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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鹅旅行记（上）》

内容概要

《骑鹅历险记》是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的代表
作。自该书第一次出版到拉格洛芙去世，它总共已经发行了350万册，此后，每隔几年又再版一次，是
瑞典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此书迄今已被译成50余种文字，这部作品不仅使拉格洛芙饮
誉瑞典国内文坛，而且也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骑鹅历险记》的瑞典文篇名直译应为《尼尔斯·豪格尔森周游瑞典的奇妙旅行》，书中故事情节比
较简单，写一个名叫尼尔斯的14岁小男孩的故事，他家住瑞典南部，父母都是善良、勤劳却又十分贫
困的农民。他不爱读书学习，调皮捣蛋，好作弄小动物。一个初春，尼尔斯的父母上教堂去了，他在
家里因为捉弄一个小精灵而被精灵用妖法变成一个拇指一般大的小人儿。正在这时，一群大雁从空中
飞过，家中一只雄鹅也想展翅跟随大雁飞行，尼尔斯为了不让雄鹅飞走，紧紧抱住鹅的脖子，不料却
被雄鹅带上高空。从此，他骑在鹅背上，跟随着大雁走南闯北，周游各地，从南方一直飞到最北部的
拉普兰省，历时8个月才返回家乡。他骑在鹅背上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奇峰异川、旖旎风光，学习了祖
国的地理历史，听了许多故事传说，也饱尝了不少风险和苦难。在漫游中，他从旅伴和其他动物身上
学到不少优点，逐渐改正了自己淘气调皮的缺点，培养了勇于舍己、助人为乐的优秀品德。当他重返
家乡时，不仅重新变成了一个高大漂亮的男孩子，而且成了一个温柔、善良、乐于助人且又勤劳的好
孩子。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来启发少年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品德，要有刻苦学习知识的渴求，向别人学
习，克服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因而这部作品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它使少年儿童的心灵变得更纯洁更
善良，更富于同情和怜悯。与此同时，少年儿童读者从尼尔斯的漫游中也饱览了瑞典的锦绣河山，学
习了它的地理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也熟悉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动物和植物，从而增进了对祖
国的热爱，也就是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作者的用心是良苦的，而效果也是极佳的。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瑞典最近几代人，上自国王、首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每个人都自幼阅读过这本书，在这个故
事的潜移默化之下长大。这部书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是不会过高的。
爱国爱家是拉格洛芙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她的作品，除了一部《假基督的奇迹》以外，其余作品
都是以自己的祖国瑞典、家乡丰姆兰省、甚至自己的庄园为背景的，正如她在《骑鹅历险记》一书中
所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她诚然看到其他地方比那里
更美也更好，但是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她在童年时期的故乡所感受到的那种安谧和欢悦。”拉格洛
芙的这一思想深受瑞典各阶层读者的欢迎。《骑鹅历险记》一书虽然主要是为少年儿童而写，但是却
又不同于一般的儿童读物。这部洋洋巨著成年人读起来也是趣味盎然，爱不释手的。这本书并没有悬
念丛生、回肠荡气的故事，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么一部像记流水账的旅行日志般的作品变得如此富有
魅力呢？
由于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因此作者大量采取拟人的写法，并且把幻想同真实交织在一起，
把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情搬到动物、植物世界中去，这样使整个作品有了动感，有了情节。人和拟人化
的动植物活跃行动于其间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满情趣，使作品极为生动浪漫。以本书主人公尼
尔斯为例，他不爱学习，贪吃贪睡，且又十分淘气，爱捉弄小动物，这种调皮的小男孩在日常生活中
不乏其人，但是作者让他因此受罚变成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儿，这显然是作者丰富的幻想所创作出来的
一个生动的形象，为作品披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大家知道，历史、地理比较枯燥乏味，不大容易取得孩子们的好感。而这本书恰恰是要让孩子们熟悉
瑞典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作者从教育学现点出发，认为要使孩子了解、熟
悉瑞典，从而热爱它，首先要使孩子们产生兴趣，而使他们产生兴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用讲故事的办
法来传授实际知识，这样能使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不知不觉灌输入孩子们的头脑。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
不但使少年儿童们易于接受，而且可以使他们记得很牢。因此，她在《骑鹅历险记》中穿插了大量童
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有的是为了向读者叙述历史事实，有的是为了讲述地形地貌，有的是为了介绍
动植物的生活和生长规律，有的则是为了赞扬扶助弱者的优良品德，歌颂善良战胜邪恶，纯真的爱战
胜自私、冷酷和残暴。总之，在拉格洛芙的笔下，瑞典的地理、历史、文化、植物、动物无不变成了
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这种艺术上独具匠心的手法引人入胜，使作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是《骑鹅历险记》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作者根据儿童的心理，把瑞典
的平原山川、城市岛屿和江河湖泊都比喻成孩子们熟悉的东西，一方面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另一方
面使他们读后能牢记心头。当男孩子尼尔斯变成拇指儿大的小人儿坐在鹅背上第一次从高空向下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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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鹅旅行记（上）》

