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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简介　　海伦·凯勒，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残障教育家，同时也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
盲聋女作家和演讲者。
她凭借坚强的意志考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曾入
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人类十大偶像”之一，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
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
　　1880年6月27日海伦·凯勒诞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
她天生聪明伶俐，出生不到六个月，便能清楚地说出“tea”(茶)、“water”(水)等几个单字，对周围
事物的感受性更是比一般的孩子敏锐。
但是好景不长，在她19个月大时感染了严重的猩红热，高烧不退，从而导致脑部受到伤害，从此以后
，她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再后来，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可怜的小海伦，该如何去面对
一个没有光明，没有声音的世界呢？
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通常教育一个五官健全的孩子，就已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更何况海伦·凯勒又瞎又聋！
也许，父母亲他们可以猜测，也可以想象海伦·凯勒的心情，但是他们绝对无法体会，就如同海伦·
凯勒无法体会正常人的生活一样，他们真的无法体会。
　　起先，父母亲采用实验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虽然他们失败过无数次，但是日子久了，也
摸索出不少要领，他们除了被动地猜想海伦．凯勒的指手画脚，有时也教导海伦·凯勒凭借肢体动作
来表达喜怒哀乐。
另外，海伦·凯勒也学习运用触觉去感受周围的事物。
就这样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四、五年以后，大凡孩子们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海伦·凯勒都能
以触摸的方式领略，只是父母亲不是残障教育的专家，所以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只有父母才
看得懂。
　　向来关心女儿的父母亲，也一直挂心这个问题，尤其他们想到自己终有年老体衰的一天，到时候
要是海伦·凯勒仍然不能跟外人沟通，那海伦·凯勒往后的遭遇，将是非常悲惨的。
于是，在海伦·凯勒七岁那年，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特殊老师——影响海伦一生的安
妮·莎莉文老师。
　　安妮·莎莉文在小时候眼睛也差点失明，了解失去光明的痛苦，所以她能切身体会到小海伦的不
幸。
因此，莎莉文老师全心全意地教导海伦，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海
伦。
　　一天，老师在海伦的手心写了“水”这个字，海伦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没法子记下来。
老师知道海伦的困难处在哪儿，她带著海伦走到喷水池边，要她把小手放在喷水孔下，让清凉的泉水
溅溢在手上。
接着，莎莉文老师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字，从此她就牢牢记住了，再也不会搞不清楚。
从此以后莎莉文老师就经常让海伦接近大自然，让她在草地上打滚，在田野上跑跑跳跳，在地里埋下
种子，爬到树上吃饭；还带她去摸一摸刚出生的小猪，也到河边去玩水。
通过这样的方式，海伦用手触摸学会了手语，摸着字卡学会了读书。
　　不过，莎莉文老师认为，光是懂得认字而说不出话来，仍然不方便沟通，所以她下定决心要教会
海伦说话。
可是，从小又聋又瞎的海伦，一来听不见别人说话的声音，二来看不见别人说话的嘴型，所以，尽管
她不是不能说话的哑巴，却也没法子说话。
为了克服这个巨大的难题，老师和海伦想尽了办法。
在她学发声时，要用触觉来领会发音时喉咙的颤动和嘴的运动，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
为此，海伦不得不反复练习发音，有时为发一个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失败和疲劳使她心力憔悴，一个坚强的人竟为此流下过绝望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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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始终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终于可以流利地说出“爸爸”、“妈妈”、“妹妹”了
，全家人惊喜地拥抱了她，连她喜爱的那只小狗也似乎听懂了她的呼唤，跑到跟前直舔她的手。
就这样，海伦·凯勒——一个又盲又聋的残疾人，像常人一样既能读书又能说话了。
　　1894年夏天，海伦·凯勒出席了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并被安排到纽约赫玛森聋人学校上学
，学习数学、自然、法语、德语。
没过几个月，她便可以自如地用德语交谈。
不到一年，她便读完了德文作品《威廉退尔》。
教法语的教师不懂手语字母，不得不进行口授。
尽管这样，海伦还是很快掌握了法语，并把小说《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
在纽约期间，海伦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朋友。
海伦从小便自信地说：“有朝一日，我要上大学读书！
我要去哈佛大学！
”这一天终于来了，1900年，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特殊方式安排她入学考试。
只见她用手在凸起的盲文上熟练地摸来摸去，然后用打字机回答问题。
前后9个小时，各科全部通过，英文和德文还得了优等成绩，海伦怀着热切的心情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大学学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手上，因此她预习功课的
