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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前言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19世纪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海伦
·凯勒。”如果说，拿破仑是战场上的胜利者，是叱咤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乱世枭雄；那么，海伦·
凯勒则是生活中的勇士，是拒向命运低头、立志驱除人生黑暗的光明使者。　　20世纪初，当两位不
寻常的女子身影游走于世界各地，出现在各个大、小演讲台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演讲时，听众
无不为演讲者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震撼、动容——她们中的一位又盲又聋又哑，演讲
时需要摸着另一位的喉部；一位视力半盲，演讲铿锵有力。前者即是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演讲者海
伦·凯勒，后者则是在她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陪伴了她近五十年的安妮·莎莉文老师。　　88年的
人生岁月中，海伦·凯勒仅在生命的头19个月拥有光明和声音，一场突发的急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
力，不久后她又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从此海伦·凯勒跌入了黑暗与孤寂之中。然而，这样一位在视力
、听力和说话能力上都有严重障碍的重度残障者，却在老师安妮·莎莉文的教育和帮助下，凭借坚强
的意志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克服了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说话，并在24岁时以
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四年的学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的盲聋人。之后，她又致力于盲聋人的公共救助事业，为改善盲聋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安妮·莎
莉文老师的陪伴下奔赴世界各地，创立慈善事业，积极为残疾人造福。除此之外，她一生还勤于写作
，共创作了14部文学作品，其中在大学时代写下的自传性作品《我的生活》，出版后即在美国引起了
强烈反响，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她也因此而赢得全世界的尊崇，被视为20世纪
最富感召力的作家之一。命运给予她不幸，她却并不因此而屈服于命运，她凭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和对幸福快乐的执着追求，奋勇与命运抗争，并最终冲破人生的黑暗与孤寂，赢得了光明和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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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内容概要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文章中，海伦·凯勒以一个身残志坚
的柔弱女子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的渴望、珍视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深切关爱，并同时规劝身体
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现今所拥有的一切，关爱人生，关爱他人。“我只看我拥有的，不看
我没有的。”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海伦·凯勒在87年的无光无声岁月中，将别人眼中的光明当
作自己的太阳，将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自己的乐曲，将别人唇边的微笑当作自己的欢乐。面对命运对
她的不公待遇，她回报世界的是博大无私的爱心。 也让我们跟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跟随海伦·
凯勒的心，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之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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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作者简介

　　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年〕，美国盲聋女作家。她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
个小镇。出生19个月时，一场大病使她丧失了视力和听力。　　　海伦6岁时，充满爱心的莎莉文老师
走进了她的世界，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莎莉文老师教海伦学习手语与人沟通，帮助她开启了走向世
界的心灵窗口。求知欲旺盛的海伦，从不向身体的残缺屈服，为了认识这个美丽的世界，她学习多种
语言文字；为了能够更直接地与人沟通，她克服听力障碍学习说话。她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说话
，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四年的学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
丁、希腊等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　 　　不但如此，她还为改善盲聋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四处奔波，
走遍了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和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广筹善款，创立慈善机构；积极为
残疾人造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她一生还勤于写作，共创作了
十四部文学作品。写成于1933年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著作，最早
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被多个国家收录在大、中、小学教材里。她赢得
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
英雄偶像之一。 　　海伦的一生是快乐、充实而卓越的，她把无声无影的幽闭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灿
烂辉煌。今天，海伦·凯勒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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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书籍目录

第一章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阳光明媚的日子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快乐寻找光明爱的摇篮新生觉醒
怀念慈母走出黑暗与寂寞(精读)品尝声音触摸色彩(感官悟语)第二章希望就躲在绝望的背后哑巴哑巴
，开口说话万里晴空的一朵乌云——《霜王》事件没有声音的语言(精读)不服输的人鼓起勇气上台演
讲意外的惊喜我们神圣的责任战胜自己(精读)希望之光(心灵低吟)第三章鼓满信心风帆驶向成功彼岸
喜悦和惊奇(精读)拍摄电影剧院生涯热烈的反战运动睁开内在的眼睛我的信仰在我沉寂的思想中演讲
词关于信心的短章第四章知识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读完的第一部书——《小贵族》学海无涯世界博览会
剑桥女子学校再学两门外语(精读)备考大学入学大学生活文学，我理想的乐园知识决定命运(短章)第
五章拥抱生活亲近自然亲近大自然难忘的圣诞节波士顿之行拥抱大海秋天记实这个冬天有点冷享受生
活看戏快乐教育(精读)追求美好第六章用爱及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感谢那双双托满阳光的手怀念贝尔博
士约翰赫慈遇见马克吐温对斯韦德伯格的研究爱的福音友谊和生命(精读)感谢生命感谢生活第七章创
造奇迹的人离开家乡短暂的快乐时光扫帚星救济院我要上学第二个机会为学校抹了黑充满活力的青春
初次见面小暴君早餐会战单独训练神奇而美妙的水良好的开端学会道歉(精读)柏金斯盲人学校华年似
水第八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精读)海伦·凯勒小传海伦·凯勒生平年表海伦·凯勒
名言录海伦·凯勒著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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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　　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的家族先辈起初来自瑞典，后来
移民并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的一位祖先竟然还是位聋哑教育专家呢!估计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都禁不住
要感慨一番：人生无常，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　　我的祖先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喀姆比亚镇买了土地
，算是安顿下来，整个家族开始在这里定居，繁衍生息。那时候由于地处偏远，祖父每年都要特地从
塔斯喀姆比亚镇骑马到七百六十英里外的费城，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日常用品、农具、肥料和种籽
等。每次祖父在去往费城的途中，总会写回家信报平安，信中对西部沿途的景观以及旅途中所遭遇的
一些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动的描写。直到现在，大家依旧喜欢不停地翻看祖父留下的书信，就好
像是在看一本历险小说，总也读不够。　　在我生病失去视觉、听觉之前，我们住的屋子还很小，总
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屋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屋子。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一般会在自己的住址旁再加
盖一间屋子，以备急需之时用。南北战争过后，父亲也盖了这么一间房子，他和我母亲结婚后，就住
进这个小屋。小屋被葡萄秧、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远处看去，很像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
小阳台也就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　　祖父和祖母所住的房子
离我们这儿不过几步远。由于我们家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所以邻居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
”。这里，便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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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编辑推荐