时，他看到底下有一块五彩缤纷的大方格子布，拉格洛芙把瑞典南部一块种着不同庄稼又有房屋和花
园的斯康耐大平原比喻成一块色彩斑斓的大方格子布是十分形象而又逼真的，这样的大平原从高空往
下看的确像一块大方格子布，而方格子布又是孩子们所常见的布料。全书像这类生动逼真的比喻还有
很多，使作品呈现出绚烂夺目的浪漫色彩。
作者还十分注意使前呼后应的情节同独立成章的故事相结合。全书在以尼尔斯从人变成拇指大的小人
儿，又从小人儿重变成人为主线的故事中间穿插了许多独立成篇的故事、童话和传说，使得各章既自
成一体，又互相联贯。拉格洛芙十分擅长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
为了使少年儿童能够看懂、记得住，真正掌握知识，她基本上是用平铺直叙和素笔白描的写法，文字
也很朴实，对景物除了必要的几句交代和叙述之外，一般不作重笔浓彩、长篇大论的描写。
《骑鹅历险记》一书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于一身的优秀读物，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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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塞尔玛·拉格洛芙于1858年11月20日诞生在瑞典西部风景秀丽的丰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她的父亲
是位陆军中尉，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莫尔巴卡庄园，从事农业劳动。他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不但能弹
奏、唱歌，而且十分喜爱文学，劳动之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朗读诗歌和小说。父亲酷爱文学这一特
点以及热爱丰姆兰家乡风俗习惯的传统是塞尔玛·拉格洛芙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两项极为宝贵的遗产
，对她的文学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父亲以外，祖母和姑妈对拉格洛芙的成长也有很大影响。她
们两人心中装着讲不完的丰姆兰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是祖母，讲起故事来语调感人，表情丰富，孩
子们喜欢围着她，从早到晚听她讲故事。
拉格洛芙出生后不久左脚不幸成了残废，3岁半时，两脚完全麻痹不能行动，从此以后她总是坐在椅
子上听祖母、姑妈和其他许多人讲传说和故事。7岁以后开始大量阅读，书籍给她病残的身体带来莫
大的精神安慰。一天，她读到一本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冒险传说，激发起将来要从事写作的欲望。
她的麻痹的双腿经过多次治疗后能像健康人一样行走，但是走起路来脚仍然有一点儿跛。
1881年夏，拉格洛芙在妇女运动积极分子、女作家爱娃·弗里克赛尔的鼓励下，决心一面写作，一面
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女教师。她不顾父母反对，设法筹借到一笔款子，于同年只身前往斯德哥尔摩求学
，次年考入高等女子师范学院。1885年毕业后到南部的兰兹克罗纳女子学校任教，教学之余，她积极
参加政治集会，投身世界和平运动，深夜则伏案创作。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作者儿时的庄园同瑞典其他庄园一样也从兴旺走向了破落，最后于80年代末被
卖掉了。她十分依恋田园生活，第一部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以强烈的怀旧感记录了
庄园传统和生活习惯，抒发了自己的恋乡之情。但是这部作品在瑞典国内起初非但没有多少人问津，
相反文学评论家们还发表了颇带贬义的评论，认为这本书是“神奇梦幻和宜人描写大杂烩的失败之作
”等等。
1893年1月，拉格洛芙的文学生涯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时刻。世界著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勃朗克
斯在哥本哈根发表了赞扬《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的评论文章，这不仅使此书在丹麦受到欢迎，而且
也改变了瑞典国内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以及对拉格洛芙本人的态度。1894年当她的短篇小说集《无形的
锁链》出版时一下子售出了三千五百册，这在19世纪90年代的瑞典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成功极大地鼓
舞了拉格洛芙的创作热情，她辞掉教员工作，走上了专心从事写作的职业作家之路。
以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假基督的奇迹》（1897）、《耶路撒冷》（1902）和短篇小说集《基督的故
事》（1904）以及根据16世纪流传在瑞典西海岸的古老传说写成的叙述谋财害命故事的长篇小说《阿
尔奈先生的钱》（1904）。期间，瑞典小学教师协会负责人达林建议她为瑞典小学写一本新的教科书
，她欣然同意。1904年夏她开始跋山涉水到瑞典全国各地考察，为写“一本关于瑞典的、适合孩子们
在学校阅读的书⋯⋯一本富有教益、严肃认真和没有一句假话的书”做准备。1906年至1907年，这部
《骑鹅历险记》问世了，它成了一部世界名着，使她赢得了与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齐名的声誉。她在
国内外的地位和声望也不断提高，1907年5月当选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荣誉博士，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
奖，1914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挪威、芬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还把本国最高勋章授予她。《骑
鹅历险记》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她有能力买回童年时代住过的莫尔巴卡庄园。从1915年
起到她去世，她一直居住在这座庄园里。她一面辛勤地经营庄园，一面积极创作，发表了一系列长篇
小说和回忆录。
1940年2月，82岁高龄的拉格洛芙计划为她的好友苏菲·埃尔康撰写一本传记小说，可惜只写了两章，
她自己不幸于3月8日患脑溢血，3月16日清晨去世。这位在瑞典享有崇高地位和声誉的女作家一生没有
结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文学事业，她逝世时正值芬兰冬战爆发，德国法西斯攻占邻国丹麦和挪威，
对她的悼念很快被隆隆的炮声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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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七岁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2、啊，这熟悉的封面
3、童话里最爱，已收藏
4、上一次见到尼尔斯是20几年前的妈妈讲的故事。
5、看完好想去瑞典
6、好喜欢呀