时间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
当别的同学在外面嬉戏、唱歌的时候，她却在花费很多时间努力备课。
而在这期间，莎莉文老师则一直留在海伦·凯勒身边，并将教科书与上课内容写在她的手掌上，让海
伦能了解其内容，可以说是对海伦·凯勒不离不弃，因此海伦一生都十分感激她。
　　1904年毕业时，海伦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聋盲人。
两年后，她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盲人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为盲人服务的社会工作。
她每天都接待来访的盲人，还要回复雪片一样飞来的信件。
后来，她又在全美巡回演讲，为促进实施聋盲人教育计划和治疗计划而奔波。
到了1921年，终于成立了美国盲人基金会民间组织。
海伦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一直为加强基金会的工作而努力。
在繁忙的工作中，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完成了14部著作。
　　1936年，和海伦·凯勒朝夕相处五十年的莎莉文老师离开人间，海伦非常伤心。
她知道，如果没有老师的爱，就没有今天的她，决心要把老师给她的爱发扬光大。
于是，海伦跑遍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周游世界，更加卖力地为残障的人到处奔走，全心全力为那些
不幸的人服务。
　　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这位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生命赞歌的聋哑盲学者、作家、教
育家，在鲜花包围中告别了人世，终年88岁。
她终生致力服务残障人士的事迹，传遍全世界。
　　写作背景　　海伦·凯勒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她拥有的是一个残缺的身体，但她同时又拥有_
股不甘屈服的勇气和毅力。
海伦·凯勒克服千辛万苦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为盲人服务的社会工作，但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仍
然是笔耕不辍，一生共完成了14部著作。
《我生活的故事》是她在老师安妮·莎莉文的帮助下利用大学期间的课余时间创作的，历时两年，最
终于1902年完成。
这部作品是海伦·凯勒的处女作，是一本自传性作品，书中展现出来的顽强品质和毅力，震撼了每一
位读者。
此书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文学史上一大奇迹”，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出版，在世
界各国流传。
无数读者由此踏上了成功的人生道路。
也正因为此，这部作品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是海伦·凯勒的最后一部作品，海伦能够走出黑暗，达到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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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成就，除了靠她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开的。
她说“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
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
是她的老师教她认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个名字，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爱”这样抽象的名
词。
这部作品就是海伦为了感谢她的老师而创作的。
她曾为这本书搜集了20年的笔记和信件，而这一切和四分之三的文稿却都在一场火灾中烧毁，连同它
们一起烧掉的还有布莱叶文图书室、各国赠送的精巧工艺礼品。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心灰意冷，可海伦痛定思痛，更加坚定了完成它的决心，她不声不响地坐到打字
机前，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10年之后，海伦完成了书稿。
她很欣慰，这本书是献给安妮·莎莉文老师的一份厚礼，老师也为此而感到无比骄傲。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代表作，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
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
全文行文流畅，字字诚恳。
同时，这篇充满智慧和劝诫的散文还被许多国家的教科书所选用。
　　内容精要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式作品，其中包括
《我生活的故事》、《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和她那篇著名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其中《我生活的故事》讲述了海伦·凯勒自己的生活故事。
海伦·凯勒一生经历了88个春秋，但她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在一场大病之后她变成了一个
五官三残的盲、聋、哑人。
起初，无尽的黑暗和寂静使得小海伦变得暴躁和执拗，但她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对她的希望，他们竭尽
所能地帮助她，可医生的结论却又一次打击了他们：海伦的眼睛永远无法复明。
　　在海伦7岁的时候，父母为她请了一位专业的特殊教育者，也是海伦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人物——
安妮·莎莉文老师。
有了这位老师的帮助，海伦的人生又一次燃起了希望。
莎莉文老师用一系列特殊的教育方法帮助海伦学会了看书、写字，甚至还教会了她说话。
同时，海伦也变得自信起来。
就这样，海伦在8岁的时候进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在那里接受了更系统更正规的学习。
在14岁到19岁这5年中，海伦更加努力刻苦，考入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
位考入大学的盲聋残疾人。
