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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夏无双 作

黑鹤与他的动物小说创作黑鹤与他的动物小说创作：：阳光书房

留住最后的草原留住最后的草原 留住精神故乡留住精神故乡
□□马马 力力

内蒙古草原是作家黑鹤童年曾经驻足而今又

经常去的地方，这片草原对于黑鹤的创作来说，不

仅是“最后的草原”，而且是人类精神的故乡。黑

鹤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只有一个宗旨：留住“最后的

草原”，留住人类的精神故乡。这就是地域给予黑

鹤创作的影响。

谁是草原之王

在黑鹤的动物小说和散文随笔中，内蒙古草

原是生命的摇篮，又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茫茫

草原谁为王？在黑鹤看来，是草地牧羊犬。“牧羊

犬也是在草原的牲畜中惟一拥有自己名字的牧

畜。”命名是牧民对牧羊犬在草原上非凡地位的确

认，这与它的贡献及品质息息相关。首先，它忠于

职守。“在草原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头孤独的牧羊

犬独自看护着上千只羊。它不会丢失一只羊，而

当有狼来袭，它也会勇敢地迎战”。其次，它不欺

弱小，“攻击性极强的它几乎从未伤害过人”。在

《鬼狗》中，一次暴风雪来袭，只有阿尔斯楞留在家

里，帐篷都被暴风雪连根拔起，阿尔斯楞抓住了一

条狗才没有被风吹走，钻到狗的身体下面才没有

被冻死。过去阿尔斯楞曾救过狗的命，现在它又

救了小主人的命。牧羊犬还时

刻牢记看护羊的使命，“对母羊

抛弃的羊羔，它们会倍加关爱，

它们仔细地将小羊舔舐干净，

然 后 小 心 地 叼 进 牧 人 的 毡

包”。这是牧羊犬的智慧，更是

它的爱心。抗强惜弱是这位草

原之王难得的美德，它的所作

所为无愧于牧民的信任，无愧

于弱者的保护神和草原之王的

命名。黑鹤赞美牧羊犬有“帝

王般的气质”，“高贵不凡”（《王

者的血脉》），这不仅是喜爱，更

体现了黑鹤去人类中心主义的

生态意识。

在草原牧民的眼中，骏马

也是草原上的神赐之物。它们

有健美流畅的外形，有矫健如

飞的步伐，有翩翩奔腾的雄姿，有坚韧无比的耐

力。有了它，牧民就如插上翅膀，能在广袤的草原

上纵横驰骋。牧民们喜欢马，不仅因为它外形高

贵，更重要的是马具有非凡的品格。它从不萎靡

懈怠，睡觉都是站立的姿势，仿佛时刻准备飞奔。

它一往无前，即便在下一刻倒下，这一刻也要拼尽

全身力量向前冲，是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高

贵精灵。草原牧民敬仰马的精神，黑鹤说：“蒙古

马是蒙古人的精神信仰和寄托。”在人类精神的源

头处和发蒙期，人类从草原牧羊犬、马以及其他动

物身上学习了多少美好的品质？这是自然向人类

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资产。现

代的人类是否还记得人与自然在精神源头处的联

系？其实，从妄称是自然主人的时刻起，人类就已

经忘记了。而唤醒和挽留人们的记忆，是黑鹤文

学创作的价值。在他看来，今天的草原已经成了

“最后的草原”，他要用自己的笔留住这“最后的草

原”，留住人类精神的故乡。

从生命源头看生命的壮观

生命在本源处又是什么样子呢？黑鹤能睁开

心灵的眼睛看世界，他利用自己和草原的缘分，从

生命的源头处看到原始生命的遗存——当代草原

牧羊犬生命的壮硕、威武、野性十足。他的小说和

散文随笔都竭力地赞美以牧羊犬为代表的生命的

壮观、唯美。

牧羊犬的生命源头在哪里？黑鹤在《王者的

血脉》中追溯道：“距今14万年至6000年前的中

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驯化动物”，“1万—1.5万

年前，狗与狼分道扬镳”。从此，牧羊犬就利用嗜

杀本能为人类驯化其他动物服务，而“嗜杀”本性

来自它的近亲——狼。

恶劣自然环境的磨练是激发生命活力的又一

因素。“草原从来不仅仅是绿色牧歌，更多的时候

它代表着一种严酷而坚忍的生活方式。”内蒙古草

原位于中国北部，冬季气候异常寒冷，最低温度可

达零下40度左右。冬季的暴风雪被牧民称为“白

灾”，当大雪覆盖草原之际，野生动物食物断绝，

羊、马被成群冻死。“在马群倒下的地方，牧草会丰

茂无比，并会显现出黑夜般的沉稳色彩……俯下

身去，将耳朵贴近草原，就会听到大地的深处，回

响着马蹄星群般翻涌的轰鸣”，这是何等悲壮的生

命之歌。“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弱者，活下来的都是

最强悍的生命。”牧羊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牧羊

犬冬季产崽，蒙古牧羊犬一生从不进毡包。即使

在此时也不例外。”正是因为从刚出生起就接受严

寒的考验，牧羊犬一生都有极强的耐寒能力，这种

坚忍与刚毅之气令人钦佩，所以惟有它能挺过“白

灾”，在草原上稳稳站住脚跟。

与强者斗，是草原王者展示并增强生命力的

又一途径。强者相逢勇者胜，牧羊犬“只要一发现

地平线上有狼出现，必然舍命追赶”，狼必然是手

下败将，可见牧羊犬的威猛也是在与强大对手的

较量中培养与增强的。正是由于牧羊犬的拼死气

概和生命强力，方能肩负起王者的责任，保草原平

安。

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是牧羊犬优化强种的基

本保证。为了争夺王位，牧羊犬除了外御豺狼之

外，还要经过内部的残酷汰选。“草地牧羊犬与蒙

古细犬打斗时，即使受伤，但从不退缩……直到强

大的对手不知所措地离开。”拼打出来的强者才是

真正的强者，才能保证草原牧羊犬代代强壮。“草

原牧民要求更多的还是牧羊犬的实用性，它是否

足够勇猛，能击败、驱散野兽，这一点要

比外形重要得多。”在黑鹤看来，惟有纯

种草原牧羊犬才保持了生命源头的强

硕，这是另一种生命样态的样板。为创

作《王者的血脉》，黑鹤驱车走遍草原上

的每一座蒙古包；为了拍一张“王者”的

照片，哪怕被狗咬破了衣服和鞋子也在

所不惜，反而赞美它的野性。然而在《王

者的血脉》中，他还是表达了这样的担

忧：今天，草原上的狼已经很少见了，这

意味着牧羊犬的对手越来越少；随着牧

民放牧的区域化分割明确，今天的牧羊

犬已经没有机会跟随主人从贝加尔湖走

到青藏高原，使优胜劣汰的选择余地更大，相反是

近亲交配，缺少竞争的牧羊犬品种也就相应退

化。昔日牧羊犬的王者雄风能否继续保持，这是

黑鹤所担忧的。黑鹤还担心，随着宠物狗的出现，

草原牧羊犬的纯正血统日益遭到破坏，这是否意

味着另一种雄强的生命样态会濒于灭绝？“当某一

天某种病症突然来袭，我们必须需要一头纯正的

蒙古牧羊犬的血清来治疗这种病时，我们不知道

到哪里去寻找。”这不仅是一个物种灭绝的悲剧，

还是整个草原和人类的悲剧。认识到这个问题

后，黑鹤就开始付诸改变现状的行动，《王者的血

脉》以照片的方式记录了黑鹤为保持牧羊犬的纯

正血脉延续所做的努力，他从草原深处寻找血脉

纯正的牧羊犬崽，然后背它们去长白山，送给鄂温

克人，希望“王者的血脉”在这片神圣的原始森林

中能得到延续。他挽救的不只是牧羊犬，他竭力

想留住的是源头处生命的强壮，是找到草原生命

及人类的希望。

从精神发源处看改变人类的犬

黑鹤的作品还谈及犬与人类的互文关系。人

类是牧羊犬的驯化者，这个选择改变了犬的功能

以及它与人类的关系。在农耕背景下，这种改变

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它延伸了人

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征服未知世界的向

导。这种关系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人类既

驾驭犬，又受犬的影响，牧羊犬以及马等动物良好

的品性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建构。在远古的草

原文化中，在牧民彪悍的性格中，都有他们面对对

象世界的精神内化。蒙古人将蒙古马看作精神信

