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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人类对于动物，实在有着说不尽的永恒话题。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历史，先在地决定了人类与动物的天然亲缘关系和一往情深的亲和力。
早在两三万年前，动物作为艺术形象就已进入了人类的审美创造视野，原始人遗留下来的史前岩画及
其图腾崇拜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动物。
而在漫长的文学史长廊中，动物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永恒形象。
    人类的祖先早已通过作为东方文学源头的《诗经》、《罗摩衍那》和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
诗》、《古希腊神话》等，提出了一些具有永恒属性的命题以及对这些命题的理解。
这些命题包括：人与神，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荣誉与耻辱，战争与和平，人生的局限和无
奈等，而人与动物的关系，则是其中格外绚丽多彩、别具意蕴的命题。
    中国的《诗经》开篇即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一种叫“雎鸠”的美丽乌儿，亭亭地栖在波光潋滟的河中央，关关地鸣叫着，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华美
篇章。
孔子说，诗的作用在于“兴观群怨”，可使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的诗教，岂止是希望人们熟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已，而在于引领众生俯仰天地，万物一体，广大心
性，到达厚德载物、天人和谐的仁道之境。
这就是中国文化、文学的元典精神。
    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动物作为艺术创造对象与审美表现对象，都曾经历了渔猎时代的
动物神话，农耕时代的动物童话、寓言和传说故事，以及现代的动物小说三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的动物主要是以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承续下来的，而且品类十分丰富。
美国学者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中，列出的中国动物故事类型就多达299种。
动物小说是现代动物文学的主要文体，或者说现代动物文学的核心是动物小说，此外还有动物散文等
。
    动物文学不同于以“原始一儿童思维”为特征而创作的动物神话(如《白蛇传》)、动物童话(如《狐
狸列那的故事》)、动物寓言(如《伊索寓言》中的动物)、动物传说故事(如《狼外婆》)。
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作为艺术主角、按照动物“物的逻辑性”原则而创造的一种动物题材叙事性文学作
品，并严格遵循现代小说艺术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原则。
动物小说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三人称为主(偶尔也有第二人称)，作者以身临其境的“在场感”直
接表现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和生命意蕴，而且动物都“不开口说话”，即使偶有开口说话的动物也只
是动物与动物之间“说话”，而不是与人“说话”。
而动物神话、童话、寓言、传说故事中的动物，都能“开口说话”，而且主要是与人“说话”。
    动物文学的主要特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动物中心主义。
动物文学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
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动物，尊重动物，树立“动物一生态道德”的观念，并进而
从动物世界中反思、寻求人类的精神价值。
    二是强烈的荒野意识。
这不仅是指动物文学已将目光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视角，转向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丛林、高山
、大海、草原等“荒野”世界，更是指人们希望在荒野中找回曾经失落的精神，寻求拯救地球实际上
就是人类自身的途径。
正如创作不朽自然文学《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所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而《论
自然》的作者爱默生说得更彻底：“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
    三是动物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
一般认为，动物文学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表现为：一是严格按照动物特征来规范所描写角色的行为
；二是沉入动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住让读者可信的动物心理特点；三是作品中的动物主角不应当
是类型化而应当是个性化的，应着力反映动物主角的性格命运；四是作品思想内涵应是艺术所折射而
不应当是类比或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些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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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动物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具艺术魅力并拥有充分自主发展前景的文学门类。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文学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且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生
