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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内容概要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独步文坛三十多年的经典作品。自1960年出版以来，不但在台湾
畅销不衰，在大陆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一
一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造作，道
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
，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
寻思个中深意。多少年来，《城南旧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除了再版无数次的小说版外
，1985年，本书在中国大陆搬上银幕，电影《城南旧事》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马尼拉
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金鹰奖章”、第十四届“贝尔格勒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等多
项大奖。儿童绘本版《城南旧事》由当今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水彩画家关维兴，运用优雅诗意的风格和
穿透人心的独到技巧，将创作的图画全然融人故事的情节。画中举凡服饰、器物和建筑，考据翔实，
没一点随便或含糊。人物细致的表情、光线和空气的律动、圆熟丰美的调子，使文图呈现无懈可击的
呼应。绘本《城南旧事》甫出版即获选1993、1994年“波隆那国际儿童书插图展”、1993年“布拉迪
斯国际插画双年展”以及1994年“加泰隆尼亚国际插画双年展”。
　　从小说到电影，从成人书到儿童绘本，《城南旧事》是故事、是梦幻，读时仿若音乐，轻轻扣动
人心，字里行间所隐含的深意，更令人撼动，久久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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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作者简介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5岁来到北京，在北京
度过了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北京也是她文学之路的起点。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在台湾她出版了
众多文学佳作，被称为台湾文学的“祖母级人物”。其代表作《城南旧事》，是怀着对故乡——北京
深深的眷恋写的。在小说中，作者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
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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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书籍目录

1 冬阳 童年 骆驼队
2 惠安馆
3 我们看海去
4 兰姨娘
5 驴打滚儿
6 爸爸的花儿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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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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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精彩书评

