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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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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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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泉根执笔）　　2010年11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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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冰河上的激战》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描写的是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一方是由四百多只野驴、黄羊和藏羚羊组成的食草类动物群体，一方是六七百只饥饿难捱的恶狼。
结果并不像预料中的那样狼群血腥屠杀，饱餐一顿，而是以驴王“江颇噶丹”为首的食草动物群把狼
群全歼了。
故事悲壮激越，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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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蔺瑾（1932—2003），原名王良瑾，1932年1月出生于四川蔺县，毕业于川南师范学校。
1950年1月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侦察员、军事教员、军区报社编辑和记者等职务。

先后参加过进军西藏、平定康区和西藏武装叛乱、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和边防保卫任务，多次负伤。
执行任务中曾经常出入藏北、阿里等无人区和波密边防原始森林。

196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以蔺瑾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索朗爷爷》。
1963年5月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索朗爷爷》。

1964年从波密边防调军区《高原战士报》当编辑兼记者，1971年复员到成都机床厂工作，20世纪80年
代中期因伤病复发提前病退。

1982年其动物小说《冰河上的激战》发表在《东方少年》上，后该小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
以后又陆续创作了《望月》、《一只独眼母猪的故事》、《狐谷》、《雪山王之死》（未发表）等若
干小说和《小霞客西藏游》等儿童文学作品。

