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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作者简介

　　玛丽·诺顿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童年主要在贝德福德郡的乡村庄园里度过，她的许多作品都以
此为创作背景。她毕业于修道院学校。年轻时，她当过老牌的老维克剧团演员。这个剧团以上演莎士
比亚的戏剧著称。1927年她与出生于船运世家的罗伯特·C·诺顿结婚，同丈夫-道到葡萄牙定居。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丈夫在海军服役，她和四个孩子住在美国。诺顿在1943年开始写童话。她的第一
本儿童文学作品《神奇的床捏手》就是在纽约出版的。后来全家回到英国定居。1947年发表了《篝火
与扫帚柄》。1957年这两本书汇集成一册出版。该书讲述三个小孩与一个想当女巫的英国乡村老处女
之闻的友谊。后来被迪斯尼电影制片厂改编为音乐影片。《地板下的小人》（《波德-家》）（1952）
是她的代表作，这是第一本以"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为主角的童话。获得同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1960
年又获得了路易斯卡·罗尔书籍奖。该作品使她成为战后英国儿童文坛上的主要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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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章节摘录

　　“你把这土豆糟蹋了，”她嘟哝说。“切开以后，就不能再在灰尘中滚回去了。”　　“噢，这
有什么?”阿丽埃蒂说。“那里土豆多着呢。”　　“说得倒好：多着呢。你明白吗?”霍米莉放下半
把剪刀，严肃地说下去，“你可怜的爸爸每次借一个土豆都要冒生命危险?”　　“我是说，”阿丽埃
蒂说，“我们的贮藏室里多着呢。”　　“好了，现在别挡着我的路，”霍米莉说着又在周围忙碌起
来，“不管怎么说，让我把晚饭做好。”　　阿丽埃蒂已经穿过开着的门走进起居室——壁炉已经生
起火，房间里看来又亮又舒服。霍米莉对她这间起居室十分自豪：墙上糊着从字纸篓里借来的旧信，
按—行行字撕成一长条一长条，垂直地从地板贴到天花板。墙上挂着几种颜色的同一幅姑娘时代的维
多利亚女王肖像，它们都是邮票，是波德几年前从楼上起居室写字台上的邮票盒里借来的。这房间里
有一个小漆盒，里面塞满布，盖子打开，他们用它做高背长椅；那常用的家具——个五斗柜，是用火
柴盒做的。一张铺着红天鹅绒台布的圆桌，是波德用一个药丸盒的木头底，下面支着国际象棋棋子马
的底座做成的。(这件事曾在楼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因为索菲姑妈的大儿子回家暂住，请教区牧师来
吃晚饭，饭后准备下棋，结果缺了棋子下不成。女仆罗萨·皮克哈切特为此被辞退。　　她走后不久
，发现还不见了别的东西，从那时候起，德赖弗太太总管一切。)马那只棋子——应该说是它的半身像
——如今站在角落里—根柱子上，看来非常神气，使房间有一种只有雕像能给予的气氛。　　壁炉旁
边，在一个倾斜的木头书柜里放着阿丽埃蒂的藏书。这是一套维多利亚时代喜欢印的微型书，但对阿
丽埃蒂来说，它们就像教堂的巨型《圣经》那么大。这些书中有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世界地名词典
》，包括最后的统计表；有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词典》，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技术的词条；有