1、拆开这本书的包裹时，妈妈惊讶的叫了起来：呀！城南旧事？这不是许多年前的那部电影吗？！
我不明白：这本书以前拍成过电影？那讲的是什么？妈妈：早忘啦！十几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呢？
我带着疑惑翻开了书，却进入了作者的童年。那个分不清好人与坏人，如同分不清蓝天与大海的童年
；那个有欢笑有泪水，却很容易被遗忘的童年，就像妈妈已经记不清当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但在
作者笔下，却显得格外鲜活。只是有些故事，没有结局，没有明说，让人摸不透。可这不正像极了生
活？有些事，总是在模糊的回忆中被抹掉了结局。有些人，伴随着自己的长大却没了影子了。现在再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其他的事都变的模糊，有几件事却异常清晰。记得当时还在上幼儿园，突然在某
一天晴朗的下午，爸爸骑着摩托车来找我，对我说：走，游泳去！于是我就在同学羡慕的眼神中提前
放了学，心中又惊又喜，简直快乐的唱起歌儿来！这种心情，就像正在百般聊赖地上着课，老师突然
宣布明天放假一天那样激动。生命中突如其来的惊喜，总是让人愉悦。幼儿园毕业时，老师哭着抱着
我们这群孩子说：等你们成为了第一批少先队员时，一定要回来看望老师啊！我始终牢牢地记住这句
话，可我却没有回去，是怕回去了会伤感吗？但我为这样的食言而感到难过和内疚。直到现在，还不
止一次地想像，如果后来回去了，老师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违约。还有上小学的
前一天晚上，背着新买的空书包在路肩来来回回走了不知多少次，想模仿以后上下学时的心情；发了
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吵着让爸爸用漂亮的包书纸给包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闻里面的墨香味，想
象着一个学期下来，这本漂亮的新书就要被写满了字，心里很是不舍。于是，第一笔总是写的很慎重
。还有每到新学期，总喜欢买新的笔和本子，还找了个好听的借口说用新笔写字会更有学习的动力。
当时的我总觉得这借口很聪明，因为妈妈听到这话总是笑笑的拍拍我的脑袋。现在才明白，原来那样
的笑代表着对我的爱。附上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它让我流泪：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2、童年的故事会在人的一生里有映射。而这回不去的童年，无论是美好抑或悲伤都是带有那个时代
烙印不可复制的记忆。代序里林海音说“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
的心情。”诧异文章里能把细节描述得那么清楚，是真实还是编纂，但这都无所谓。我们每个人童年
的故事不都是在我们脑海里上演过数十遍，经过不断的加工想象么？有多少我们能记住是真真切切的
，而这真真切切的是否又是曾在梦里过的，而梦里虚幻的会不会又真实发生过。。。余光中说“上海
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Memories of Peking:south side story从这个翻译中就能
看出本书内容)由五个故事组成，讲述了作者在北平城之南的童年故事。《惠安馆》、《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每个故事都是关于一个人的，
要带小桂子去找思康叔的“疯子”秀珍、供第一名弟弟读书的“贼”、和爸爸暧昧拆散但又舍不得走
的兰姨娘、痛失儿女但悉心照顾我们全家的宋妈、打骂我却也溺爱我的父亲。童年的作者与别的孩子
是不同的，愿意接触常人不愿接触的人。“疯子”秀贞是真疯吗？书生回家看望病母一去不回，自己
有孕在身，孩子生下就被自己母亲抱走丢到城门跟，从此也就疯疯癫癫。而世间却有这么巧的事，我
的好友妞儿竟是她当年丢弃的孩子，能说是幸事还是不幸呢？是被旧社会的封建礼教所迫害的、被逼
疯的。一些只言片语中透出人生的哲理。“嘴唇厚厚敦敦的是老实人的相”，“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
是坏人，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还跟天一样，但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孩子的眼中看到的世
界会要简单一些，但会不会比那些看过纷繁社会看花了眼的大人看得还要清楚呢~林海音是家里的老
大，十二岁时家里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不要怕，英子，你要多学做许多事情，将来好帮着你妈妈
。你最大。”“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吵嘴！他还小”老大理所当然地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要
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撑起这个家，要更懂事，要照顾弟弟妹妹，凡事要让着他们，在老大的位置上是被
迫地提前变得成熟。可不可以说做老大是成就了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
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
看海去！”这首作者最喜欢吟唱的小诗，童年记忆里的那些小事，能否给我们一些正面的力量。
3、一部《城南旧事》，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北京城，是英子诚挚眼神里的北京
城，四季流转，物是人非。英子用心感受着身边的一切，一个孩童眼中的世界总是光怪陆离的，也是
恬静美好的。懵懵懂懂中，我们长大了。当我们意识到一颗钻石比一个玻璃球贵重的时候，我们就可
悲的长大了。顺便说一下，这个版本很值得收藏。这是个儿童绘本，书里的插图细腻唯美，配上那些
小小的细密的心情，给人一段浅浅淡淡却又回味无穷的时光。
