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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人类同属于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动物、也是人类久远历史中最为排斥、诅咒的野生动物——狼，真像
传统观念中说教和描绘的那样，不可接触、不可交往吗？
狼对人真的只有残酷无情和危害祸患吗？
　　《见证狼之初》按照实地跟踪采访见闻及感受、手记的自然顺序，立意、叙述、描写、结构全书
，意在尊重、维护狼的本来面目，告诉读者朋友们一个原生态的事实，一个具有普遍性思考、玩味、
欣赏、珍藏和借鉴价值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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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庆华，1953年生。
辽宁锦州人。

    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毕业。
长期从事业余、专职新闻及文艺、公文写作，担任多家中央、省级媒体通讯员、特约记者。
全国独家《电影与效益》报主创人。
当过工人、教师、县（市）党报记者、编辑，历任市电影公司经理办、市文明办秘书，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秘书，辽宁省政府机关报《辽宁经济日报》记者站长，新华通讯社辽宁锦州记者站副站长、站
长。

    近二十多年来，直接在《农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改革报》、《中国经济导报》、《中
国市场经济报》、《辽宁日报》、《辽宁经济日报》和《嘹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四十多家
中央、省级重要党政报刊和新华社内参，新华网、人民网、中华网等发表《朴实筑起的辉煌》、《钢
骨变奏曲》等纪实文学及调查报告共二百多万字。
其中有两篇报告文学、一篇论文获国家级一等奖。
有的获省级奖，获市级奖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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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的话第一篇  流落民间的母狼崽　1.引子  　2.奇怪的爪印　3.被冤枉了的大公狼　4.三年以后　5.无
意引来的狼祸　6.纪刚点津，追踪采访　7.不像农民的农民　8.天赐良缘　9.青梅竹马　10.初露本能
　11.灵性　12.忘情于大自然　13.为主人探路　14.陌路英雄　15.冲轨救人　16.雪野深情　17.遭遇山猫
　18.囱前明“月光”　19.绝对“发情”　20.绝对“婚配”　21.无果花　22.初潮　23.“小别胜新婚”
　24.喜悲交加，初为狼母　25.狼口夺崽　26.靶场内外“猎”与“情”　27.拍下真实告人间　28.绝密
曲折的报道之路　29.11年后，不尽的情思　30.曾经点乱鸳鸯谱　31.曾经咬死亲生骨肉　32.久远初衷
的由来　33.原来是逼上梁山　34.狼祸，还是人祸？
　35.“狼祸”启示录第二篇　母狼“二世”的传奇　1.逆境成才　2.海空啸天犬　3.烽火英雄会第三篇
　探悉狼之初　1.狼之初，性本善　2.狼在处世上的总体风格　3.狼与狗牲格有什么不同？
　4.感受役用狗第四篇　谁是谁非　1.动物没有思维吗？
　2.人与狼冲突的起因和公式第五篇　欣慰与景仰　1.狼被列入国家有益野生动物保护系列　2.一个土
著草原人的忏悔　3.人类生态保护的前奏和先导，领先世界科学家21年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狼之初>>

章节摘录

　　第一篇 流落民间的母狼崽　　1.引子　　金宁家里，挂着几幅与通常照片内容不同的放大了的黑
白照片。
　　照片底端标出的题目是：《和睦家庭》。
照片上的主人公，是有史以来就被人类所深恶痛绝到了极点的野生动物——狼，宠爱到了极点的家养
动物——狗，与它们的婚姻结晶——狼狗崽，和主人祥和共处的情形。
　　在阳光下，在夜幕降临前，及至在起夜时的驻留片刻，金宁也都时常望着照片上的主人公们遐想
、出神。