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本莎士比亚喜剧集》，包括一篇评介作者的序；还有一本全是空页，叫做《备
忘录》；最后但不是最薄的，是阿丽埃蒂最心爱的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格言日记》，每天有⋯句格
言，这本日记有一篇代前言，是一个叫大拇指汤姆将军的小人的传记，他娶了一个姑娘叫默西·拉维
妮亚·邦普。本子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他们伉俪和他们的马车，马车的几匹小马和老鼠一样小。阿丽
埃蒂不是—个愚蠢的姑娘。她知道马不可能和老鼠一样小，但她不理解，大拇指汤姆只有两英尺高，
但对—个借东西小人来说就像—个巨人了。　　阿丽埃蒂从这些书学会了阅读，靠抄墙上那些字学会
了书写。尽管如此，她并不一直记日记，不过经常把那本日记拿出来，因为那些格言有时候能使她得
到安慰。今天这句格言就是：“知足常乐。”下面有一行：“嘉德勋位始于1348年。”她把这本日记
带到壁炉旁边，坐下来，双脚放在壁炉铁架上面。　　“你在那里干什么，阿丽埃蒂?”霍米莉从厨房
叫她。　　“写日记。”　　“噢，”霍米莉叫了一声。　　“你叫我干什么?”阿丽埃蒂问道。她觉
很保险；霍米莉喜欢她写；霍米莉鼓励任何能提高文化的事。霍米莉本人是个可怜的文盲，连字母也
不认识。“没事，没事，”霍米莉生气地说，乓的一声挪开锅盖，“待会儿再说吧。”　　阿丽埃蒂
拿出她的铅笔。这是支白色的小铅笔，拴着一根丝线，是从一张舞蹈节目单上扯下来的，虽然如此，
到了阿丽埃蒂的手里，这小铅笔就像是一根擀面杖了。　　“阿丽埃蒂!”霍米莉从厨房里又叫出来。
　　“什么事?”　　“在炉火上扔点什么好吗?”　　阿丽埃蒂用足力气拿起膝盖上的大书，让它竖
立在地板上。他们把燃料——煤屑和弄碎的蜡烛油——放在—个白锻芥末瓶里，用羹匙舀出来。阿丽
埃蒂只舀了几粒，翘起芥末羹匙撒在火上，不去盖没火焰。接着她站在那里取暖。这是一个可爱的壁
炉，是阿丽埃蒂的祖父用马厩一个旧苹果汁榨取器的嵌齿轮做的。嵌齿轮的辐成星状地向外张开，火
位于中心。上面是个烟囱，用—个颠倒的小铜漏斗做成。　　　　“嘘，”波德轻轻地说，“别那么
响。”在他们头顶上，地板格格响，沉重的脚步不慌不忙地走来走去。他们听见德赖弗太太的嘟哝声
和火炉用具的噼哩啪啦声。“这个炉子真讨厌，”他们听见她说，“又吹东风了。”接着他们听见她
抬高嗓子叫道：“克兰普福尔厂　　波德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地板；阿丽埃蒂哆嗦了一下，用皱
被单把身体裹得更紧；霍米莉慢慢地吸了一口长气。她忽然抬起头来。　　“孩子的话是对的，”她
果断地表示。　　刚丽埃蒂的眼睛张大了。“噢，不⋯⋯”她开口说。听说她是对的，她大吃一惊。
对的总是爸爸妈妈而不是孩子。孩子可以信口开河地说，阿丽埃蒂知道，乐就乐在把话说出来——不
过她一直知道他们说了没事而又是错的。　　“你瞧，波德，”霍米莉却只管说下去，“你和我不同
。曾经还有别的人家，还有别的孩子⋯⋯住在碗碟室里的盥洗盆家，你记得吗?还有住在磨刀机后面的
那家人——现在我把那家人的姓忘记了。还有扫帚柜家的男孩们。还有那条马厩地下通道——你知道
，就是水落管家用的。你可以说，我们曾经自由自在得多。”　　“啊，是的，”波德说，“可以这
么说。但自由自在给你带来什么呢?”他说不准地抬起头来说。“他们如今都在哪儿了?”　　“我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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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不怀疑，他们有些人可能已经改善了他们的生活，”霍米莉尖锐地说。“整座房子里时代变了。他们
不再捡东西了。你记得吗，当挖沟埋煤气管时，有人走了。走过牧场，穿过树林。这种管道使他们可
以走到莱顿·巴扎德。”　　“可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什么呢?”波德不客气地说。“堆积如山的焦炭!