4、回忆同步剥离王家卫的电影中有句台词：痛苦是因为回忆。一语道破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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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心无从借口的痛苦之源。人生过于漫长，对于意外切入的需要总是迫切。也许切入为伤，能够涌出鲜
血，还是好过寂如死水的现状。愈合就是所谓的醒悟，明白，成长，容我调整。关于回忆的正反之说
，乃老生常谈。不合时宜的深究也是毫无意义，回忆的尽管让他回忆，痛苦的尽管让他痛苦。就算犀
利如王家卫，也得借剧中人物之口，也得貌似谦虚地提醒而已。别装模作样地比谁深刻，比谁明智，
心里结结实实地揣着一个明白。回忆充血的人哪个不是颠峰状态的身不由己？亢奋，放纵，就算放血
也心甘情愿。痛就痛在坠落之后空虚与倦怠，抽离不了，只能用剥。一线，便是利器。回忆每运行一
次，都清楚地反证与所回忆之距离的增远。直说回忆就是逃避，同样招人不屑。此不屑可能是个无聊
的面具，迫于现代人所谓的习惯。翘脚举杯，未过三旬，个个也都只剩相互比惨的份了。相视一笑，
心照不宣。言归正传。林海音先生的名作《城南旧事》增加了关维兴先生的插图再版。此次合作据说
是关维兴先生首次为故事作画，作品中光影与色彩的运用独到，且富有节奏，与林先生的文字配合相
得益彰。名叫英子的小女孩，用清澈的眼睛记录与理解她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
合。全书六章：1冬阳童年骆驼队，2惠安馆，3我们去看海，4兰姨娘，5驴打滚，6爸爸的花儿落了。
林先生以平静中饱含感情的文字把一个并不新奇的故事穿针引线，在时光的旧锦缎上描花绣叶。很早
有部同名电影远远地停留在记忆边缘，处于寻找与迷失交错状态的秀贞带着天真无邪的小英子站在指
甲花旁边，两个人各有深意的微笑。小说中，着重刻划的“惠安馆”和“我们去看海”这两段，我也
近于虔诚地逐句而看。秀贞与小偷，两个分别在生理与道德遭人不齿的草根性人物，在英子纯净的眼
中，生动异常，有着不为他人理解的丰润与可爱。林先生运用类似国画工笔的技法赋与这段旧时光以
夺目光彩。纷乱与莫测，单纯与无邪，在这部作品中剧烈地冲突，也奇妙地融容。林先生惯有的风格
赋与作品以与时光类同的斑阑的质感，色彩的运用与组合，令情节的画面感充满了戏剧张力。
5、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城南旧事》林海音在《城南旧事》最后写下这样的
文字：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直到看到最后，才明白这本带有回忆色彩的小说不仅是
对回忆的追溯，美好时光的怀念，还是对童年逝去的感叹。“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
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是再也不会做了。”还记得童年
时候做的傻事吗？努力搜寻童年的记忆，发现小学一年级时候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只记得一天大家围
在一起讨论某位同学的离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了。想到曾经记忆的不再，顿感难过。苍白的记忆
力无法印刻住发生的一切，幼时的欢乐七七八八都丢失了，记忆的碎片遗失在成长的过程中，再也找
不回来。童年的自己没有太多的课业负担，除了上学背书做题就是没头苍蝇似的玩耍。今天在豆瓣上
看到一个五年级小女孩标记读过的书已经有七百多本，不禁感叹自己幼时的时光过得太单调，羡慕着
那个小女孩早早地就体会到了读书的满足感和阅读的渴望。《城南旧事》由六篇短篇构成，严格说第
一篇《冬阳、童年、骆驼队》更像是一篇序言。《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
儿》、《爸爸的花儿落了》。童年的旧事像一睹高高的城墙，古老斑驳的墙壁，摇摇欲坠。文中的后
五篇故事其实结局都不美好，疯子带着小妞儿走了，为了供弟弟读书而做贼的小偷哥哥被抓住了，兰
姨娘和四眼狗离开了胡同，奶妈在得知儿子死了女儿送人了之后回老家了，爸爸去世了。五篇短短的
故事，都离不开“离别”。伤离别，童年的快乐总是伴随着离别的感伤。我们总会长大，由小孩子长
成大人。我们长大了，儿时的同伴却因离去而永远停留在儿童的时光中。还记得自己儿时的好朋友吗
？曾经伴随自己一起成长一起玩耍打闹犯错误的小伙伴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已经天各一方了。成长伴
随着欢乐，伴随着难过，也伴随着不安。曾经的天真和无所想无所忧的时光一去不复返，长大就意味
着责任，意味着思考，意味着更多承担的东西。成熟伴随着的总是我们情感的钝化，但是这也是我们
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城南旧事》的末尾，英子拿了毕业证书回家，得知爸爸去世了的消息。“‘老
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我把小学文凭，放
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此时英子表现的成熟已经俨然是一
个大人了。疯子、小偷叔叔、奶妈、兰姨娘、爸爸离自己而去，最后离自己而去的是自己的童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聚欢，惟有离别多⋯⋯”英子唱了五年的骊歌，而这本《城南旧事》既是对童年的重逢，
或许也是和童年说再见。
6、国庆，吃完午饭刚好外面有一家书店，想着闲着也是闲着，遂进去了转了一圈，本来想买的书没
买到，出来的时候却带着这本书付了款。很久以前就多次听过这本书，可惜一直没机会看，阳光明媚
的午后，在公园的花坛边翻看了几页，便爱不释手——多么可爱的一本书啊。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
小姑娘眼中的视界是多么的美好，阳光下飞舞的灰尘，小油鸡， 妈妈生下的“瘦鸡妹妹”都让我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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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不禁微微翘起，太有爱了。小姑娘也有她的执着，生着病也一直惦记着失去孩子的秀贞和被父母虐待