他从心里往外喜欢和欣赏自己这张年轻时候的新闻摄影作品。
　　当地，省城，京城，一些文化品位比较高并且很有身份、很有名气的朋友见了，也都不约而同地
感叹道：“这个照片可太珍贵了，恐怕在全人类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珍品。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显得珍贵。
”　　这张照片的确来之不易。
它记录着金宁的一次奇特罕见、曲折多舛而结果又非常幸运的采访经历。
当然，更主要的，是对它所包含的思想、文化、生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和看重。
　　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L西某地山区和城郊的一个村子。
　　当年，金宁曾经对故事中的部分重要情节做过报道，报道还在国内外引起挺大的轰动，甚至成为
当代中国第一个报道“人与狼共处”现象的独家新闻，并被载入《中国奇闻专著》一书。
　　而今，让金宁总还不甘心的也正是因为当年受客观因素所限，故事中还有很多别的宝贵情节都还
没有得以披露。
如今，应该把它们再系统完整地告诉给朋友们才对，才心安理得，不留遗憾。
它使金宁终于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要把自己这独特的感受诉诸笔端。
还要写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间接知道的和另行直接采访到的人与狼的其他许多不寻常的真实情感
故事⋯⋯，狼与狗结合所生后代的重情、精灵、勇武⋯⋯　　2.奇怪的爪印　　时光倒流到公元20世
纪80年代初。
　　大地上，生机勃勃，绿野如茵，景色宜人。
　　在L西一处起伏不平的半丘陵、半山坡地带，金宁随着宁城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磊一行，乘坐
着日本三菱面包车，掠过乡村公路两边的原野、果园、谷浪、棚室、玉米群、高粱丛、杨树排、柳树
行，一座座纵横交错的乡企、村落、农房，去改革后经济比较富裕的金门公社，采访“社改乡”工作
。
　　夜晚，住在位于金门屯的金门公社的平房办公室里。
第二天清早起来后，金宁洗漱完毕，像往常一样，到屋外去散步、健身。
行走中，他蓦然间看到：公社院里被雨水浇过后较为干硬了的地面上，由北向南出院门，有长长的一
趟硕大的爪子印；有点像猫的爪印，又有些像狗的爪印，但金宁看得出，它肯定不是猫的爪印，也不
是狗的爪印。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
金宁的好奇心被打动，就又转过身来，顺着爪子印继续往北走着看，正走到金宁自己昨晚上住的屋子
的窗台前。
一看，窗台上也有几个爪印，金宁就有些惊讶了。
　　在公社食堂里吃早饭的时候，金宁就问公社里的几个同志。
他们一听，情绪陡然间高涨起来，就连厨房里的大师傅也不由得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向金宁诉说起来
：“哎呀！
小金哪，你还真是问着了！
这两天，我们这儿可发生了一个大新闻哪！
”　　此时，另一个同志赶忙对金宁说：“这是前几天一条被打死的大公狼的爪子印！
这是多少年都不遇的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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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平静的年代里竟然能碰到狼，可真是不容易！
　　金宁的探究心理更强了。
就又急忙往下问：“咋的了？
在哪里打死的？
”　　“是狼半夜跑到前边住的社员张树民家的屋里去了！
被用枪打死了！
扒皮啦！
好险哪！
正琢磨着让哪个记者来写这事呢！
”　　听了这些，金宁就更来神儿了，决定要去探个究竟。
　　怀着急迫的心情，走出公社大院百八十步远，金宁来到公社左侧的供销社路南，到了一个坐北朝
南的青灰色砖墙平房的后园子。
　　园墙二尺来高。
园子北边的墙垛挨着路边，是用灰白色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码成的。
南墙门对着黑色的屋后门，已脱落了几块石头的南墙右端，与西墙左端形成的墙角下，零乱地散布着
不少颜色红白相间的鸡毛、鸭毛、鹅毛；墙上和地上残留着一些黑里泛红的血迹。