2003年12月他因病去世，时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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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冰河上的激战一只独眼母猪的故事狐谷作家与作品作家相册作家手迹著作目录获奖记录教育、烹
调和艺术性◎蔺瑾蔺瑾动物小说初探◎郑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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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平的荒漠世界　　青藏高原上，到处是银光闪闪的雪峰。
在两座山脉之间，从西向东伸展着开阔的古湖盆地。
这些海拔平均四千五百米以上的盆地连贯起来，形成一条条宽阔平坦的谷地。
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的谷地底部，有许多南北或北南流向的小河，纷纷流进那每隔百十公里就点缀在荒
漠草甸上的一个个湛蓝或碧绿的湖泊。
这些湖泊宁静地镶嵌在群山群峰之间，映照着碧空浮云和雪山草原，景致十分幽美。
　　在这世界上最高寒而且干旱的地方，一年只有寒、暖二季。
暖季里，遍地生长起绿油油的浅草，到处开放着千姿百态的野花。
无数大型的食草类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孳养生息：到处可以看见零星的野牦牛，这些庞然大
物，浑身漆黑，长毛拖地，威武雄壮；到处可以看见一群群毛色灰褐、鬃短耳长的野驴，它们常常排
成整齐的一字横队阔步前进，头颅高昂，姿态优美；还有黄羊、藏羚、狐狸、狼；还有野驴的朋友、
狼的天故，鬃毛发红、毛色棕黄、脊前上生着铜钱般浅浅黑斑的红毛斑狗&hellip;&hellip;度过生机蓬勃
、兴旺繁盛的暖季，荒漠上的野生动物们都又肥又壮，而且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了。
可是，到了冰冻雪封的寒季，野牦牛和野驴等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不得不转移到沿河两岸与湖滨低洼
处的草滩上。
在转移中，它们由一家一户（三、五头）逐渐集合成十几、二十头的小群体，再慢慢汇合成百头以上
的大群体，短角白臀的黄羊和毛色棕褐、细绒厚密的长角藏羚，为了寻求庇护，常常与善良忠厚的野
驴们混杂在一起。
那些小型的食草类动物，只好钻到洞穴里，深居简出，过着半冬眠状态的蛰居生活。
　　这时候，狼们找不到食物，都饿得瘦削不堪，你嗥我叫，慢慢地集合成小群体，开始在荒漠边上
的山谷中东游西荡，追逐和袭击那些还没有汇合进大群体的大型食草动物。
在追逐和袭击中，一小群一小群的饿狼逐渐汇合成大的狼群。
狼群越大，饿狼的胆子也越大。
于是胆大妄为的狼群，便开始向结成大群体的野驴们发起了进攻。
　　驴王&ldquo;江颇噶丹&rdquo;　　冰雪茫茫，北风呼呼，大地一片死寂。
　　这是寒季的末尾。
寒冷将尽未尽，而温暖却又迟迟不肯到来。
冰封雪盖的仲壮湖南边，河面冰冻宽达千米的雁石河东岸那宽阔的荒滩上，三百多头野驴裹夹着百十
只黄羊、藏羚，结合成了一个群体。
在这群体中，有一头比群驴高出一头、额顶正中有块白斑毛旋的年轻大公驴。
它是在这个群体的老驴王&ldquo;江颇&rdquo;退隐之后当上新首领的。
常来这一带狩猎狼、熊、狐、豹的远方猎人，早就认识它，称它是&ldquo;江颇噶丹&rdquo;，夸它是
聪明勇敢的后起之秀。
　　驴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等级。
不管是被称赞为&ldquo;骏马般的公驴&rdquo;的老驴王&ldquo;江颇&rdquo;，还是现在被夸奖
为&ldquo;有白斑的、骏马般的公驴&rdquo;的新驴王&ldquo;江颇噶丹&rdquo;，都和所有的野驴一样，
吃的是草，喝的是水，站着睡，跑着走，不要任何特殊的照顾和享受。
不同的是它要多走多跑，找到好草好水，先让大家吃喝；有敌人来袭击时，它得发信号，指挥大家作
战，还得自己头一个冲上战场。
　　雁石河边，这片被人叫作雁石圹的地方，新驴王&ldquo;江颇噶丹&rdquo;继承了老驴王&ldquo;江
颇&rdquo;的职位后，依旧按老规矩办事：暖季，让驴群分散，去过一家一户的自由生活；寒季，把群
体集合起来，抵抗那些成群的食肉者，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寒季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野驴们全靠祖先遗传的健壮的身体，顽强的性格，以及超群绝伦的粗食本领，拱开积雪，啃嚼枯叶草
根，勉强地维持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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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在群体中生命安全有保障。
因此，野驴们宁肯受苦，也要在这里跟着&ldquo;江颇噶丹&rdquo;过冬，不愿别的地方去。
　　一头新驴王怎么会得到驴群的如此信赖呢？
雁石圹的野驴们，在这头有白斑毛旋的小公驴刚出生时，曾怀着不大相信的态度：哪里有长白斑毛旋
的野驴？
&mdash;&mdash;很可能是一头马骡或驴骡①吧！
&ldquo;江颇噶丹&rdquo;转眼间长成了一头毫不含糊的野驴，而且比大家高出一头。
它从小跟着大家，在驴王&ldquo;江颇&rdquo;指挥下，在游戏中练习奔、跑、跳、跃、尴、踢、咬、
趴，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养成了坚强、机敏的品格。
老驴王派它以&ldquo;传令&rdquo;身分指挥群体，让它以&ldquo;领队&rdquo;身分率领大家去冲杀，每
次它都带着出色的成绩胜利归来。
它不仅曾经独自踢死、踩伤过不少恶狼，还在驴王&ldquo;江颇&rdquo;外出时，带领着大家，多次击
败过狼群和豹子的袭击。
因此，在长辈和同辈中，它赢得了信任。
当老驴王&ldquo;江颇&rdquo;引退时，亲自把年轻的&ldquo;江颇噶丹&rdquo;领上&ldquo;指挥
台&rdquo;&mdash;&mdash;一座土岗上，要它指挥整个群体，向东北方向，沿仲壮湖边奔跑，演习一
次&ldquo;变阵&rdquo;游戏。
黄昏，它领着队伍归来，才发现老驴王已经带着留下的那群牙沟磨平的老公驴走了&mdash;&mdash;这
是野驴群里代代相传的老规矩：新王成熟了，老王便领着衰老的一代&ldquo;告老归山&rdquo;，以终
天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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