长点。
动物文学的这种“上升”态势，是与其独特的价值及这种价值在当今世界所彰显出来的重要性分不开
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论析。
    首先是生态文明与生态道德的维度。
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行为，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生态道德
的观念，培养人类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生态道德，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拓展道德共同体的界限，承认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界特别是动物永续存在的权利，进而从征服自然、灭绝动物的狂热中走
上回归自然、天人和谐的道路。
而动物文学，正是对全社会特别是对广大少年儿童培养、树立生态道德的最好的中介和读物。
    动物文学的重要价值，还深刻地体现在对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作用和意义上。
由于少年儿童的精神生命对动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而动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成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
艺术形象之一，动物小说也自然成为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板块之一。
动物文学对少年儿童的“精神成人”具有其他文学样式不可取代的作用。
动物文学的审美指向是执著于对“动物性”——与儿童生命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天然联系的动物世界的
探索，艺术地再现和描绘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生命原色，以及由描绘动物世界带来的对博大自然界
的由衷礼赞。
动物文学直接搭建起作家与少年儿童关于生命、关于生存、。
关于自然等具有深度意义的话题平台，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比其他儿童文学样式更多的关于力量、意志
、精神，关于野性、磨砺、挫折、苦难以至生与死、爱与恨等的题材和意蕴。
阅读并领悟动物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而深刻的精神内核，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不失为一种‘精神补
钙”。
    三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文学自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已开始出现，鲁迅的《鸭
的喜剧》、《兔和猫》，周作人的《百廿虫吟》，沈从文的《牛》，叶圣陶的《牛》，丰子恺的《养
鸭》，萧红的《小黑狗》，老舍的《小动物们》，巴金的《小狗包弟》等，成为中国现代动物文学初
创阶段的重要收获，并形成自身的一些特征：一是以动物散文为主，较少动物小说；二是描写对象以
家畜宠物为主，极少野生动物；三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主，借动物寄寓思考、抒发情感，对动物习性的
观察、描写细致准确。
现代动物文学的这种“寓言式文体”模式承续了很长时期，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才出现了根本
性的变革，并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发展新阶段。
这种“风起云涌”的局面突出体现在动物文学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审美追求与艺术重心的不断拓展
。
新时期以来的动物文学作家队伍主要由以下三股力量组成，并在动物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倾
向与创作风格：    一是关注生态文明、力倡生态道德的作家。
他们秉持新的人与自然观，足迹遍及高山、江河、沙漠、荒野，虽然作品的命名不一，被称为“大自
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等，但动物始终是这类文学锁定的主要
艺术形象。
代表作家有徐刚、刘先平、方敏、郭雪波、李青松、哲夫等。
    二是一批以创作人间社会为主业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动物世界的作家。
他们的动物文学过多地包含了社会学的成分，借动物以折射人类，甚至是“事有难言聊志怪，人与吾
非更搜神”。
这类“人间延伸型”的动物小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宗璞的《鲁鲁》，乌热尔图的《
七叉犄角的公鹿》，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等。
新世纪的代表作有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等。
    三是以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目标与志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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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创作追求与审美取向，不但有力地扩大了中国现代动物文学的艺术版图与艺术成就，而且更是
将动物文学的旗帜牢牢地插在了儿童文学领域，一大批优秀作品已成为滋润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
钙质。
代表性作家有：蔺瑾、沈石溪、金曾豪、李子玉、梁泊、牧铃、乔传藻、刘兴诗、朱新望、李迪、刘
绮、薛屹峰以及更年轻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
    对于自然生态、动物的重视，儿童文学比之成人文学似乎觉悟得更早。
