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南旧事》

13位ISBN编号：9787535437938

10位ISBN编号：7535437931

出版时间：2008-07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林海音

页数：1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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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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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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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2001），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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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冬阳 童年 骆驼队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追寻母亲的足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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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惠安馆传奇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
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
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
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
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
，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
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
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
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
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
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
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
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
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
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
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
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
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
”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
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
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
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
！”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
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
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
，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
，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
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
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所
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
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
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
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
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
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
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嗯！”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
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
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
，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
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
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
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
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
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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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
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
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口丑口丑
的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
，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
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
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
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
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
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
。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
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
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
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
，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
，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
，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
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
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
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粘乎乎的，宋
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
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
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
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
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
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
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
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
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
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
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
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
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
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
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
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
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
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
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
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
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
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
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
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
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
，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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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钮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
”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
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
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
，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
，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
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
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
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
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
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
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常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
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
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
，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　　“义地？”　　“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
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又让姑娘
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
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可远喽！”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孩子
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
了呗！”　　“姑娘打这儿就疯啦？”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
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
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　　“下回给带点
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
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　　“又听事儿，你。
”　　“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　　“说谁？”　　“小桂子她妈。”　　“小桂子她妈？”宋
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
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　　“这双鞋可结实，把我
们家的门坎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
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
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
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　　“秀贞呢
？”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我说。　　“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
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
，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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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南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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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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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学经典，多看有益。。
2、from 一中  最新欢的书！很喜欢这样的笔墨点出那时候童年的小事儿，每一个细节都会牵扯自己的
思绪回到童年，回想那时的美好时光，也会因为作者笔下的童年如此精彩而懊悔自己那时恣意浪费童
年的一切。
3、读者有点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老北京的味道
4、东航积分换的书。
5、我的童年yo。
6、成长中的五味料
7、重温儿时的读物，发觉当时感觉素雅诗意的文字现在看来倒有些浅显笨拙了，于是读的时候不那
么投入，像完成任务似的强迫自己读完这本小书。看到一些片段还是会难过唏嘘，比如秀贞母女相认
后却被火车撞死、宋妈勤勤恳恳照顾别人的孩子们四年后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溺水死去女儿也被送人
了、爸爸没来得及去英子的毕业典礼就去世了  
8、我一直想知道那个＂疯子和她女儿＂最后的结局
9、无意中发现的《城南旧事》的听书，结果就喜欢的停不下来。感觉每次听书，如果喜欢，就迫不
及待往后看去，往往就是听的速度赶不上我想要阅读的速度了。所以又花了0.99元去买了电子版。这
又是一本让我很喜欢的书，虽然读起来是那样让我觉得忧伤难过甚至好几次掉了眼泪，可是又迫不及
待的往下看，小英子，妞儿，秀珍，宋妈，妈妈，每个人都让我那么喜欢。一定要再仔细看一遍。
《城南旧事》看得我又忧伤又难过，尤其写到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妞儿、秀贞、那
个大叔、兰姨娘、宋妈、最后是爸爸，每个人都让她长大，却都离开了她。所以她最终不得不长大了
⋯⋯童年也结束了⋯⋯
10、总是很喜欢这种有老北京韵味的，有点凄凉的老北京..
11、真正打动人的，不在于绚丽的文字，而是细腻真实的情感。
12、挺好  挺好
13、整个下午都沉浸在林海音的回忆中，为着世事无奈却又处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而潸然泪下。“爸
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4、不管发生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童年好像还是孤独的，是孩子一个人摸索着过来的。
15、整本书都是在用小孩子的口吻在写。是啊！每当回忆起童年，心头就会泛起一阵阵温暖····
··
16、东西很好，买来收藏，嘿嘿！
17、初一买，高三才看完。晚自习看时挺有感觉。
18、这个故事我一生都无法忘怀
19、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
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20、好温馨的文字啊～
21、童年啊！北京。
22、林海音先生的名著，扣动心弦。
23、童年的院墙已然败落，藏好便是。难得林海音能这样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写作为孩子眼中的世
界。
24、稚嫩青春
25、感情太细腻了，读起来入胜
26、小学时候看过电影，读的时候想起了英子的大眼睛和小偷的厚嘴唇。
27、书中所述早已记不清，只是每每提及这本书，都会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
28、读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我看过了⋯⋯英子总是充满了好奇心。
29、以儿童的视角看成人的世界，语言生动活泼又暗含深意，有意思极了。我竟不知道上世纪的中国
有这么优秀的女作家。
30、几段故事，几个人，单纯地叙事，很纯粹，很真实。每一段故事都点到即止，所有的情绪或想法
大概都藏在了最后提到的那幅名为“迷途（Lost）”的画里了吧。淡雅悠长，值得再读！

