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童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童年>>

13位ISBN编号：9787546382128

10位ISBN编号：754638212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高尔基,张炜杰 编

译者：罗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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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

前言

当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使我们精神崩溃时，当杂乱的交际和膨胀的信息使我们情感麻木时，在这
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一块永恒的净土来涤荡心灵昵?“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
”历史的沉淀在咏唱：到书里去吧!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们帮助我从腐臭的泥
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
”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凝练而不改其本质的文学名著，能让我们从中找到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与伟
人展开心灵对话。
    处于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选择阅读文学名著的意义尤为重大。
文学名著深刻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对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跟随鲁滨逊去荒岛冒险，用智慧和勇气挑战困难；在这里，《爱的教育》温情感人
，带我们直面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在这里，有历史人物风云际会，气壮山河；在这里，看新旧时
代的变迁，感悟人生与命运的抗争。
这其中的乐趣自然是无穷的，而在阅读的同时学会思考和判断，又能走上美与真理之路。
    丛书针对学生读者的需求，以新课标语文教学为导向，结合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精心评选了30部
中外经典汇编成集。
具体特点表现如下：一、针对性。
涵盖历史、科学和艺术等领域的作品，可以满足中小学生对知识全面性的要求。
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在保留原著的语言特色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浓缩，既能满足学生
读者对知识的渴望，又不会占用正常的课内学习时间。
二、趣味性。
传统绘画风格的写实性插图，不但可以帮助学生认识一些不易观察到的事物，激发阅读兴趣，更能培
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提高审美水平。
三、实用性。
书中详列了作家生平简介、人物形象分析、艺术手法鉴赏、思想情感解读等相关内容，有助于学生阅
读理解，强化语文学习。
    读好书如饮甘露，文学名著的魅力是言之不尽的，值得读者用心去体会、去发现。
希望读者朋友们能有所收获，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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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童年(彩绘版)》真实地描述了阿廖沙苦难的童年，深刻地勾勒出一幅十九世纪俄国小市民阶层庸俗
自私、空虛无聊的真实生动的图画，同时又展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勤劳。
书中塑造的外祖母形象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
阿廖沙三岁时父亲死于霍乱，母亲带着他到外祖父家生活。
在这个家庭里，父子、兄弟、夫妻间钩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常常争吵斗殴。
外祖父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凶狠地毒打外祖母，把阿廖沙也打得失去知觉，外祖母对阿廖沙非常慈
爱，给他讲传说、童话和民间故事，承受一切生活压力而毫无怨言。
母亲被迫改嫁，几年后患肺结核病去世。
外祖父破产后阿廖沙被迫流落人间，开始独立谋生。
《童年(彩绘版)》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高尔基写得最投入最富有魅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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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苏)高尔基 编者:张炜杰 译者:罗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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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狭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身上穿着白衣裳，身子直挺挺的；他光着脚板，脚指
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前胸，手指也是弯曲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闭着，像
两枚圆圆的黑铜币，那张和善的面孔乌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半光着身子，下半身围着一条红裙子，跨在父亲的身旁，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把父亲那长长
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
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
母亲梳头的时候老是自言自语，声音低沉而且沙哑，她灰色的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
泪水直往下落。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
她人长得圆圆的，大头，大眼睛，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软绵绵的，好玩
极了；她也在哭，但哭得跟我母亲不一样，总是挺老练地伴随着母亲哭，像唱歌似的，浑身发抖，还
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
我躲在她背后，死活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难为情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大明白外祖母再三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快去跟你爹爹告别，往后你就看
不到他了，他死了，乖孩子，他不该死啊，不到时候就走了⋯⋯”    几个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一名警
察站在门口伸头朝屋里望了望，那警察气呼呼地喊道：“快点儿收拾抬走!”    此刻，母亲忽然吃力地
从地板上站起来，但立刻就坐下了，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
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两眼紧闭着，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快关上门⋯⋯把阿
列克谢抱出去!”    外祖母连忙把我推开，跑到门口，喊道：“亲爱的邻居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
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
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
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亲切又快乐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疼!圣母保佑⋯⋯”    
我被吓坏了。
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有时还碰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
呢。
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
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躺下去。
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似的，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
后来，忽然在黑暗中听到有一个小孩儿的哭声。
“感谢上帝!”外祖母说。
“男孩!”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忘记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
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有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
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父亲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落在大家身上。
“开始埋吧。
”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
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封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直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
坑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
”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
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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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的，我拿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
地在那里站了很久。
墓穴都填平了，她依旧站在那里不动。
    那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
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伤心啊?”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问道，“你应该哭啊!”    “我哭不出来。
”我答道。
    “哼，哭不出来，这样可不好。
”外祖母轻声对我说。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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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童年》为什么长久地、永不泯灭地留在人们心田并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这里最好用高尔
基自己的话来回答：“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
，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人们要从英雄的灵魂和躯体里汲力量⋯⋯”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    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
人，才能正确的评论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当代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
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
在这一方面，高尔基个人的命运，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卢森堡(德国女革命家)    在俄国文学中，我从来没有读过比您的《童年》更美的作品。
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的显示过您的写作才能。
    ——[法]罗曼·罗兰    《童年》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
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珍贵的。
    ——前苏联文艺评论家：丘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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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尔基编著的《童年(彩绘版)》讲述的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你家的度过的岁月。
基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目睹两个舅舅为争夺
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锁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
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的景象的狭小天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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