7、这是妈妈幼年的哈利波特
8、两个小孩，妈妈去世了，爸爸离家出走，于是他们就去找爸爸。经过了好多个城市，男孩也死了
，最后女孩终于找到了爸爸。
有一段挺吓人。
妈妈在世的时候，当时流行黑死病。有一天，一个流浪女人到他们家借宿，那个流浪女人给他们讲述
了她的故事。说她曾经是个游民，有一个女游民特别讨厌她，就把她赶了出去，并说如果有谁收留她
，他的家人就会全部死光。善良的妈妈还是收留了她。后来那个流浪女得黑死病死了，而且传染给了
妈妈和兄弟姐妹，亲人相继死去，最后就剩兄妹俩和爸爸。爸爸因此离家出走。
9、又哀伤又美妙的童话故事，可惜看的时候年龄太小，无法全部领略书里所存在的充沛情感与人性
。
10、很有意思
11、你好，大拇指！
12、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之一。人文风情地理文化和童话结合的天衣无缝。
13、家里就是这个版本，心目中最好的长篇童话
14、那时候我太年轻。读不懂。觉得满篇废话无意义。
15、1就是这本！封面我一直记得。但不记得是2本啊，难道我只有一册？ 2“斯堪的纳维亚，（最爱
我的祖国之类的话）”3在搜这本书过程中，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封面。感觉还是这个最好，深远；很
多封面就只有一个大白鹅，那成了坐碰碰车、旋转木马了。
16、上世纪80年代初吧，小学时代开始看动画片，那是难得的视觉盛宴。很久以后才从旧书摊买到《
骑鹅旅行记》上下两册，儿时的期盼与圆梦的欢欣，一时俱得之。
17、小时候在老爸单位的图书馆借过很多次，但那时显然不具备读太厚太长文字的平静心，所以从来
没看过。如今重拾，也许与终于回了次故乡有关吧？而所谓的故乡，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这个
城市呢。
18、1130：骑鹅旅行记
19、居然是我家那个古早版的。。
20、好极了！
21、还不错。不过不是瑞典人，想象不出来书中描绘的景色
22、喜欢，怀念，和一岁的小鹿 一样 入迷
23、封面很漂亮，可惜全书700页，不适合小孩。或许连环画更合适。
24、初中读的，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非常喜欢。
25、很好看，精彩
26、就是这本，1980！老爸给的。还是喜欢这一版的翻译。
27、真的是儿童时期读的文学
28、三年级的时候好喜欢这个故事
29、涉及很多瑞典的地理知识，又有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内涵的一本科普读物。
30、2011年4月24日，购于地坛书市

31、引人入胜，我也好想有马丁这样的小伙伴。【托腮】
32、我看的是这个版本！！初二，觉得瑞典地理老师很牛逼。
33、值得一看的小说，孩子和大人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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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很久以前读的，至今难忘
35、天空、大地和少年的航空旅行童话。
36、和林弈一起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两本
37、1909
38、童年回忆！还记得这非常好看！幻想 妙趣 爱 美
39、太棒了!可是说了什么？都忘了...