的妞妞。秀贞真的疯了吗？我想妞妞会治好秀贞的“疯病”，秀贞也会给妞妞带来母亲的温暖，找到
英子的“思康三叔”。小姑娘懂得什么是善良。为供弟弟念书不得不去偷的贼被逮到后，妈妈说让英
子长大后写一本坏人怎么做了贼、怎么落得现在下场，英子大声说“不”，反抗妈妈这么教她，并暗
自下定决心要写一本书：“我们看海去”。小姑娘也会长大，并且变得坚强。在一段类似朱自清“背
影”里面的回忆之后，浓浓的父爱涌入了我的心间。爸爸交英子要成长、要坚强。十二岁的小姑娘，
在得知爸爸噩耗异常的冷静，因为她知道一直守护着全家的再也不会醒来了，她知道从此她要担起长
女的责任，因为——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小朋友的世界，没有大喜大悲，淡淡的欢
乐，淡淡悲伤，但是却给我们渴望重温童年的“大人”以慰藉，通过林海音讲故事般的文字向我们娓
娓道来一个小姑娘童年.
7、谁也不能让逝去的年华倒退，过去的生活不一定是好的顺利的一段，但却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因
为它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8、一个孩子的眼睛，清亮亮的看着老北京城泛黄的故事。在一个周日的早晨，在澄澈的阳光里，细
细的读那几十年前的一段过往，读一个孩子的成长，读半个世纪前的变迁。
9、《城南旧事》里的细节描写，读来十分亲切：1. 秀贞还养了一盒蚕，她对我说过：“你要上学，我
们小桂子也该上学了，我养点蚕，吐了丝，好给小桂子装墨盒用。”2. 秀贞在打扫蚕屎，她把一粒粒
的蚕屎装进一个铁罐里，她已经留了许多，预备装成一个小枕头，给思康三叔用。因为他每天看书眼
睛得保养，蚕屎是明眼的。3. 她把红花朵捣烂了，要我伸出手来，又从头上拿下一根卡子，挑起那烂
玩意儿，堆在我的指甲上，一个个堆了后，叫我张着手不要碰掉，她说等它们干了，我的手指甲就变
红了，像她的一样，她伸出手来给我看。4. 讲晤听！喝汤不要出声，窣的，最不是女孩儿家相。舀汤
时，汤匙也不要把碗碰得当当当地响⋯⋯小人家要等大人先舀过了再舀，不能上一个菜，你就先下手
。5. 爸爸在剪花草，他说夹竹桃叶子太多了，花就开得少，去掉一些叶子；又用细绳儿把枝子捆扎一
下，那几棵夹竹桃，就不那么散散落落的了。他又给墙边的喇叭花牵上一条条的细绳子，钉在墙高处
，早晨的太阳照在这堵墙上，喇叭花红紫黄蓝的全开开了，但现在不是早晨，几朵喇叭花已经萎了。
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外，在英子的娓娓道来中还流淌着人们的情感变动与人际关系的点滴，比如秀贞
和小桂子的悲欣命运；厚道的小偷；爸爸对兰姨娘的淡淡心绪；毕业时的别离之苦；英子的童年随着
父亲的过世而结束：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是谁说过：“贵族就是细节”。中国古代
物质文化的很多内容，诸如礼俗、节庆、民居、器用等等，都不曾缺少细节。这里说的贵族并不是指
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是生活在皇城下的老北京人普
遍具有的气质和教养，优雅和大气。读书时，吾师曾嘱我写一篇学期论文，以北京的胡同或四合院为
题，我挑的是四合院。以写论文的名义，我还专门去什刹海实地游荡了一番，童年的记忆是找不回了
，酒吧林立，晚上一幅歌舞生平的画面。四合院还在，但也找不出较完整的了。一座四合院，无论大
小，基本单元都应该是具备的：大门、影壁、倒座、垂花门、内宅、后罩房。在我的论文里着重介绍
了四合院的第二道门---垂花门，名字起得这么瑰丽，可见是一道装饰性非常强的建筑，它的各个突出
部位几乎都有十分讲究的装饰：垂花门向外一侧的梁头常雕成云头形状，称为“麻叶梁头”，在麻叶
梁头之下，有一对倒悬的短柱，柱头向下，头部雕饰出莲瓣、串珠、花萼云或石榴头等形状，象一对
含苞待放的花蕾，这对短柱称为“垂莲柱”，垂花门名称的由来就与这对垂柱有关。联络两垂柱的部
件也有很美的雕饰，文字多是“子孙万代”、“岁寒三友”、“福禄寿喜”等，不但把这道门面装点
得富丽华贵，还寄予着房宅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道门有特殊的含义，它是外院与内宅的分水岭
，起着防卫和屏障的作用，过去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二门”指的就是垂花门了。
一桩普通的民居，可以拿青砖灰瓦，玉阶丹楹加以渲染，每一段细节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遵循的伦理
道德、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如果你不发现它，如果你一锹子推倒它，它是不会再生的，隐藏在每一
个砖缝中的历史是不会再重来一遍的。王小波说：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
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可惜，一批批老建筑倒下去，一幢幢火柴盒子建
起来。人们住在形状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子里，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吃饭，做爱，数钱？旧有的价值体
系已消逝，人们没有信仰可依存，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催生出了诸多怪胎，套用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明星不闹点绯闻；贪官不包养二奶；工厂不拍点污水；名人不搞点特殊；工程不偷工减料；学生不考
试作弊；学校不胡乱收费；专家不瞎编烂造；官员不摆点架子；美女不傍着大款。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前几年，林海音小时候住过的宣武门外南柳巷路东原福建晋江会馆被辟为“林海音旧居”，挂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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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导师也在城南长大，有着浓郁的城南情结，每每谈到北京四合院遭受乱砍乱伐就非常悲愤，我