”　　　　“门厅的垫子!”阿丽埃蒂跟着重复了一声。　　“对，她对克兰普福尔说，一连三天，那
男孩把门厅的垫子都动过。她说，看地上的灰尘和他把它们放回去的样子，她可以断定他动过了。我
担心的就是门厅，因为你和你爸爸在那里⋯⋯你怎么啦，阿丽埃蒂?你的脸没有理由变成这个样子!现
在来吧，帮我把家具搬开，我们来把地毯铺下去。”　　“噢，天啊，噢，天啊，”阿丽埃蒂一面帮
她妈妈把五斗柜的火柴盒拿出来，一面担心地在心里叫道。“他接连找了三天，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现在他要不找了⋯⋯再也不找了。”　　那天傍晚，她在厨房管道底下一张凳子上站了好几个钟头
，装作是在练习得到“一个感觉”，实际上是听德赖弗太太和克兰普福尔的对话。她听到的是，德赖
弗太太的脚把她折腾得要命，真可惜她去年5月没有及时听医生的话；她说克兰普福尔还可以喝一点
，因为地窖里的酒她一辈子也喝不完；他们可别想她会单手去擦二楼的窗子。但在第三天晚上，就在
阿丽埃蒂趁　　还没有因为站累而失去平衡摔下来，从凳子上爬了下来时，刀听到克兰普福尔说：“
如果你问我，我要说他有一只白老鼠。”阿丽埃蒂屏住她的呼吸，很快又重新爬上了凳了。　　“一
只白老鼠!”她听见德赖弗太太尖声大叫。“那还了得?他会把它放在哪里?”　　“这我可不愿意说，
”克兰普福尔用他隆隆的声音说，“我只知道他到帕金河那边去，走遍所有的草埂，找遍所有的兔子
洞。”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德赖弗太太说。“你的玻璃杯呢?”　　“只要一点就够了，”克
兰普福尔说“这甜蜜的东西—直落到你的肝里——不像啤酒，一点不像。是的，”他说下去，“他看
见找拿着枪走过去，马上装作在从树篱那儿掰下一根树枝。可是我能看到他，听见他叫。他把嘴巴对
着兔子洞叫。于是我相信他弄到了一只白老鼠。”这时传来一声咕嘟，好像是克兰普福尔喝了一口酒
。“是的，”他最后说，阿丽埃蒂听到他放下玻璃杯，“一只白老鼠，叫什么叔叔的。”　　阿丽埃
蒂猛地一摇晃，连忙挥动着手臂使身体平衡，但随即从凳子上落下来。凳子向旁边一滑，咔嚓一声，
碰到了五斗柜，翻了个身。　　“那是什么声音?”克兰普福尔问道。　　上面一片寂静，阿丽埃蒂屏
住了呼吸。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德赖弗太太说。　　“是有声音，”克兰普福尔说，“在地
板下面，就在炉子那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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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者的话　　世界上“鬼”真多，有各种各样的“鬼”，有好的，有恶的。但不说大家也知道，
世界上其实没有鬼，都是人想象出来，或者说是创造出来的，它们可以说是些童话人物。我就想起我
小时候在广州，听过许多鬼故事，知道许多种鬼，其中有一种鬼最不可怕，反而使人觉得好玩，它叫
做“摄青鬼”。“摄青鬼”专门偷人们家里的东西，说是鬼，连鬼的样子也没有，因为它无影无踪，
谁也看不见(在故事里就是谁也看不见!)。我们不见了东西，就说：“准是给‘摄青鬼’摄走了!”这种
“鬼”的创造真可以说源自生活，因为我们常常会不见一些小东西，　　铅笔、橡皮什么的，又没人
拿走，会到哪里去了呢?没办法，只好想出个“摄青鬼”来，说是给它摄走了。越是没头脑的人，遇到
“摄青鬼”的机会越多。“摄青鬼”不是个童话人物吗?　　现在这部童话，写的是地下住着一种小人
，专门拿走地面上人类的东西，以此为生。他们自称是借用，所以被称为“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你
们说这种人是不是跟我们广东民间故事中的“摄青鬼”有点相似?我真想把这种“借东西的地下小人”
译成“摄青鬼”，无奈“摄青鬼”只有广东人懂，你们如果不是广东人，就一定不知道。所以这个名
称用不上，我倒有点觉得可惜。但作者创造这一种童话人物，与广东民间故事创造出“摄青鬼”来，
道理是一样的。作者在童话中阐明了：如果没有“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为什么妈妈一辈子里买了那
么多针啊什么的，却一一不知去向呢?这种童话人物小朋友太容易理解了，所以这本童话特别受到小读
者　　的欢迎。　　这本童话原名《借东西的地下小人》(The Borrowers)，作者是英国儿童文学女作
家玛丽·诺顿(1903—1992)。她年轻时当过英国老牌的老维克剧团的演员，这个剧团以上演莎士比亚
的戏剧著称。她在1943年开始写童话，1952年写出了第一本以“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为主角的童话，