40、我小时喜欢听我妈讲里面的故事，后来她把这本书给了我，我爱不释手地读了好多遍，然后把下
册里粘上了口香糖。真尼玛罪过。。。
41、竟然有这个版本！我还记得我在五年级读完的那个暑假里在阳台里面看完了这本我老爹的书，书
老旧得不行页面是黄的，还有一页缺了大半，现在情节什么大多都不记得了，但是当时觉得无比好看
ps最讨厌给这种书贴什么教育小孩子保护动物的标签了
42、挺惊险
43、长大一点再读全本。
44、我至今仍然喜欢童话。
45、是这个版
46、家里的就是这个版本~
47、爷爷留給我财富之一
48、小学的最爱啊！
49、这个版本,啧啧~
50、好精彩的书   这么多年了  很少有那种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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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艾立克，”年老的牧羊人说，“我想，古时候的人和动物都比现在大
得多，那么蝴蝶也是很大的。从前有一个蝴蝶，身长几十公里，它的翅膀也是很大的。翅膀是蓝色的
，并且银光闪闪，漂亮极了。蝴蝶在外面飞的时候，所有别的动物都停下来观看。”“可是大也有大
的难处，那双翅膀实在难于支撑住它。可是如果它明智些，光在陆地上飞是不会出什么事的。而它却
不要那样，偏偏向波罗的海上飞。还没有等到飞得很远，风暴就来了，开始撕碎它的翅膀。艾立克，
你是很容易理解的，波罗的海上的暴风雨对付蝴蝶的翅膀，那简直是不在话下的。没过多久，翅膀就
被扯掉随风飘落了，而那只可怜的蝴蝶也就掉进了大海。起初他还随波逐流来回漂浮了一阵子，后来
就搁浅在斯莫兰省外面的暗礁上了。从此之后，就一直躺在那里，跟早先一样长一样大。”“现在我
想，艾立克，要是那只蝴蝶掉在陆地上的话，那早就腐烂了。可是他是掉在海里的，浑身浸透了石灰
质，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你知道，我们在海岸上发现的有些石头就是昆虫的化石。我想，那只大
蝴蝶的身躯也就这样变成了化石。他变成了波罗的海里的一个又狭又长的岩石礁。你相信吗？”我觉
得看这本书时需要一本地图册，当然是拉格洛孚的祖国瑞典的地图。瑞典的人民，不光是小朋友都应
该都要感谢有这么一个人，一个牵着他们的手陪着他们走过祖国的海岸线仰望祖国的天空的人。最喜
欢的莫过于这只大蝴蝶的传说，老人缓缓道来，你脚下的土地曾经是一只巨大的蓝光闪闪的蝴蝶，她
曾飞过我们头顶的天空。我微笑，试着凝视自己脚下的大地，想象它可能的种种美丽。可是我看不到
它的过去，是我不够热爱它吗，是不是也要等我老了才能有幸用已经不济的视力看到它深藏的美丽？
2、大蝴蝶雁群在空中飞翔，下面有个很长的海岛已清晰可见。旅途中男孩感到轻松愉快。他愉快的
心情与他昨天在岛上四处寻找雄鹅时那种那种郁闷不乐的心情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这时看到，岛
的中央是一片光秃的高原。海岸周围是宽阔的陆地，土地十分肥沃。现在他开始理解他昨天晚上听到
的那段对话的含义了。高原上风磨很多。当时他刚在一个风磨旁边坐下休息，有两个牧羊人领着猎狗
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男孩并没有害怕，因为他坐在风磨的阶梯上藏得很严实。但是牧羊人来到后
正好和男孩坐到了同一个台阶上。男孩无可奈何，只好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一个牧羊人是年轻的，
相貌平常。另外一个是年老的，长相古怪。他身材魁梧，头却很小，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他的身子和
头看上去一点也不相称。年老的牧羊人默不作声地坐着，用无法形容的疲倦目光凝视着浓雾。过了一
会儿他才开始同他的伙伴攀谈起来。年轻的牧羊人这时从一个袋子里取出面包和奶酪开始吃晚饭。他
几乎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耐心地听着，好想他心里在说：“让你先高高兴兴地说一会儿吧！”“现
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埃里克，”年老的牧羊人说。“我想，古时候的人和动物都比现在大得多，那
么蝴蝶也是很大的。从前有一个蝴蝶，身长几十公里，它的翅膀就像湖一样宽。翅膀是蓝色的，并且
银光闪闪，漂亮极了。蝴蝶在外面飞的时候，所有动物都竞相争看。“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它的翅
膀连带动躯干都有了困难。可是如果它明智些，光在陆地上飞是不会出什么事的。而它却不是那样，
偏偏要向波罗的海上飞。还没等它飞多远，风暴就来了，开始扯碎它的翅膀。埃里克，不难理解，对
吧，波罗的海上的一阵狂风要对付蝴蝶那两个脆弱的翅膀会出现什么情况。没过多久，翅膀就被扯掉
随风卷走，那个可怜的蝴蝶也就掉进大海里了。起初，蝴蝶在波涛中来回颠簸着，后来就搁浅在斯莫
兰外的暗礁上了。从此，它就躺在那里，还是那么大那么长。“现在我想，埃里克，要是那个蝴蝶躺
在陆地上，它早就烂掉了。可是，因为它掉进了海里，里面就浸满了石灰质，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
。你知道，我们在岸边看到过一些石头，那些都是昆虫的化石。现在我想，那个大蝴蝶的躯干也是发
生了同样的变化。我相信，它在波罗的海里变成了一座狭长的山。你相信吗？”他停下来，等待着回