毕竟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儿童的，而儿童的天性又更接近自然，热爱动物、植物，因而儿童文学也就自
然而然地更关注自然万物，将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人的世界一起纳入创作视野。
    儿童文学范畴的动物小说创作，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轨迹与艺术策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的动物小说蕴涵着较为明显的社会学含量(这与同时期成人文学中的动物小说有相似之
处)，重在人的主体性，以人的视角看动物，以人与动物的关系隐喻人间社会，动物形象通常具有象征
性和寄寓性，更多地承载着现实人世与文明秩序的道德理想和世俗期待。
如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李传锋的《退役军犬黄狐》，朱新望的《小狐狸
花背》等。
    第二阶段的动物小说中，动物取得了艺术“主体”的地位，从动物的视角看动物、看世界；作品的
场景完全是动物世界，只有动物与动物的生命较量、冲突与丛林法则，动物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
荣辱悲喜等错综复杂的“兽际”关系成为描写的重点。
代表作如蔺瑾的《雪山王之死》、《冰河上的激战》，沈石溪的《狼王梦》、《红奶羊》，金曾豪的
《苍狼》，方敏的《大迁徙》、《大绝唱》，黑鹤的《黑焰》等。
    第三阶段的动物小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探索、实验之中，其特点是力图从动物行为学的“科学考
察”角度，深入动物内部本身，还原动物生命的原生状态。
这有沈石溪的《鸟奴》，方敏的《熊猫史诗》等。
    四    动物文学(主体是动物小说)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重要类型。
由于动物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艺术呈现方式的神秘性、可读性，艺术形象
的鲜明性、独特性，因而赢得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并成为他们精神补钙的上佳产品。
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有关动物文学与儿童生命成长、动物文学与生态道德建设、动物
文学与未来社会发展，以及动物文学的叙事艺术、动物文学的形象塑造、中西动物文学的比较等，正
在成为文学研究新的课题。
与此同时，系统梳理和评鉴现代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成果，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一流
动物文学主要是动物小说作品，重塑出版，使其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与新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这已成为具有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
意识的出版人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贯注重高品质童书出版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推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之后，又组织专家团队，精选精编精印、高质量地出版《中国动物文学大系
》，实在让人感佩！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既是现代中国原创动物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动物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
相信这一文质兼美、内涵丰富、气象万千的动物文学书系，必将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
，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性基础、国民素质、生态道德产生更大的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高端选编委员会    (王泉根执笔)    2010年11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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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金曾豪的两部关于狼的经典著作：《独狼》和《苍狼》。

《独狼》讲述了一条年轻的公狼的生存故事，因为冒犯了头狼，它被逐出狼群，被人类关进了笼子。
但它渴望自由，想尽办法逃走。
终于有一天，地震使牢笼垮塌，可公狼的尾巴却被房子压住了。
为了获得自由，它咬断了自己的尾巴。
在狼群和人类的无情夹击中，独狼苦苦求生，演绎了一段艰苦卓绝的生存博斗史，最后它终于当上了
狼王。

《苍狼》讲述的是一个人与狼共同演绎的故事：为了拍摄电视剧，摄制组把一个狼的家庭送上一个小
小的荒岛，然后根据剧本逐步向小岛送上各种动物。
由于对动物了解太少，误解太多，艺术家和动物学家们精心设计的情节都未出现。
动物们在小岛上上演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惊人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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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曾豪，男，江苏常熟人，一级作家，江苏省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常熟市文联副主席，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文学成就在儿童文学，出版著作30余部，并有《金曾豪文集》和《金曾豪动物传奇小说系列》行
世。
其中长篇小说《狼的故事》、《青春口哨》、《苍狼》和散文集《蓝调江南》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
作品还获得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