就叫《借东西的地下小人》，获得同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1960年又获得了路易斯·卡罗尔书籍奖(路
易斯·卡罗尔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由于这部童话大受欢迎，作者接下来又写了四部。
大家读完这本书，一定会担心那些被人类追捕的小人的命运，急于想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这种心情
也正是它当初出版时小读者的心情，因此他们恳求作者继续写下去。如今小读者可以放心，这些小人
活下来了，他们在野外冒过险，在旧皮鞋里安过家，又坐船在小沟里漂流过。第五部，也是至今为止
的最后一部“借东西的地下小人”故事，作者是在1971年写的。　　“借东西的地下小人”在英国家
喻户晓，据说已经成为他们民间故事中的童话人物。那么，我说我们广东民间故事中的“摄青鬼”是
一种童话人物，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　　再说一句，这部童话不久前还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拍成了电
影，已经有碟片，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保管大家会看得快快活活。　　任溶溶　　19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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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编辑推荐

　　作者在童话中说："如果没有"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为什么妈妈一生买了那么多的针啊线啊什么的
，却一一不知去向呢？"这种童话人物小朋友太容易理解了，作者共写了四部续集，这套作品深受英国
儿童的欢迎。"借东西的地下小人"在英国已家喻户晓，成为他们民间故事中的童话人物不久前，这部
童话已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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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下的小人》

精彩短评

1、M姐~
2、每个人都想逢着这样的小人，也许郑渊洁的《罐头小人》就来源于此，可以换钱，却换不来永久
的流传。
3、很神奇很悲伤的小故事
4、任溶溶啊.太好了~
5、你们现在还在么，是不是长大了的我们就找不到你们了。和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很像，他们
在通风管道里爬来爬去还要小心老鼠，只是不记得名字了。在童年时候都有过深深的寂寞吧，所以也
有可能是在寂寞时候想出一个陪自己玩的人？呵呵~可是我却隐隐相信，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不然何
以绑头发的皮筋、冰箱上的冰箱帖、发卡、甚至l6的遥控器在小小的家里永远都寻不到了呢⋯⋯
6、看过宫崎骏的动画才找到这本原小说，不太厚，1小时多就可以读完不过作者的想象力真丰富，相
当不错！暗暗希望我家的地板下也能住着这么可爱的小人儿~
7、你能看见那些可爱、忙碌的借东西小人吗？
8、童年伙伴
9、这本也是！童年的回忆。要不是宫崎骏那个阿丽艾蒂，我差点忘了这些怀念多年的老朋友！
10、等7月 这书就得又火了
11、有插图，但整体不及译林版。不晓得肖毛怎么译“人渣子”，记得他注解了小人们不合理的名字
。阿丽埃蒂和男孩的初次交谈好传神，急切的、孩子气的炫耀，交换一鳞半爪的见闻，似是而非的、
关于世界的谬论；而男孩的“慷慨”和霍米莉渔夫老婆式的贪心也颇微妙。大人看童话太多心~

12、这个和水孩子等，都是同时出版的，我是毫不犹豫就买了！上海译文的书我看见就手痒。
地板下的小人，小的你平时注意不到，他们靠借东西生活，借我们这些人的东西，所以，你要经常把
一些东西放到他们能够到的地方，和他们和平相处！
13、我几乎忘了他。
14、身旁的人都在讨论生第二个小孩，感觉是第一个是哥哥后面无所谓，妹妹或弟弟都会很直爽；而
第一个是女孩，她们会比较敏感，如果这个姐姐性格又很bossy，弟弟就很听话，长大不会太有主见，
这时呢爸爸的影响力就太重要了。
15、最早看的版本是被收在浙江少儿出版社的“幽默儿童文学”系列里，叫做“借东西的地下小人”
啊啊啊，再也找不到的经典版本
16、想象一下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做它的道具师会是一件多么多么多么有趣的事⋯⋯
