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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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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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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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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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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是对中国原创动物文学发展历史的回顾、梳理与总结，包括动物小说、动物散
文等动物文学的主要样式，全面收录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是中国动物文学大规模的系
统梳理与总结。

《醉麂》收录乔传藻先生的多部儿童散文佳作，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和云南省获奖，其中《醉麂》荣
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太阳鸟》、《哨猴》、《太阳雨》、《一朵云》、《野
猴》、《文学的眼光》先后在台湾出版，荣获台湾“少年儿童最佳读物奖”。
散文《大象树》、《森林黑土》、《绞杀树》等多篇作品入选小学生语文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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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传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云南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作品曾四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山野之魂》获《儿童文学》创刊30周年征文散文类一等奖；《挑柴》获第一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
；《鸟道》获《中学生》杂志最佳作品奖；《醉麂》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散文集《太阳鸟》、《一朵云》、《野猴》、《文学的眼光》在台湾出版后，先后获“台湾少年儿童
最佳读物奖”。
散文《望天树》、《字的敬畏》、《挑柴》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绞杀树》、《森林黑土》、《大
象树》人选小学语文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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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野象的路　　听说野象又回到了伊麻版森林，我们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伊麻版，这是傣语，翻译成汉话，就是宽阔幽静的意思。
　　这天，州文化馆的小高，想赶到森林里抢拍几张野象生活习性的新闻照片，他准备动身到伊麻版
去。
我也很想见识一下野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景，也要求跟着小高同行。
他答应了。
我们带上照相机、猎枪、干粮，追踪着野象的脚印，来到了大森林的边沿。
　　大象是不很安分的，要想捕捉到它们的身影，还真不容易。
我们在老林深箐里钻了两天，一无所获。
夕阳给寨子边上的棕榈树镶上玫瑰色的花边时，我们来到了曼列寨投宿。
在森林里过了两天猴子似的生活，一见到温暖的火塘，困得就怎么也不想睁开眼睛。
傣家人新盖的瓦顶竹楼真好客呀，不一会儿工夫我就睡熟了。
　　天快亮时，有一个声音带着热气直呵我的耳朵：&ldquo;醒醒，快醒醒！
&rdquo;这是小高在叫我。
火塘里石榴籽一样艳红的火炭，照亮了他异常兴奋的眼睛。
小高摇着我的肩膀，轻声地说：&lsquo;你听，野象在林子里吼得多起劲啊！
&rdquo;　　我趴在枕上，竖直耳朵听去，在只有星光和露水的森林田野上，传来了野象沉沉的吼声
：&ldquo;哐&mdash;&mdash;哐&mdash;&mdash;&rdquo;那音调就像敲响了闷声闷气的链锣。
我高兴极了，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叫着说：&ldquo;总算找到了，快追上去看看。
&rdquo;　　小高动作比我快，他揿亮了电筒在竹楼搭桥上等我。
我刚下到楼底，他又顺手塞了一件棕衣过来。
他说，天气会变的，带件棕衣有好处。
一边说，他还一边伸出手去在空中探了探，似乎想捉摸出风的动向。
我仰起头看看天空，啊，星星挤得密密的，哪来的雨水呀！
小高是个机灵鬼，他一定猜出了我的心思，回过头对我说：&lsquo;你不信？
大象的吼声就是天气预报，准得很呢！
&rdquo;　　一路上，小高告诉我说，野象最喜欢下雨，一场豪雨对大象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节日。
下了雨，它们成群结队到山地上找树芽吃。
雨下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
有时j密集的雨点还不知藏在哪一片云彩里呢，大象扬起鼻子来闻闻，仿佛从云彩上嗅出了雨的气息，
跟着它们就向这朵云彩走去；走着走着大雨就会浇湿它们的身子。
大象可聪明了，它们知道凡是洒过雨水的坡洼都会冒出嫩嫩的甜笋和树芽，那可是大森林给野象摆下
的筵席！
　　小高当知青时，在曼列寨插过队，他的话我相信。
我们走进了藤蔓稠密的树林，云彩也真像树荫那么浓密，不一会儿就遮去了天上星光，带着野薄荷湿
气的凉风，吹来了雨点的水腥味。
浓浓淡淡的云团间窜过了一线金亮的闪电，几声霹雳，轰下了一天大雨。
小高领着我走上一处陡坡，我们顶着棕衣，像两朵大蘑菇似的蹲在森林隘口。
小高说，我们蹲的地方是个五十度的坡坎，大象即使发现了我们它也上不来。
曼列寨的老猎手过去曾多次带着他跟踪野象，在紧急关头他们只要爬上陡坡就没事了。
　　不过，这回小高可没有说准，守到天亮野象也没有从我们面前经过。
灌进耳朵的，尽是风雨和树林摔打在一起的喧嚣声。
忽然，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排开树林闯了出来。
小高以为是大象走来了，他屏住呼吸，激动地打开了闪光相机的镜头。
谁知响声很快就随着树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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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那是山风在撼动森林呀！
　　渐渐地，雨停了，风歇了。
黎明的薄雾中，森林里最先醒来的是双角犀鸟，它们一定是把我和小高都当成了护林员，一点也不害
怕我们。
它们站在树枝上，摆动着黄象牙一般美丽的大头盔，发出&ldquo;哥哈木、哥哈木&rdquo;的叫声，飞
走了。
大鸟的翅膀扇下了树叶上的雨珠，闪闪烁烁，森林里又像是下起了绿色的小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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