而在大学期间，海伦还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这部《我的生活故事》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则是海伦献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书。
文中叙述了安妮·莎莉文的一生。
安妮小的时候也是一位盲人，她同样也经历了像海伦那样的痛苦、可悲的童年。
但她似乎比海伦要幸运一些，在她在柏金斯盲人学校期间，善良的布莱福医生为她做了眼睛手术，使
她恢复了光明。
从此后，安妮便投入了帮助其他盲人的事业之中。
她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海伦，可以说，正是安妮。
莎莉文成就了海伦·凯勒，没有安妮就没有海伦。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海伦·凯勒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篇散文写了作为一个盲人的海伦假想自己如果能够拥有三天光明的话她将会如何利用。
她要亲眼看看她身边的朋友和她的房间；她要用眼睛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她要去博物馆、电影院、剧
场；她还要旅行去她梦想的纽约⋯⋯正是通过这位盲人的想像，使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认识到，我
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作品评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作为海伦·凯勒的代表作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第一，平实、真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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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中，作者的描写和叙述很少运用复杂的修辞手法和华丽的词藻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
叙述，还是对老师的伟大品格的描写，作者都使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平实的语言。
然而这些家常话语却拥有真正打动人内心的力量。
就像作者本人的品格一样，真诚，质朴，让读者情不自禁的被深深打动。
　　第二，真实的内容中蕴含着伟大的精神。
这本书作为海伦·凯勒的自传性作品，它具有传记文学最宝贵的特点，那就是内容真实。
整部作品从头至尾没有一处虚构、夸张的成分，描写地都是真实的事迹，朴素的感情。
但是，在这些平常事中却体现出了一些伟大的精神：作者自己和莎莉文老师两个人都是残疾人，但她
们俩一个不懈努力，一个默默奉献。
她们虽然身有残疾，但品格、人格却是完美无缺的，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第三，丰富的想象。
传记里收录的那篇题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著名散文，全文都是想象。
海伦·凯勒是生活在黑暗与寂静之中，她全凭触觉来感知世界。
这种感知的范围事实上非常小，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感受范围也是极其有限；对声音以及色彩的记
忆，也仅幼年时的19个月。
但海伦·凯勒却在这篇散文里为自己安排了三天的活动。
所谓活动，也纯属虚构，但海伦·凯勒偏爱虚构她不能看到或听到的那些场景和事情，例如她并不知
道太阳的光辉是怎么回事，却多次写了。
从丰富的想象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海伦·凯勒一颗充满光明和色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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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式作品，其中包括《我生活的故事》、
《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和她那篇著名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生活的故事》讲述了海伦·凯勒自己的生活故事。
《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则是海伦献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书。
文中叙述了安妮·莎莉文的一生。
　　那篇著名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写了作为一个盲人的海伦假想自己如果能够拥有三天光明
的话她将会如何利用。
她要亲眼看看她身边的朋友和她的房间；她要用眼睛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她要去博物馆、电影院、剧
场⋯⋯正是通过这位盲人的想像，使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认识到，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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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生活的故事短暂的光明苦难的童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开启光明的钥匙老师的到来拥抱大自然爱心呼唤
寓教于趣圣诞风波波士顿之行走近大海山间的秋天冰雪世界学会说话《霜王》的阴影参观世博会学习
拉丁文进入聋人学校学在剑桥艰难的跋涉哈佛求学贪婪的阅读广泛的爱好我的朋友们大学生活纪事在
连杉的生活与马克吐温的交往演讲生涯与贝尔博士的交往与卡耐基先生的交往和平使者参加拍电影在
杂耍剧院演出母亲的回忆参与筹募基金冲破黑暗世界光明的使者——莎莉文老师离别故乡送进救济院
不幸的童年在救济院的日子进人盲人学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赴任家庭教师训谕海伦精心培育让海伦在
生活中体验在柏金斯盲校把一生献给了海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附录　海伦凯勒年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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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生活的故事　　短暂的光明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