　　屋主人张树民迎出门来，告诉金宁说：“这是前些天，从西北金山厂（军工）那边过来的狼祸害
鸡鸭时整的。
”　　外屋的房梁上，悬挂着那个大狼的皮，黄白色。
　　瞬间，勾起了金宁心中一连串的快速思索：从小到大，从书本到现实，无数次听到过人们说狼。
狼，几乎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着迷的经久不衰的话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个神秘莫测的精
灵。
　　每当谈起狼的事，讲者总是兴奋不已、津津乐道，以一知半解为荣耀；听者总是往前挤，支楞着
耳朵，唯恐有什么东西没有听到；传者总想一吐为快，见熟人、逢场合便说，生怕别人不感兴趣，不
被吸引。
当中，虽然几乎谁都会轻意地骂它、咒它，但又几乎都有点怕它，有点敬畏它。
总想见到它，可又担心见到了，它会怎么样。
都想看看它到底什么样？
　　可是说到最后，真正见到过狼的也没有多少人；而长时间和狼共处过、对狼熟悉和了解得很多的
人，就几乎更没听说过了。
　　人们对狼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所有动物的兴趣。
　　多少年来，人们对狼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情状中，带着这样的复杂心态过来的。
　　可是今天，自己却见到了真的狼皮了，幸运啊！
　　3.被冤枉了的大公狼　　那天吃完晚饭后，张树民又在院里忙到10点多钟。
在前院给骡子拌好了草料后，回到屋里，很快就躺下睡着了。
　　睡得正香，约莫到半夜11点多时，突然听到一阵“哐、哐”的声响，他一惊，醒了。
困惑中一想，声响可能是骡子碰动石头制作的饲料槽子发出来的，就没在意，又睡去了。
　　可刚睡着不一会儿，又听见响声，他睡不着了。
勉强打起精神，细一听，他觉得声音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像是从屋门上传出来的。
他就挺起精神来了，警醒地随口问了一声：“谁？
”没有回声。
他心紧了一下，觉得有点奇怪，便赶忙抓起手电筒，小心翼翼地去开门。
　　刚向外屋地上一照，“‘轰’地一下，我的头大了起来！
”老张说，“一条像大狗一样的东西，正趴在地上盯着我！
两只眼睛像小绿灯泡似的，非常吓人！
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扑通’、‘扑通’的直蹦！
”　　它可能是被突然射来的手电光惊住了，没有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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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状，张树民飞快地用双手合上门！
　　惶惑中，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过几个问号：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是怎么进来的呢？
难道忘了关门了？
两扇门刚合上，那个东西便又在门外猛烈地推搡门。
此时，他感到浑身酥软，直发麻。
他怕用手推顶不住门，上不了门闩，便只好猛地转过身来，用后背死死地靠住门！
　　这几天，两个上学的孩子都放假串亲戚去了，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在家。
　　他尽量地稳住神，叫醒妻子，帮自己插上门闩后，又叫妻子赶快上炕，隔着前窗玻璃，向外面喊
在东屋住的弟弟张汝香救助。
张汝香听到喊声，起身爬上院墙头，听张妻说明了情况后，就急忙悄悄地从墙上爬到房顶，又从房上
一直走到西头，跳下房，找来了住在西边的邻居张汝华；接着，两人又一起趁着月色跑到北边50米开
外，找到了有猎枪的叔伯弟弟张庆山家。
　　张庆山找到打猎用的长筒手电交给张汝华后，自己又连忙从墙上摘下了猎枪。
三个人一同飞跑到张树民家的前院屋门外。
他们到窗户根下，先用舌尖舔破了糊在外面的窗户纸，从纸孔中往外屋地上一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
、似小驴驹子大小的东西，头朝里屋门，直愣愣地盯在那里，小绿灯似的吊眼，怒目圆睁，放射着凶
光！
　　他们从眼睛上看出，那是一只大狼！
怎么办？
他们都很紧张，不敢稍有闪失。
他们怕万一打不准就糟了。
因为，两天前，张庆山曾到外地打了一次猎，回来后只剩有两颗子弹。
要是打头，头小，好晃动，不好打。