却不以为然。魂魄已不存在，徒留躯体何用？
10、追随英子，我回到了童年。童年里没有英子那般生活，也没有英子那般思维。城南旧事，钩起的
回忆无限。回忆是温馨的，也是如此的无常。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世界总有千般色彩。
11、儿子最近学唱了一首新歌“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我知道这是《城南旧事》的主题
曲。我们俩讨论是“一觚浊酒”还是“一瓢浊酒”，我记得小时候我念的可是一瓢浊酒啊。于是翻出
电影和孩子一起回顾了这老片子。原来在老版的电影里，字幕就是打成了瓢字。可是孩子并不是很感
兴趣，电影节奏缓慢，又有些哀伤，他自是感觉不如《魔兽争霸》看得酣畅淋漓。看完老片子，我居
然意犹未尽。于是又借了插画珍藏版的《城南旧事》书来读，感觉比看电影更能体味得多一些。１、
插画唯美。读书的时候，翻看到水彩插图，比看到电影镜头更能体会文字描写的细节。比如看到英子
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英子在看面跟着。“她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绑
着。”再看到插画里，宋妈那棉裤，真是突然想要笑出来。还有宋妈离开雇主家，回顺义老家时，天
下了雪，驴背上搭了一层层的被褥，宋妈嘱咐完英子，“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如果只
是想象，是想不出宋妈那个叫绝的姿势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但是一看插画，近处掉光了叶子的老树
，在冰冷的天地里，恣意伸展着它的枝杆，宋妈就这么坐着的，骑着一头小驴，在白茫茫雪天里，已
经走远，她就要和她的长相丑陋的男人，寂寞的回到那个失去孩子的破旧老家去，满是哀伤。2、故
事灵性。《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
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此句介绍来自
度娘）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残酷的现实和美好的愿望有差距时，她并没
有生气、放弃，而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去化解很多问题。她用她天真的眼睛细致地观察，用她善良的幼
小心灵去体会大人们的想法，她想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同情失去孩子的疯女人，撮合身边的有情人⋯
⋯，当然结局总是以离别收场，最后随着父亲离世后，小英子的童年也离开了。作者在本书的后记里
，写了一篇《童年》，相当有概括意义，同时也更能让读者体会其写作的原由，心境。3、语言接地
气。书里的人物对话，多是用的老北京的方言，读起来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虽然北京不是我的家乡，
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的我，看到这些老北京的地名，老式的儿歌，老的物件名，还是很亲切的。
书的最后有十多面的《城南旧事》名物考和地点、路线示意图，我都细细的阅读。心里想着，哪天再
进城的时候，要进那些胡同里，好好的慢慢的再逛逛。虽然天桥再没有那些唱大戏的人，胡同里也再
没有那些换旧物的小贩，但是那些属于曾经一个天真女孩子的童年记忆是已经印成了字，变成了书，
摆在我面前，让我珍惜不已。感触太多，有了开始，却不知道如何结尾。我们在学校学的那首《童年
》里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城南旧事》里的童年却给人伤感的离别情
绪，我记起自己的童年，那些山雾缭绕的小树林总是那么美，如仙境般。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
不一样的⋯⋯
12、好像小学的时候读了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来的，很对我的口
味，想着以后一定会找来全文来看···可是，直到大三，我才把林海音这个童年故事读完整，还是
看电子版的，从读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被吸引住了，一口气把它读完才作罢。看完之后，就萌生了一
个念头：一定要买一本精装本回来珍藏，但是上网看了，书本都不是很令人满意，浙江文艺出版社的
似乎还差强人意。我想象中的《城南旧事》应该是，一本小小的书，线装的，楷体字，繁体，书中还
有一幅幅精致插图，最好是黑白色的，全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一个小孩眼中的老
城南，文字新颖而感人，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让人难以忘怀：秀贞和妞儿，厚嘴唇年轻人和弟弟，兰
姨娘和德先叔，宋妈和冯大明，爸爸的离开···故事虽平实，但内涵深厚，大家都说秀贞是疯子，
但秀贞真的是疯了？这个世界除了黑就是白吗，厚嘴唇年轻人是不是坏人？相爱是什么，就从我知道
你对我有感觉开始。本来是两条平行线的兰姨娘和德先叔，经过小英子的撮合，竟然到了最后一起牵
手离开。平凡人终究流入平凡人的汇流，最初我对宋妈的印象非常不好的，她裹小脚，爱打听，哪里
有热闹就像苍蝇那样扑上去，然后回来四处传唱，还嘎嘎的大笑，活脱脱的一个市井大妈。可是，自
从，她死了儿子丢了女儿后，看到她悲痛欲绝，惨淡离开，我才想起她贫苦的出身，其实她也是社会
的苦人啊。只是，她会不会想到，在她转身离开后，她那可怜痛苦的经历，也会被掰得赤裸裸的，任
由那一大批黑嗡嗡的苍蝇搬弄，也像她当初那样？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没有大人的
庇护，孩子只能早早学会独立坚强。但是，多么留恋当初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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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城南旧事》的笔记-第95页

