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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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绝唱》写的是一个河狸种群悲壮的生存故事。
有史以来，天地万物都在按照自己的生命法则相互依存竞争，求得延续发展。
因一个寻求绿洲的新种群——人类，出现在九曲河畔，打乱了两岸动物的生态平衡，进而威胁到河狸
种群的生存。
一场力量悬殊而又顽强惨烈的斗争便开始了。
作品把河狸和人类两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写得跌宕有致，鞭辟入里，给读者以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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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敏，女，文学学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保
护大熊猫唯一代言人。

1949年在重庆市出生，1956年到1969年在天津上小学中学，1969年到1976年上山下乡在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当知青，1976年到1978年在河南鹤壁文化局任创作员，1978年到1982年在河南大学读中文系，1982年
到1987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87到1988在《中国绿色时报》任记者编辑，1989到1998在《
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任主任记者，1998到2004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编审。
2004年退休。

著有长篇小说《早晨的潜流》、《孔雀湖》、《情义劫》、《玫瑰谷》、《大绝唱》、《山里山外》
、《大迁徙》、《大毁灭》；中篇小说集《大拼搏》；中篇小说《天有道》、《不是为了祭奠》，长
篇报告文学《黛青色的丰碑》；生态文学《熊猫史诗》；翻译长篇小说《浪迹风流》、《威兹小姐》
等。

《大绝唱》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曁国家环保总局首届环境文学
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中篇小说《大拼搏》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英文版入选联合国出版的《世界优秀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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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一  如歌的行板
二  田园交响曲
三  命运交响曲
四  安魂曲
天可变，道亦可变(代后记)
作家与作品
作家相册
作家手迹
著作目录
获奖记录
悲壮的绝唱◎刘锡诚
寻找诗意的栖居地——评方敏的《大绝唱》◎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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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如歌的行板　　大约在几千年前，不知是山的灵动，还是神的点化，终年积雪的天山上，涌
出一股冰清玉洁的泉水。
　　淙淙的泉水从万仞山峰上奔泻下来，带着鲜活的生趣，带着不懈的热情，一路上，融解着皑皑白
雪，裹挟着莹莹冰凌，长途跋涉，一往无前，终于在到达山脚的时候，变成了一道湍急的清澈小溪。
　　匆匆的小溪在山脚下打了个滚，便拓出一泓深潭来，然后又继续朝前流淌，凭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凭了前赴后继的进取，一路上，冲刷着千年的黄土，撞击着万年的石壁，左冲右突，锲而不舍，终
于在经过了九道弯曲之后，变成了一条浩浩淼淼的大河。
　　年复一年，弯弯曲曲的九曲河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滋润着两岸大大小小的河滩地
。
于是，有了茸茸的小草、茂密的灌木、参天的大树。
　　年复一年，郁郁葱葱的原始林一片高、一片矮、一片密、一片疏，涵养着大大小小的生灵。
于是，有了水中的游鱼、空中的飞禽、林中的走兽。
　　大约几百年前，也许是风的召唤，也许是雨的指引，河狸香团子的祖先，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九
曲河畔，在这里安营扎寨，在这里休养生息。
　　年复一年，它们在九曲河清浅平缓的河段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拦河坝，把川流不息的河流，变成
了一个又一个绿波荡漾的湖泊。
于是，它们在岸边开掘的地洞，因为有了水的屏障而变得安乐温馨。
　　年复一年，它们在九曲河疏疏密密的树林里撷取着自己的食物：不论是鲜嫩的树枝，还是厚实的
树皮，都会被它们锋利的牙齿切割成段，咀嚼得津津有味。
有趣的是，不论是杨树还是柳枝，被它们啃食之后，非但不会死亡，反而会在根部一变十、十变百地
萌发出一蓬蓬的新枝。
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又给它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忧无虑的轻松闲适。
　　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河狸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玩耍嬉戏。
于是，长达几十公里的九曲河沿岸，就成了几十个家族，几百只河狸的天堂和乐园。
　　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正在地洞中睡觉的雌狸香团子忽然被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
它睁圆了亮晶晶的小眼睛，竖起了圆溜溜的短耳朵，警觉地倾听着。
　　断断续续的声音似乎是从岸上传来的。
有咚咚的敲击声，还有叽里呱啦的叫喊声。
这是九曲河畔从来没有过的剧烈响声，也是雌狸香团子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叫喊声。
　　雌狸香团子推醒了正在身边酣睡的雄狸大拇指，眼神里布满了惊恐。
　　雄狸大拇指也睁圆了眼睛竖起了耳朵。
听了一阵之后，却又闭上了眼睛，坠人了梦乡。
　　也许是那阵阵的响声离着它们的地洞还有相当的距离？
也许是雄狸比雌狸更沉得住气？
　　雌狸香团子仍然警觉地倾听着。
那声音既不似山洪暴发的惊天动地，也不似狂风暴雨的铺天盖地，更不似野兽被杀戮时的惨叫悲鸣。
　　那是一些特殊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大不小，却始终不停。
　　雌狸香团子终于决定出去看个究竟。
它朝沉睡中的雄狸大拇指叫了两声，算是打个招呼。
接着，便离开宽敞的卧室，顺着狭长的洞道，来到了被河水遮蔽着的洞口。
　　洞口离河面还有一米左右的高度，雌狸香团子沿着河岸潜游出好长一段距离，这才小心翼翼地在
水面露出了一个头顶和两只眼睛。
　　那奇怪的声音突然变大了，雌狸香团子立刻将头部沉进水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似乎没有什么
威胁，这才重新抬起了头。
　　那声音来自河的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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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对岸的树林里有几个九曲河畔从来没有过的动物，长长的两条腿，灵活的两条臂，圆圆的一个头，
而且直立着行走。
　　这些奇怪的动物正在全神贯注地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似乎并不在乎周围发生的事情，自然就更不
会发现平静的水面上，那双怯怯地转动着的眼睛。
　　渐渐地，雌狸香团子的胆子大了起来，它把整个脊背都浮上水面，照自己的习惯待得更舒适一些
，因此也能看得更真切些。
　　对岸那些两条腿的动物仍然在互相叫喊着，互相帮助着，架着粗大的房梁。
　　慢慢地，雌狸香团子朝着九曲河的中央游去。
或许是想看清楚那些两条腿的动物长得什么模样，或许是想看看那个比小岛还要大的房屋是个什么形
状。
　　对岸，那个个子最高腿最长的动物走了过来，手里还拎着一只硕大的木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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