　　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靠心灵去体会，海伦‘凯勒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之
美。《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将海伦·凯勒的伟大经历与平凡故事给予了最完美的结合。　　马克·吐
温曾说：“19世纪有两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是拿破仑，另一位是海伦·凯勒。”　　我的身体虽然不
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就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
吧！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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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精彩短评

1、经典励志自传。
2、这本书是海伦.海勒在她没有光明和没有快乐的时候写的书，这本书可以帮助你从黑暗中走出来，
所以很好看，不知你看后有何评价。总之你去享受一下这本书中的乐趣吧！
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看他们的善良、淳朴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我要
长久的凝望我的老师，看看她的嘴巴和鼻子，以及她身上的一切。第二天，我要看光的变幻莫测和日
出 ，看看日出是怎样落下去的，它要奔向何方。看完日出，我想去探索与研究。我将奔向城市，去看
看那些有名的艺术馆。第三天，我还要看日出。因为，这将是我能见到光明的最后一天。我要和普通
人一样，去为了生活而奔波。以一个盲人的身份想象如果自己能够有三天的时间看到世界，将会去做
哪些事——包括去看看帮助过自己和爱着自己的人，以及去感受自然，品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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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精彩书评

1、《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文章中，海伦·凯勒以一个身残
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的渴望、珍视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深切关爱，并同时规劝
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现今所拥有的一切，关爱人生，关爱他人。“我只看我拥有的，
不看我没有的。”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海伦·凯勒在87年的无光无声岁月中，将别人眼中的光
明当作自己的太阳，将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自己的乐曲，将别人唇边的微笑当作自己的欢乐。面对命
运对她的不公待遇，她回报世界的是博大无私的爱心。 也让我们跟随... 展开&gt;&gt;《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文章中，海伦·凯勒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
角，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的渴望、珍视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深切关爱，并同时规劝身体健全的人们，应
珍惜生命、珍惜现今所拥有的一切，关爱人生，关爱他人。“我只看我拥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正
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海伦·凯勒在87年的无光无声岁月中，将别人眼中的光明当作自己的太阳，
将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自己的乐曲，将别人唇边的微笑当作自己的欢乐。面对命运对她的不公待遇，
她回报世界的是博大无私的爱心。 也让我们跟随本书，跟随海伦·凯勒的心，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
之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作者介绍：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年〕，美国盲聋女作家
。她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出生19个月时，一场大病使她丧失了视力和听力。 　　海
伦6岁时，充满爱心的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世界，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莎莉文老师教海伦学习手
语与人沟通，帮助她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心灵窗口。求知欲旺盛的海伦，从不向身体的残缺屈服，为了
认识这个美丽的世界，她学习多种语言文字；为了能够更直接地与人沟通，她克服听力障碍学习说话
。她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说话，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 展开&gt;&gt;伦·凯勒〔Helen Keller
，1880——1968年〕，美国盲聋女作家。她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出生19个月时，一
场大病使她丧失了视力和听力。     　　海伦6岁时，充满爱心的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世界，从此改
变了她的人生。莎莉文老师教海伦学习手语与人沟通，帮助她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心灵窗口。求知欲旺
盛的海伦，从不向身体的残缺屈服，为了认识这个美丽的世界，她学习多种语言文字；为了能够更直
接地与人沟通，她克服听力障碍学习说话。她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说话，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
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四年的学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五种文字的著
名作家。    　　不但如此，她还为改善盲聋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四处奔波，走遍了美国和世界各地；
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和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广筹善款，创立慈善机构；积极为残疾人造福，把自己的一
生都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她一生还勤于写作，共创作了十四部文学作品。写成
于1933年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著作，最早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
刊》上，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被多个国家收录在大、中、小学教材里。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
，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    　　
海伦的一生是快乐、充实而卓越的，她把无声无影的幽闭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灿烂辉煌。今天，海伦
·凯勒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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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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