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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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关关雎鸠，在河之洲&rdquo;。
一种叫&ldquo;雎鸠&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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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兴观群怨&rdquo;，可使人们&ldquo;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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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原始一儿童思维&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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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物的逻辑性&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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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人物、情节、环境&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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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在场
感&rdquo;直接表现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和生命意蕴，而且动物都&ldquo;不开口说话&rdquo;，即使偶
有开口说话的动物也只是动物与动物之间&ldquo;说话&rdquo;，而不是与人&ldquo;说话&rdquo;。
而动物神话、童话、寓言、传说故事中的动物，都能&ldquo;开口说话&rdquo;，而且主要是与
人&ldquo;说话&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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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动物一生态道德&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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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荒野&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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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
界&rdquo;，而《论自然》的作者爱默生说得更彻底：&ldquo;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
仰&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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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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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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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上升&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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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精神成人&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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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精神成人&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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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动物性&rdquo;&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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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quo;精
神补钙&rdquo;。
　　三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文学自20世纪&ldquo;五四&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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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寓言式文体&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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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风起云涌&rdquo;的发展新阶段。
这种&ldquo;风起云涌&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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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
大自然文学&rdquo;、&ldquo;生态文学&rdquo;、&ldquo;环境文学&rdquo;、&ldquo;生命状态文
学&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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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事有难言聊志怪，人
与吾非更搜神&rdquo;。
这类&ldquo;人间延伸型&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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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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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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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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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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主体&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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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兽际&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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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
科学考察&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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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人与自然和谐生存&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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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录了李子玉的三部动物小说代表作《海狼》《白狸》和《动物英雄》。

《海狼》写的是一只小狼崽的悲壮故事。
它的母亲是狼，父亲是狗。
狼崽出生不久，母亲就被一个电话巡线工打死了，而狼崽也被巡线工带回家，充当儿子的玩物，受到
了人类的种种虐待，也频频遭受狗的欺负。
狼崽一天天长大，而巡线工却想将它置于死地。
狼崽躲过巡线工的枪口，逃离了死亡威胁。
为了生存，它学会了捕捉海洋动物，并在海边安了家，成了一只吃海鲜的海狼。
但好景不长，海洋的污染使大批动物死亡，海狼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它不得不离开大海，返回陆地
，却遭到人类的追捕，双腿被夹断。
悲惨的海狼在人类的追赶下，毅然跳入了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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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玉，1955年生于河北省献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现为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编辑、记者。

20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文学创作，80年代初受国际绿色文化影响，开始进行动物小说探索式创作和研
究。
已出版长篇动物小说19部，中篇动物小说20余篇，短篇动物小说近百篇。
1997年出版《中国当代动物小说?李子玉系列》5卷精选本，1999年出版《山海神话》，
2001年出版《鲤鱼宝贝》和《野鸭麻胸脯》，2002年出版《征服白垩纪》。
其作品总量数百万字，多篇获奖，在少年读者中受到普遍欢迎，同时对国产动物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产
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独具风格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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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狸　　一  死里逃生　　白白不知道在胡同里走过的，自行车上载着木箱的人是猫贩子。
不然，它准能想到要坏事了，这不仅关系到它，而且可能关系到生活在城市中所有的猫。
因为乡下的老鼠已经成了灾，也因为城里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正在把猫当成玩物，特别是药物试验部门
和风味儿餐馆都贴出了收猫广告，于是城边鸟兽市场也添了猫生意，尤其受欢迎的是长着漂亮毛皮的
品种优良的母猫。
　　白白住在省城中心大马路中段四胡同一个独院的老式瓦房里。
这地方是一位专画动物的画家的书房和卧室。
它坐落在一棵大合欢树下面，屋顶被伞一样的树枝遮盖着。
从窗户里可以看见红云般的花朵和上部有网状方洞的院墙，那里连着邻院的屋脊，它们曲曲折折地一
直延伸到煤场大棚和山一样高的木柴堆前。
在独院的后面是一片花房，那里常有几个工人在施肥剪枝，美丽的蝴蝶在空中追逐着。
自来水井旁边常常盘着一条黑色胶皮管子，地上积着一汪清水，是小鸟早晨润喉和下午洗浴的地方。
　　这就是白白当时所据有的全部领地范围。
它是出生在这里的，并且已经长到了一岁半。
一年前，这片领地曾属于它的妈妈&mdash;那只因捕鼠出了名的老白猫。
可是猫妈妈在一次吃了死鼠时中毒死了，被埋在合欢树的下面。
白白非常难过。
它悼念妈妈的方式是接管这片领地，每天要到各处遛遛，遇到别的猫非法侵入就扬爪弓背地对它们咆
哮一通，而最不能忘记的是每天到煤场去捉几只养在那里的味道鲜美的小耗子。
　　白白在这片领地上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至少它当时是这样想的。
因为只有它才能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到房顶上去散步，爬到树上去看那些小鸟在枝杈间跳舞唱歌。
还可以钻到煤场木柴垛下面去游逛，那是一座充满惊奇和变化多端的迷宫啊，然而人却没有进去的缘
分，包括那位有名的动物画家。
白白看见过他画的许多画，但觉得他画的老鼠和六足虫比迷宫里面的要逊色得多；还有养花工人在花
房里培养出来的那些花，与生在迷宫里面的各种形状的蘑菇和木耳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白白很得意，走路的时候总是扭动着身子，还把尾巴翘得高高的。
　　白白只肯在画家面前才放下架子，因为它一刻也离不开他。
画家的手可以做出可口的猫食，去给白白抓痒，还去把细沙和温水调出一种特殊的香味儿，白白在那
里面洗浴后，跳蚤和虱子就全死掉了，特别是画家专门会治白白的肚子痛。
自从猫妈妈死后，白白只要在外面吃了死食物，什么鱼头啦、鸡杂啦、死鼠啦，肚子都会痛起来，而
一经画家喂它同样的东西，疼痛马上就停止了。
所以白白渐渐产生了一吃外面的死食物就害怕的心理，在外面只能吃活东西，以至于邻居们想把它叫
过去，必须先要逮一只小老鼠或是小鸟之类的东西逗引它。
　　这就是白白当时生活的情景，那时候由于它头脑简单，竟使它盲目自大起来。
它不知道邻居们对它的尊敬多半是靠了白猫妈妈的荣誉，也不知道画家为了使它免于在这滥用鼠药的
年月丧命而煞费的苦心&mdash;&mdash;他把含有微毒的食物事先摆放在白白常去的地方，然后又把含
有解药的同样食物喂给它。
画家最不喜欢用打和骂的方法训练动物，但白白却因此而产生了错觉。
更糟糕的是它因为没有受到一点挫折，就简单地相信世界上没有坏人了。
它也不知道花房里面的那个锅炉工是个爱贪便宜的人，他经常酗酒，收入又不多，因此常用不光彩的
方法弄些外快。
　　锅炉工打白白主意的那天下午，画家正好出门了。
邻居们都在睡觉，花房里的工人们也回家去了，没有谁能看见他把头和手从墙头上探出来，用一只麻
雀对正在树荫下睡午觉的白白呼叫，晃动。
而白白从小不怕人，招呼它的又是个熟人，因此它很快顺着墙头跳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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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它发现了在花房院子里站着的那个曾从胡同里走过的猫贩子，这个猫贩子用肿胀的两只细眼审视
着白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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