答，但是年轻的牧羊人向他点了点头并且说：“说下去，让我听一听你到底想说什么！”“仔细听着
，埃里克，你和我住的厄兰岛就是当时那个蝴蝶的躯干。只要动脑筋想一想就会发现，整个岛就是一
只蝴蝶。我们在北面看到的是躯干上部较细的部分和圆脑袋；在南面看到的是躯干的下部，先是由细
变粗，然后由粗变细，直到成了一个细长的末梢。”说到这里他又停下来望着他的伙伴，好像对他的
反应很担心。但是那位年轻的牧羊人继续不慌不忙地吃着，点了点头，让他再说下去。“蝴蝶一旦变
成了一座石灰岩组成的山，各种草和树的种子就随风飘来，要在这里扎根生长，可是要固着在这光滑
的荒山上却不那么容易。很久以后才只有菅茅草长出来。后来又长出了羊毛草、半日花和蔷薇。但是
直到今天阿尔瓦莱特山上也没有多少植物，连表皮都没有盖住，偶尔仍然可以看见露在外面的石头。
这里的土层太薄，所以没有人想到上面来耕种。“但是，即使你同意我的说法，阿尔瓦莱特山和周围
的岩壁是那个蝴蝶的躯干组成的，你可能还要问山下的土地是哪来的。”“是的，我正想问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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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牧羊人说，“我很想知道这一点。”“对了，你要记住，厄兰岛在海里很多年了。在这个过
程中海藻、泥沙和贝螺就随着海浪的颠簸堆积在海岛的周围，停留在那里。然后又有沙石从山的东西
两侧塌落下来。这样就在岛的周围形成了宽阔的海岸，五谷和花草树木也就能在那里生长了。“在蝴
蝶这坚硬的脊背上只有羊、牛和马驹游荡，只有凤头麦鸡和鸻鸟栖息，除了风磨和几间我们穷苦的牧
羊人避风雨的石造小房以外没有其他建筑。而在下面的海岸上却有村镇、教堂、牧师住宅、渔村和一
个完整的城市。”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对方。年轻的牧羊人已经吃完，正在结好他的饭袋。“我不知
道你说这些话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说。“噢，我只想知道，”年老的牧羊人说。他放低了声音
，显得疲倦的小眼睛仍对着浓雾漫无目的地望着。“我只想知道，住在山下院子里的那些庄稼人，或
者从海里捕捞青鱼的那些渔夫，或者保尔霍尔姆的那些商人，或者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游泳的那些浴客
，或者在保尔霍尔姆那些庄园的废墟中漫步的游人，或者在秋天到这里来打山鹑的那些猎人，或者在
阿尔瓦莱特山上描绘羊和风磨的那些画家⋯⋯我想知道，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知道，这个岛原来是一只
蝴蝶，它曾经搧动着那银光闪闪的巨大翅膀四处飞翔。”“可能有，”年轻的牧羊人突然说，“如果
他们中间有人在一天傍晚坐在这山崖的边沿上，听过山下树林里夜莺的叫声和眺望过卡耳马海峡，他
就一定会知道，这个岛的来历与众不同。”“我想问一问，”那位年老的牧羊人继续说，“他们中间
是不是有人想过，给这些风磨插上巨大的翅膀使它们能飞向天空，能把整个岛从海里提起来，并让它
像一只蝴蝶一样和其他蝴蝶比翼齐飞。”“你说的可能有道理，”年轻的牧羊人说，“因为在夏季的
夜晚，岛上天空晴朗时，我有时觉得，好像这个岛要离开大海飞走一样。”但是当那位老年人终于打
开了年轻人的口之后，他就不怎么听他讲话了。“我很想知道”，他说话的声音更低了，“是否有人
能够解释，在阿尔瓦莱特山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憧憬。在我一生中，我每天都有这种感觉，我想每
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憧憬。我想知道，别人是否懂得这种憧憬的产生是因为整个岛是
一个蝴蝶，它还在怀念着它那失去的翅膀。”
3、世界上的文学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层出不穷，无论是风格形式，还是思想意识都在不断地变化，
接触的多了不免会感到迷茫和苍老，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做一次归零。童话对儿童是崭新世界的
开始，对成年人则是亲切的回归。再一次听到因果直接的故事，再一次读到简单真挚的感情，是一种
精神抚慰也是一次反省的机会。除了广为人知的安徒生、格林童话，还有一些迷人的作品是熟识它的
那些人的珍宝，例如日本诗人宫泽贤治所写的感人忧伤的《银河铁道之夜》，英国人格雷厄姆的颇富
人情味的《杨柳风》，以及这本充满自然壮丽风采和北欧神话传说的《骑鹅旅行记》。孩子们读童话
是几乎没有判断的，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回顾我们过去所读到的那些故事，剩下的模
糊印象则像是心头的迷雾。所以对于大多数人，童话是一种边缘的艺术形式，它的影响虽广但并不被
人认真对待，最后竟成为成人精神世界的繁星，只是偶尔遥远地眺望一下。这样的现象在文学范畴应
属特例，使得许多成熟童话作品的价值都没有被充分肯定，就更提不上被利用和学习了。《骑鹅旅行
记》全书近四十万字，从单线条上看只讲了一个故事：小男孩尼尔斯因为品行恶劣被变成了小狐仙，
又偶然地骑着自己家的白鹅随雁群飞越了整个瑞典，最后他摆脱了自私的秉性变成了忠诚善良的孩子
回到了家中。可这只不过是穿珍珠的那根线，真正熠熠生辉的是书中所展露的大自然的万千生机，是