一等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和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
重要作品还有《小巷木屐声》、《绝招》、《鹤唳》、《秘方　秘方　秘方》、《男孩不带伞》、《
阳台上的船长》和《芦荡金箭》等。
大型剧作《杨乃武出狱》获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短篇评弹《千里寻宝》获第三届中国曲艺
牡丹奖?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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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独狼    它是一条狼，年轻、健壮；深棕色的毛泛出金属般的光泽。
它潜伏在山坡上的荆棘丛中，活灵灵地转动着竖起的双耳，锐利的黑眼睛紧盯着山谷。
    谷底有一条小溪，时隐时现于乱石榛莽之问。
小溪的那边有一片平坦的绿草地，上面有几棵伞状的合欢树。
合欢树正开花。
这种粉色的、茸茸的花为这个充满了初夏阳光的山谷增添了许多的妩媚和温情。
一棵合欢树下盘腿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他们面前摊着一方白色的塑料布，上面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
    人在上风处，狼能分辨出塑料布上飘过来的各种气味，当然也能辨出两个人的气味。
那女的身上有一种很怪的香味——它当然不知道这是奥琪香水。
可狼并不对这些感兴趣，它的目光紧紧地追逐着那条雪白的狗。
    这山谷离小镇不远，而且这一带从未出现过狼，他们带白狗来纯粹是为了逗乐。
    白狗尚未成年，是条“半大狗”，最讨人喜欢了；雪白的毛，粉红色的鼻子，肥胖得不像一条狗，
更不像一条雄狗。
白狗或卧或滚或颠颠地跑，时不时为了得到一点吃的而抬起前腿来卖乖，逗得两个主人发笑。
    白狗对人的媚态激起狼一阵阵的厌恶。
狼频频伸出猩红的长舌舔着唇。
    远古年代，狼曾经和人类一样作为一个强盛的种类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甚至一度彼此成为被崇拜和
敬畏的对象。
之后，人类以智慧压倒了狼，而且一步步地要把狼逼向绝境。
从古至今你死我活的对抗，使人和狼之间结下了根深蒂固的不解之仇。
狼是狗的祖先，狗是被人类驯化的狼的一属旁系。
狗成了人类忠诚的朋友——而在狼看来，是狗成了人类忠实的奴仆。
狗的背叛使狼和狗之间产生了刻骨之恨。
它们一嗅到对方的气息，全身的血液便会燃烧起来，成为一股无法遏制的杀气。
    人、狗、狼又在这山谷里狭路相逢。
    狼死死盯着白狗。
这肥皂泡似的白狗绝对不是这条饿狼的对手。
若不是合欢树丫上挂着一枝枪，狼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把白狗撕个粉碎。
狼认识枪。
虽然到现在为止它还未嗅到应有的火药味，但它还是怕这个凶险神秘的东西。
有多少同类在这古怪的东西前，惨叫着栽倒在血泊之中！
火可怕，火的精怪更司怕。
    其实，这不过是一枝只能射杀麻雀的气枪罢了，并不是火的精怪。
    男青年把一只花花绿绿的空罐头听扔掉，当啷一声把狼和狗都吓了一跳。
    白狗飞跑过去，讨好地把空听叼回到合欢树下。
男青年称赞了一句，赏给它一块食物——噢，是牛肉。
白狗高兴地摇着尾巴，连屁股都在动，好一个肥硕的屁股。
    女青年又把空听扔了。
空听丁零当啷滚进小溪。
男青年打了一个响指。
    白狗十分乐意地向空听奔去。
溪里的那些乱石被岁月磨得圆溜溜，又生些青苔，滑得像熟的芋艿。
白狗在石头上打滑，作出种种可笑的姿态，逗得两个年轻人笑得前俯后仰。
    男青年又把白狗叼回的空听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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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扔得更远了，一直扔到小溪的对岸。
空听兴奋地弹跳翻滚到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
    狼的机会来到了。
    狼迅速向空听靠拢去，在灌木丛中矮步运行，老练迅疾，似一团流体，不触动一根树枝，不制造一
点气息⋯⋯    白狗没来得及叫出一声，喉管和颈动脉就同时被切断。
它眼前一片棕色，接着是一片红色，那个花哨的空听晕化成一团黑色⋯⋯它至死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是怎样发生的。
    当狼从大石头后面探起头来时，那两个年轻人已经呼喊着逃远了。
    那枝枪还挂在树丫上。
    狼放下白狗，几个纵跃就到了合欢树下。
它咬住枪柄，“咔”一声，枪柄碎了。
    回到石头后面，它从容地吃完了白狗，纵身跃上石头，环顾四面，嗅闻八方，然后飞身下石，上了
山坡，又像一团流体似的消失在灌木丛中。
    它是一条到处流浪的独狼。
    狼群中是有森严等级的。
别说成年的狼，即便在幼狼之间也存在着等级。
出生一个月的狼崽就热衷于打斗。
别以为这只是儿时的游戏，正是在这种游戏式的打斗中逐渐地确立起了强者的地位。
    这条狼自幼就是打斗中的常胜将军。
它健壮，聪明，蛮横，凶狠。
它用爪子踩住失败者，得意地翘起小小的尾巴，露出十足的傲气。
若非这过分的傲岸，它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头狼。
    每一群狼都有自己的领地。
它们凭借嗥叫声和气味来划定疆界。
几乎所有可以活动的地域都被狼群分踞了。
独狼是决不敢贸然闯入这些领地的。
独狼所能活动的地方处于狼和人的交界处。
在这个夹缝里求生，得时刻提防同类的仇杀和人类凶险莫测的袭击。
沦为独狼是十分可怕的事。
成群的狼甚至能让狮虎退避，而独狼的性命却如风中枯叶。
    吃过白狗以后，三四天来它再也没有捕捉到什么食物。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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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曾豪在动物小说创作方面显示了良好的艺术分寸感和相当纯净的美学品味。
他不是把动物简单地处理成人类的某种观念符号或人格面具，而是力求以一种更超脱的眼光或视角来
还原动物和人的形象及生活，来描述动物和人类的现实及艺术关系。
    本书收有《独狼》、《苍狼》两部小说。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独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