Page 9



《城南旧事》

31、已读
32、温暖，朴实的小说。
33、美丽的心灵能看到美丽的世界
34、“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总是闪现初中班主任读这句
话的样子。责任落于肩头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长大，与年龄无关。
35、本书记录了作者童年的趣事。不是很能确定这样的文字是否真的适合儿童读？从她的文字里我看
到了秀贞不被认可的爱情，看到了兰姨娘的不检点，也看到了父亲不忠贞的一面，还有那个时代的无
奈：究竟该怎样定义“好人”“坏人”呢？佩服作者超凡的记忆力，童年的趣事仿佛未曾消失过一样
，一件一件映入眼帘。
36、单纯 质朴 干净
37、童年和骆驼队一起走了吗？妞儿和秀贞一起去找思康了吗？贼子和弟弟去看海了吗？兰姨娘和德
先叔生活得幸福吗？宋妈呢？爸爸的花还会再开吗？
38、补遗
39、语言朴素活泼，故事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40、童年的句号，孩子气的眼睛看世界。   用了一个下午读完，一个晚上写完了书评，我这是在考六
级的前两天啊
41、感人至深的一部文学作品。从课文《爸爸的花儿落了》来...
42、‘很喜欢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感受童年
43、读这本书也能回忆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44、太爱文中写的故事了
45、如果这是成长 我将怀念那些故事里的人
46、是否成长即离别？【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么写。我要写的是：“
我们看海去”。】【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47、说不上来，那些小时候的故事像初夏夜的青草芳香。惠安馆的疯子和那个快秃顶的小偷是印象最
深的，等长大了我们看海去。可是长大了他们都消失了。
48、聪明，美丽。
49、四合院 老街  旧城墙。我们无法去哪里，去看那种风景，去品那种时光。
50、林海音笔下昏黄遥远的童年，竟也读出了自己童年时的一丝影子⋯
51、文笔棒棒哒
52、视角很独特，感觉很不错
53、记忆温润流淌。
54、绘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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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城南旧事》的笔记-惠安馆

        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
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2、《城南旧事》的笔记-骆驼队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
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3、《城南旧事》的笔记-骆驼队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
总会吃饱的。

4、《城南旧事》的笔记-骆驼队

        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
趣。

5、《城南旧事》的笔记-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爸爸说: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6、《城南旧事》的笔记-第143页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能闯过去了。

7、《城南旧事》的笔记-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长大没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也一块儿失去了吗？

8、《城南旧事》的笔记-第81页

        他说的话，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大朋友，可以交一交，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海跟天一样，但是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孩子眼中的好坏仿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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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人眼中的更纯粹更合理。我们定义的坏人就真的那么坏吗？
我和宋妈同时到了家门口，便牵了小妹妹的手走进家门去，这时院子里的电灯亮了，电灯旁边的墙上
爬着好几条蝎虎子，电灯上也飞绕着许多小虫儿。茶几已经摆在花池子旁边了，上面准是一壶香片茶
，一包粉包烟，爸爸要在藤椅上躺好久好久，跟妈妈谈这谈那，李伯伯也许会来。这样的生活多好。

9、《城南旧事》的笔记-惠安馆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
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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