好爸爸的家庭是幸福的，而没有好爸爸的家庭大都不幸。
　　爸爸在孩子成长中是那么不可或缺，是风雨人生的靠山，是孩子心中的一盏明灯。
　　我去过农民工子弟学校，我问孩子，城市和乡村有什么区别？
　　孩子说：“城市是爸爸的，乡村是妈妈的。
”那么，什么又是孩子的？
他们只能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期盼、游弋？
　　被爸爸带进城市的孩子们是如何在城市里生活的？
似乎，他们的爸爸主宰了一切去留；和爸爸一起来到城市的孩子，他们在城市里又有了怎样的生活？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男孩带着一条狗，在高高的路灯下走过，路灯拉出他长长
的身影。
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爸爸——城市——家，这便是我写这个故事的理由。
　　很多孩子惊讶地问我，一梅阿姨，您总是写虚幻的童话，《城市的眼睛》是小说，写的是您经历
过的真实生活吗？
　　事实上，无论是童话还是小说，我的故事同样来自于对生活的感受，都是虚构的，与真实生活如
有雷同，纯属偶然。
　　在我的故事里，我既不想当故事的主角，也不想做配角，我只是聆听者和讲述者。
这样地体验生活，我已经够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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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过这样的生活一一　　种一棵花，它的花朵是蓝色的，很小很小，每天开一朵。
　　养一条虫，它的身体是圆形的，经常打滚，每天变色。
　　住一间房，它的四周是水，水边有粉红的蔷薇花，屋后是竹林，竹笋从床底下冒出来。
　　养一只鸭，每天下一个蛋。
它常常忘记自己把蛋下在了哪里，当我散步的时候，在河边忽然捡到了这个蛋。
　　和一条狗做朋友，每天清晨狗陪伴我走过上学的路，傍晚，乖乖地等在我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
回家。
　　读一本书，书里住着一只小蚂蚁。
　　这不是童话，这是真的！
　　三十年前的我，犹如《书本里的蚂蚁》中那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新的故事，三十年之后的我，
希望自己成为《书本里的蚂蚁》中的那只小蚂蚁，不断写出新的故事。
　　王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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