那些美丽的故事和古老的传说。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把她也自己写进了故事，让我们了解她创作的
初衷。从拉格洛孚的经历来看，她对瑞典的民间传说有充分的积累，并在本书之前从事过一些神话故
事的创作，但她意识到光讲些故事是不够的，她想要写的是一本富有教益、严肃认真和一句假话也不
讲的书。因为除了巨人和精灵，她还想让孩子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的人们，了解这个国家的
地理风貌，体会动物和植物的生存处境。作者把对家乡的热爱发展成了对整个瑞典的赞颂，通过脚踏
实地的研究和考察，为本书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但收集素材是一回事，如何把它们构建起来则是
另一回事。拉格洛孚的创作才能同许多大家相比并不逊色，她对结构和节奏的控制力非凡，在运用事
物之间不乏空灵的美感，许多章节都充满了诗意的迷人色彩。在鹤舞表演一章，先是用乌鸦无聊和兔
子的混乱作为开场，接着红嘴松鸡的歌唱煽动起了动物们的热情。就在这欢快的气氛之下，狐狸斯密
尔的出现像是突然出现地低音间奏，他因在这特殊的节日咬死了一只大雁，而被整个族群驱逐，为之
后的故事做下了铺垫。狐狸逃走后，又回到了动物表演的主题，马鹿的角斗令动物们热血沸腾，差点
出现疯狂的战斗。此时鹤舞大会的高潮来临：“那些灰色野鸟就像披云带雾一样飞了过来⋯⋯他们的
舞蹈奇异而别具一格，就像灰色的影子在做游戏，使人目不暇接。这种舞蹈好像是从荒凉的沼泽地上
空的云雾那里学来的。在他们的舞蹈里有着一种魔力⋯⋯他们的舞蹈显得粗犷，而激起的感情却是一
种甜蜜的憧憬。此时此刻再没有人想到斗争。相反，所有的动物，有翅膀的和没有翅膀的，都想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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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到太空去进行探索，想遗弃自己笨重的肉体，飞向天堂。动物这样异想天开和向往生活背后奥
妙的机会每年只有一次，就是他们看到鹤舞大表演的这一天。”与许多童话不同，这本书中的动物并
没有沾染太多人性，大部分仍是按照他们本来的习性所塑造出来的。最开始出现的大雁们眼睛发着亮
光，好象后面有一团火在燃烧，脚掌却磨得破烂不堪，显示出他们都是生活在荒原上的穷光蛋。还有
狡猾漂亮的狐狸斯密尔，那些爱偷银汤匙的乌鸦，生活在芦苇丛中的绿头鸭，骄傲的天鹅群。让我们
看到野生动物的方方面面，以及同人类之间的矛盾和友情。在地貌和城市方面，作者穿插了大量的神
话传说，把写实和想象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不仅写出了眼睛此时看到的，还用传说把一辈辈人对土
地的浓情传染给了读者。无论是哪个民族，神话都是其文化的瑰宝，饱含着我们祖先轻盈的妙想，也
是众多艺术的源泉。北欧神话大多描写山中的巨人和云雾般变化莫测的精灵，风格冷峻粗犷又曼妙飘
逸。在讲到斯德哥尔摩时，一个传说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要汇集到这里，使其成为了首都。起初，那里
只是无人定居的荒岛，只是偶尔有航船和打渔的人路过，一天晚上，一个渔民在岛上遇见了变作海豹
上岸玩耍的仙女，他藏起了其中一个所披的海豹皮令她无法回到海中。可怜的仙女因无助而哭泣，渔
民佯装搭救把她领回了家中。没过多久，渔民便向仙女求婚了。他们坐着船去教堂举行婚礼，在路上
渔民看到了那个小岛，不由的微微一笑。新娘子问他：“你笑什么？”渔夫此时由于相信了仙女的爱
情，便把海豹皮的事讲给了她听，但新娘子却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渔民听了之后，把船划向了那
个小岛，并找出了藏起的海豹皮，谁料新娘子一看见它就抢了过去，披在身上跳进了海里。新郎看到
再没有办法把她留住，绝望中把鱼叉投了出去，结果可怜的仙女发出了一声惨叫就消失在了深水中。
顿时水面上呈现出一种柔和的光彩，岸边开满了鲜花。这一切都因为仙女的血和水混在了一起，她的
美貌就留给了湖岸。从此，凡是见到这些湖岸的人都热爱它们，渴望到它们那里去。书中既有欢笑和
脱离险境的喜悦，也有悲痛的死亡和忧伤，有忠诚也有背叛，各种情绪都是均衡的，让人感到阅读的
饱满。在观念上则始终持有公正的态度，既指出了人类对待自然曾犯下的错误，也肯定了人们智慧和
勤劳的功绩。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不安往往来自于片面的认知，这使人陷入了诸多的谜团而不能自拔
。回过头来品味一下儿童世界的单纯，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丢失了太多东西，在狭隘的自我中丧失了
勇气和感受世界的能力。读童话不是反智的逃避，而是心智发展中的休养。童年的安宁并不是虚幻一
场，没有人能把它遗忘。也没必要标榜什么纯洁，肤浅的心没有几个善良。
4、这是大概二十年前，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在旧书摊上买到的一套书，一版一刷，最近偶然在旧书店
又见到了这本书，只有一本，却也勾起不少回忆。这本书的译文非常的好，很是流畅，上本很薄而下
本较厚，上下两册分别定价，出版与印刷时间则是相同的。我后来读过几个不同出版社的译本，都没
有这个翻译的好。此书基本上是关于瑞典地理、历史和民间故事的教科书，我先后大概读了近十遍之