        　　“我就是小时候贪玩儿，书也没念成，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兄弟，那可是个好学生，年年考
第一，有志气。他说，他长大毕了业，还要飘洋过海去念书。我的老天爷，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
什么能耐也没有，哪儿供得起呀！唉！” 他叹口气，

　　“走到这一步，也是事非得已。小妹妹，明白我的话？”

　　我似懂，又不懂，只是直着眼看他。他的眼角有一堆眼屎，眼睛红红的，好像昨晚没睡觉，又像
哭过似的。

　　“我那瞎老娘是为了我没出息哭瞎的，她现在就知道我把家当花光了，改邪归正做小买卖，她不
知道我别的。我那一心啃书本的弟弟，更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我供弟弟念书，一心要供到他飘
洋过海念书，我不是个好人吗？小英子，你说我是好人、坏人？唔？”

　　好人，坏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分清楚的事，怎么他也来问我呢？我摇摇头。

　　“不是好人？” 他瞪起眼，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我还是摇摇头。

　　“不是坏人？” 他笑了，眼泪从眼屎后面流出来。

　　“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 我抬头看看天，忽然想起来了，“你分得清海
跟天吗？我们有一课书，我念给你听。”

　　我就背起《我们看海去》那课书，我一句一句慢慢的念，他斜着头仔细的听。我念一句，他便点
头“恩”一声。念完了，我说：

　　“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吗？可是它也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呀。我分不出海跟天，
我分不出好人跟坏人。”

2、《城南旧事》的笔记-第241页

        它只不过是个人在情感上一段难忘的小事，既没有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没有完整的开始和结
果。它是片段的，尤其是岁月的冲淡，其中无关紧要的，都了无痕迹，剩下那永铭于怀的，也仅代表
了个人的心情或感想，却不是故事。——《两粒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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