万一子弹打完了，打不着，就麻烦了。
想来想去，只有在狼走神时，瞄准了，将其一枪毙命。
最后，他俩决定：找机会，打狼的右胸部。
因为右胸部面积大，又正好对着窗口，好打。
　　终于，狼坐起来，喘息了！
　　为了不让它有察觉和反扑的工夫，张汝华就先从外屋窗孔处，悄悄地把长筒手电头对准狼。
接着，他突然间打开手电，一道强光倏地闪射到了狼的右侧！
狼一见强光，“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张庆山借着手电光，迅速地朝狼的右胸部瞄准。
只听“砰”地一声枪响，狼“嗷”的一声惨叫，跳起，回转过身来，接着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呼呼
地喘着气，渐渐地，不怎么动了。
他们怕狼装死，迟疑了一下，没敢马上开门进去。
为了保险，张庆山又对着狼的头部开了一枪。
狼终于一动不动了。
他们确认狼被打死了，便开门进去，一看是只大公狼。
　　枪声惊醒了邻近不少熟睡着的社员。
　　青年社员张德良和不少邻居们，或打着手电，或摸着黑儿，纷纷循着声响方向寻找到这里。
不一会儿，老张家里不大的两间屋子里便挤满了人。
在电灯光和手电光下，大伙儿一看，正是有一天张德良在山上打柴时看到的那只大公狼。
它头部和右侧胸部的枪眼被流出来的已经凝固了的血覆盖着；它的爪子很大很厚，爪子尖很长很尖利
；眼角潮红，眼珠上布满血丝；两对长而尖的虎牙上下交错。
这时，他们又用手电一照，才发现，屋后门开着，后门西墙角处还有鸡毛和血迹，门板外面也沾有不
小的一片黏黏糊糊的血迹，可能是狼嘴上的，是狼刚吃完了鸡或什么之后，蹭在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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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后门是狼用爪子给拨弄开的。
　　第二天早上，借来供销社的磅秤一称，狼的体重达83斤。
狼的肚子很大，让人看着讨厌！
开膛破肚后，发现它肚子里除了肉类东西外，还有不少的猪羊鸡鸭毛！
憎恶之余，张树民将狼肉、狼板油分给了邻居们，自己留下了那张狼皮。
张树民还说：“这些日子，这地方就一直在闹狼。
但谁也没能仔细地看到过它们，也没想到它敢进到人的屋子里来闹！
”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村，成了村里的热门话题。
　　不少人回忆说：“白天曾经看见过这只狼，不过没细看，因为它闭着眼睛趴着，以为是狗，也就
过去了。
”还有人傍晚挑水时几次看到它蹲在供销社门前十几步远的地方，低着头，有时还踡着个身子，当你
快走近时，它又走开了。
　　?作者在兴城县报上报道“打死大公狼”的消息。
也有人说，这只狼是来报复行凶的，它是从西北花山镇那边的金山厂（军工）过来的。
　　金宁听了后，觉得里边可能有些过节，本想去金山厂那边看看，可当时没有时间，也就没能多想
。
　　采访出来时金宁才注意到，挨着张树民家房子的道儿西，有一片脏乱的炉坑、灶坑垃圾堆，上面
有不少乱七八糟随风飘荡的带血的鸡鸭鹅毛，干瘪焦黄、黑红油渍的家畜家禽的肠子、肚子、头、尾
、粪便、汤水⋯⋯这些都是狼祸害的，是村民们打扫收拾后扔到这里来的，让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
恨不得赶紧远离那个地方⋯⋯　　据此，金宁写了一篇四百来字的小通讯——《恶狼夜入农户家，乡
邻闻讯除祸害》——发表在县报上。
这篇稿件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可几年后，金宁才知道，这只狼的确不是无故而来的，说是恶狼，实在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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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诅咒狼性，弥天大谬！
狼被丑化，千古奇冤！
抚今追昔，狼性本善！
中国民间与狼共舞的纵横纪实。
狼族家庭被毁引来的生离死别，当代民间与狼共舞的纵横纪实，记者披露跟踪多年珍藏的见闻，狼性
善恶之两极由此揭晓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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