多，恐怕是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书。
5、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在看图说话上看连载的，非常喜欢尼尔斯，老是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只大白鹅，
到天空飞啊飞啊，现在想来，这个故事激发了我儿时最初的梦想
6、　　此书异常出色，记得小时候反复阅读，几乎百看不厌（当然不是这个版本），那灰鼠与黑鼠
的战争，动物狂欢节以及狐狸的“犯罪”，还有大雁阿卡，老雕高尔果，这些内容久驻心中，可以说
与狼孩一样是童年的回忆。　　而此书比起《丛林故事》更令我欣赏，《丛林故事》中还隐隐有着种
族主义的感觉，人类（或者说白人）是高于其他动物的。而本书中便没有。虽然尼尔斯·豪格尔森帮
助了许多动物，但同样的他也得到了动物的帮助和友谊。大家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也许瑞典地处北欧
，没有殖民主义，也就没有种族主义的思潮。　　另外此书算是一部杰出的地理风俗作品，作者出色
的把瑞典的地理以及民间传说等融入作品之中，至少为瑞典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创作出
一部杰作，而许多故事也非常脍炙人口，很杰出的少儿作品，当然成年人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快乐。
7、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
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
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
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
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谁有这本书的上册
8、最近一直在回忆看过什么书，刨根挖地的想起在小学时读过的一本蓝色封面的书，书上是一只大
鹅，是我爸从他的书柜里拿出来让我度过无聊的暑假的。早已记不清书中的故事了，仅记得这个和天
般蓝的封面，还有一些过去。豆瓣里竟然还记载有这个旧版的封面。
9、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章似乎是叫&quot;一个男孩&quot;,亦或是&quot;小狐仙&quot;。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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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版的封面——的确是这个。我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就是1980年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个
封面！可惜时间太久，上册掉了，下册也破旧不堪。好在2000年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
，封面换了、文字及插图不变，仍然是高子英、李之义、杨永范翻译的。这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从小一直看到大，在我生活及性格上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痕迹。这本书同《小王子》、《小约翰》
等等一样既可以推荐给小孩子也可以推荐给大人。顺带说一下，现在市面上《骑鹅旅行记》有看到4
、5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高子英、李之义、杨永范的版本是比较好的，也是为数不多的全
译本之一。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也出过一个版本，也是高子英、李之义、杨永范翻译，但插图
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不同，拿在手上更象是一本单纯的儿童书。
10、很古老的书,作者沉静的口吻和纸页经久的气息.拿在手上觉得那么多,爸爸交给我时,心里还暗暗憋
气,那么厚.两册,甚至隐隐盖有某图书室淡红的方印.每章起首一枚工整的铜板插图.黑家鼠和褐家鼠,小
人尼尔斯的行为,我们仅为观者,全无现今我辈落笔即滥情之嫌.两座城市,沉于水下的一座,经久才于月光
下予世人惊鸿一瞥.古风眩目的街道穿行,小人最多的一次流露了懊悔之情.一枚硬币,闯入者的一次惠顾,
即可拯救一座被诅咒的城市,海面归于宁息后,被搅起波澜的却是我们的心.拯救真的就是拯救么?改变也
并不都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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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骑鹅旅行记（上）》的笔记-第1903页