—塔斯甘比亚镇。
　　我的祖先是瑞典人，他们是移民来到美国定居的。
不可恩议的是，我的祖先中曾经出过一位聋哑教育专家。
谁料得到，多少年后，他的后人中，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人呢？
这不能不令我感慨万分。
　　我的祖先来到美国后，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买了一块土地。
从此，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据说，那时候的塔斯甘比亚还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小镇，祖父每年都要特地骑马到760英里之外的费城，
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东西。
祖父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在每次往返费城的途中，他总会写下一封封报平安的家书，把自己在途中
的所见所闻较为详尽地告之家人。
时至今日，我们仍把它当成一篇篇精彩的历险小说来读。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是一位军人，在南北战争时，他曾当过南军的上尉。
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比我父亲小好几岁。
　　在生病之前，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有一大一小两间。
我们住在正方形的大房子里，仆人住在小房子里。
整个住处被茂密的葡萄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远远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
我们家的小阳台，则藏在金黄色的蔷薇花和紫色的茯苓花丛中。
　　这里是蜂鸟和蜜蜂的乐园。
这里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莎莉文老师来之前，我经常独自一人摸索着栅栏来到庭院里，凭着自己的嗅觉，找到刚刚绽放
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深深地闻着那清新的芳香。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到这个小天地中来寻求慰藉。
我总是把灸热的脸庞埋藏在树叶和草丛之中，从而让烦躁不安的心情慢慢冷静下来。
　　每当置身于这绿色的小世界里，我便会心旷神怡。
延伸在地上翻滚着身躯的肯定是卷须藤，害羞得低下头去的一定是茉莉花，还有一种难得见到的植物
叫蝴蝶荷花。
这种花有着像蝴蝶翅膀一样美丽的花瓣，但是它的花瓣极易脱落，因此叫做蝴蝶荷花。
更让人叫绝的是，它还能发出一种甜蜜的气味，沁人心脾。
不过，这里最美的花仍然是蔷薇花。
它到处攀爬，那绿油油的枝条一串串地倒挂在阳台上，散发出一缕缕清香，没有一丝尘土的气味。
每当清晨来临之际，它沐浴着朝露，花朵异常柔软而洁净。
我常想，上帝御花园中的奇花异草，也不过如此吧！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的生命一开始也是很平凡的。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有的人对我的降临都感到异常兴奋和喜悦。
为了给我取名字，父亲和母亲争得面红耳赤，都认为自己起的名字是最有意义的。
父亲想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培”作为我的名字，母亲则想以姥姥的名字“海伦·艾
培丽特”来命名。
争执再三，最终以母亲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在父亲带我去教堂接受洗礼的途中，他竟然把我的名字给忘了。
以至于当牧师问“这小天使叫什么名字”时，他兴奋紧张之余说出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
这样，我的名字既没有用祖先的，也没有用外祖母的，而变成了“海伦·亚当斯”。
　　听家里人说，我从小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而且非常要强，常常爱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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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6个月大的时候，我竞能够发出“喳喳喳”的声音，并且可以含糊地问“你好”了，这让周围的人都
感到非常惊奇。
最让人称奇的是，在1岁前，我就学会了“水”这个词。
直到灾难降临之后，虽然我把以前所学的字全部忘干净了，但这个“水”字却依旧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
　　我的家人还告诉我，我在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
那天，母亲从浴盆里把我抱出来放在她柔软的膝上时，我忽然发现树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摇晃着，
于是，就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摇摇晃晃地去追逐那些影子。
就这样，我迈出了独立行走的第一步。
此后，在家人的百般疼爱中，我幸福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我突然发病了，连续的高烧折磨着我稚嫩的身体。
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胃充血和脑充血，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
然而，死神却没有让我随他去天国。
一个依旧美丽的清晨，我的高烧竟奇迹般地退了。
全家人当时惊喜异常，但惊喜之余，所有的人，就连医生也没有料到，这场高烧已经夺去了我的视力
和听力，我又回到婴儿一样的蒙昧状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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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代表作，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
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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