17、牙刷兄弟？海绵宝宝？
18、整理藏书时，又找到一本小时候读过的童书，猛然发现我那时偏爱此类怪诞的故事，呵呵。
19、童话也是现实，所以我喜欢看童话文学。
20、为什么没兴趣看完呢？
21、（分割线）
22、借东西的小人阿丽埃蒂的创意出处。奇妙而和谐。
23、任溶溶 借东西的地下小人
24、超赞，小时候看得中了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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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乡间有一些幽静、偏僻的旧屋，屋里通常只有年迈的主人和几个仆人，日子过得刻板、寂寞，
据说这样的屋子，是传说中地板下小人的至爱居所，不过，这样的屋子越来越少了，爱随便走来走去
的孩子或者猫、狗都会无意间发现小人的秘密，所以，小人们渐渐消失在野外⋯⋯不管成年人对地板
下小人的传说是多么不屑一顾，孩子们总还是相信的，或者说孩子总是希望世界是神秘、五彩斑斓的
，尤其是一个住在古宅里的寂寞的男孩子，没有伙伴，他整日在老屋里游荡，翻动卧室里那些乱七八
糟的破旧东西，敲打时钟后面的护壁板，端详那高出来的石板，于是，他开始想象着在地板下藏着一
些像自己一样生活着的小人——他们用废信糊墙，邮票成了装饰画，药瓶盖当凳子，火柴盒做五斗柜
，吸墨纸成了最好的地毯，别针是门闩，也可以当晾衣绳；澡盆也有，是个小盖碗，冷热水呢？他们
用管子接上了上面厨房的锅炉！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趁人不备，向上面的人“借来”的。哦，对了，
他们还是安逸、幸福的一家人呢，日子虽过得简陋，倒也衣食不愁。爸爸是鞋匠，妈妈操持家务，唯
一的一个女儿爱读书——想象如一株疯长的植物伸展出无数的枝蔓，而且愈发繁茂，地板下的小人像
真的存在过，不不不，他们的确存在于他苍白的生活中。爸爸是波德，妈妈是霍米莉，女儿是阿丽埃
蒂。做爸爸的虽然上了岁数，腿脚不灵便，但任劳任怨，变着法儿上去“借东西”充实家里；勤劳的
妈妈像所有女人一样爱慕虚荣，希望能有更漂亮的地毯，更丰盛的晚餐，甚至喜欢一个毫无用途的装
饰柜子，她老打发爸爸上去借这借那，过后又心疼他会被人“看见”。阿丽埃蒂对上面的世界充满了
好奇和向往，她也很孤单，没有人能理解她，和她说话。他和阿丽埃蒂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院子里的
草坪上，被“看见”的恐惧过去后，他们成了朋友，一起读书、聊天，他帮她给叔叔家带信，还给她
家里搬来了玩具室里的全部家当——一套维多利亚式的小家具，妈妈乐得要开舞会。有朋友相伴的时
光总是甜蜜又短暂的，终于有一天，厉害的女厨师发现了地板下一家人的秘密，叫来了警察和狗，要
把他们像耗子一样给消灭掉。他终归只是个孩子，没有办法保护朋友，只能冒险弄开了通风格栅，为
他们打开一条生路⋯⋯想象和现实之间，也许只有一条模模糊糊的细得不能再细的界限，现实和想象
之间也许其实并没有界限，拥有孩子的心灵就能自如地穿梭其中⋯⋯又及：其实这本书读了真的会很
难过，地板下的小人，过着和上面世界里的大人一样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浪漫，他们穷困、拮据，艰
难地维持着“体面”的生活，小心眼地和别人比较着，像极了狄更斯笔下雾都底层的人们，——小孩
子会喜欢看吗？那些对困窘生活的细致描写？但也许他们会从那个寂寞的男孩子，那个同样寂寞，并
渴望阳光的阿丽埃蒂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固执地认为，它不是童话。　　　　 
2、真是太喜欢这本书啦!那天晚上背着爸爸妈妈,花费了好多时间终于看完了.故事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
过的&lt;黑母鸡&gt;.开始的时候温暖得不得了,我都有一点点要晕啦~像过家家一样.然后急速旋转,故事
一下子起了变化,大人们的参与,使所有的美好都碎掉了.阿丽埃蒂又会在那里现在?她会不会依然沉醉于
天空?我不知道,结尾的时候作者什么都没说.就是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惆怅,措不及防覆盖了我.
3、摄青鬼 ......呵呵  躲在人家房梁上看看这个世界 有多大？想想这个房子 有多大？摄青鬼嘻嘻躲在自
己小屋里 想想这个世界 有多小？看看这个房子 有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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