        是不是有人能说个明白，为什么在阿尔瓦莱特山上会有这样的一种思念。我一生之中每天都有这
种感觉。我想，每一个不得不到这里来谋出路的人都有着牵肠挂肚的思念。我真想知道，是不是还有
别的人明白过来，这种苦苦的思念之所以会缠着大家，那是因为这个岛是一只蝴蝶，他在苦苦地思念
着失去的翅膀。

2、《骑鹅旅行记（上）》的笔记-全书

        本书的书名直译是《尼尔斯·霍尔格森在瑞典的奇遇》，最初是作者应瑞典教育部的要求，作为
瑞典地理教育读物写作的，因为拉格洛芙也是很受欢迎的地理教师。原本顽劣的男孩子尼尔斯变成拇
指大小的小精灵，跟随家鹅环游全瑞典，涉及到的地理知识都是确有其事的，作者就是专家嘛，也隐
含了爱国思想还有少年的成长故事。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品，也是北欧
文学中非常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刚才百度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日本动漫，没准会去看，(*^__^*) 嘻嘻⋯⋯

昨天读前言的时候发现这是我国第一部从瑞典文翻译的作品，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点。。
他渐渐开始明白，变不成人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现在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再不能和其他孩子一
起玩耍，不能继承父母的小田地，而且不能找到一个姑娘和他结婚。
这是尼尔斯刚刚变成小精灵的时候的心情，读到“不能找到一个姑娘和他结婚”这一句突然觉得好凄
惨有木有！虽然他担心的都是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父母的担心啦...也表现了一开始尼尔斯是自私的
孩子。
真的又过来一群大雁，他们照样呼唤。这时那只年青的雄鹅回答道：“等一等！等一等！我就来。”
他张开翅膀朝天空飞去。但是他没有飞行的习惯，于是又落到了地上。
但是大雁们还是听到了他的叫声。他们掉过头来慢慢地朝回飞，看他是不是真要跟着去。
“等一等！等一等！”他一面叫着一面进行新的尝试。噔噔噔噔！另一主角我们的鹅出场啦，这是只
虽然身在地上但是“痴心妄想”和大雁一起飞在天上的家鹅(*^__^*) 读到家鹅一次次试着飞最后飞上
天去觉得好感人啊，不过我们的尼尔斯居然心心念念想着鹅飞走了会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损失，结果没
有阻止鹅的行动反而自己也被带走啦，我该怎么说你呢尼尔斯。。。

威特硕沃尔城堡白鹅被抓事件：“雄鹅已觉得被放开就往门口跑。他没有来得及停留，趁机抓住小家
伙的衣服把他带走了。他在台阶上张开翅膀飞向了天空。与此同时，他把脖子优美的一转，就把小家
伙放到了他那羽毛平滑的脊背上。
他们就这样飞向了天空，整个维特朔威尔的人都站在那里遥望。”感觉最后一句话写的相当好，真的
身临其境。
这一段写大白鹅被顽皮的小孩子偷了卖到了城堡，小家伙只好吭哧吭哧只身救它啦，跟着到城堡游览
的教授（准确说是躲在学校放植物的箱子里）混入城堡，不得不听着教授滔滔不绝地讲着瑞典城堡的
起源，哈哈可怜的小家伙。。不过这一段真的很受教，不知道拉格洛芙是不是这样诲人不倦的教师哈
哈。最后小家伙奋力地救出了大白鹅，于是两只欢乐地离开啦，也培养了革命友情，哈哈。
家养的大雄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总是被那些敏捷的大雁击败，男孩一直骑在雄鹅的背上为他鼓励
，玩得和大家一样痛快，湖面上喊声四起，笑声阵阵，叫声不绝，但奇怪的是庄园里的人却没有听到
。我也想投入大自然和大家欢乐的玩耍。。泪。。
可怜的大白鹅谁让你是家养的呢。。体力不好。。不过大家没有嫌弃你啦！

格里敏大楼

据说这一段描述的褐家鼠和黑家鼠争斗的事情是真的。最后还是可爱的小家伙拯救了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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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山鹤舞表演大赛看起来好憧憬啊，应该是群鸟在这里休息吧。。
在他们的舞蹈里有一种魔力；以前从未到克拉山的人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整个表演用“鹤舞大表演”
来命名。他们的舞蹈显得粗犷，而激起的感情却是一种甜蜜的憧憬。此时此刻再没有人想到斗争。相
反，所有的动物，有翅膀的和没有翅膀的，都想无限高飞，到太空去进行探索，想遗弃自己笨重的肉
体，飞向天堂。（p97）现在阿卡对斯密尔说的话使他更没有睡意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了不起
的事情，竟有人愿意为他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从这时候起，就再也不能说尼尔斯·豪尔耶松不喜欢
任何人了。（p120）“是否有人能够解释，在阿尔瓦莱特山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憧憬。在我一生中
，我每天都有这种感觉，我想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憧憬。我想知道，别人是否懂得
这种憧憬的产生是因为整个岛是一个蝴蝶，它还在怀念它那失去的翅膀。”（p153）
这一段好感人。
唉，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去了意义！唉，倘若家中的父母想念他也像这位老人
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可怎么办？
这种想法弄得他心里热乎乎的，但是他却不敢相信。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叫人想念的人。
他过去不是那种人，但将来可能是。（p227）
小东西终于开始想念家人啦，但是“从来都不是那种叫人想念的人”，可怜的孩纸，好虐心。。不管
怎么样你爸妈都会想念你啦。。
将来也会是一个让人想念的人哒。

3、《骑鹅旅行记（上）》的笔记-第179页

        海底城市这一篇小时候就惋惜了很久，从这个故事里我学到了一个道理：看见地上有钱，一定要
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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