仰和寄托，就是人对马的精神内化。所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向自然学习也

是人与自然互文关系的表现。

然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了经济利益，疯狂

地掠夺自然，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在

《王者的血脉》以及小说《鬼狗》中，黑鹤描写了许

多人将牧羊犬带出草原，让它们看仓库，看机场，

拿它们去卖钱，让它们去杂交。草原牧羊犬没有

自由、受尽屈辱，黑鹤对此非常反对。他说：“无论

如何，我都认为，蒙古牧羊犬应该一直生活在广阔

无边的牧场上，这也是千百年来它们能够保持其

凶悍本性的原因。”“这些牧羊犬就应该待在它们

应该待的地方，在广阔无边的牧场上，看守羊群，

守卫营地。也许它们的主人待它们很好，但终究

城市不是它们应该驻足的地方，还是让它们回草

原去吧。”目前人与犬的关系正面临着危机，不但

牧羊犬有可能退化或灭绝，就连宠物狗被改变的

也只是外形，而非行为和本能。据统计，现在仅美

国就有470万人被宠物狗咬伤，不得不放弃饲养

宠物狗。人害怕狗、放弃狗，这在人与犬的关系的

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从互文性的角度看，这也意

味着现代人类已经放弃了向对象世界进行学习和

内化的欲望，断绝自己和自然文明源头的联系，使

现代文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黑鹤在作品

中表达的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前途的忧

虑，也是对人类陷入精神迷途的忧虑。黑鹤想以

自己的创作敲响警钟，让我们懂得保护草原牧羊

犬就是保护自然与自然法则，就是保护人类的精

神源头不受污染、不被切断，是要留住“最后的草

原”和人类最后的精神故乡。

黑黑 鹤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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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余亮
斯特拉斯堡之恋（中篇小说）… 方丽娜
和太阳对话的少女（短篇小说）

………………………… 许春蕾
寒蝉鸣（短篇小说）………… 曹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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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十四、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十五、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

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

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

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十六、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

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

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十七、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

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

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八、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

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

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九、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

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一条相应修改为：“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

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

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

代表。”

二十、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

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

工作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

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

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

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二十一、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

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

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

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

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

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

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

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

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

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十三条

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

第一百四十三条。

以上建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上接第1版）灯谜征集评选发布以及歌咏会、

朗诵会、图片展等一系列“文艺下基层”活动反

响强烈，百支文艺小分队开展文艺志愿活动近

千场，参与文艺志愿服务人数近千人，受益人民

群众近百万人。

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福建省委宣传部

牵头组织“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组织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服

务群众，创作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

质量文化产品，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基层文艺院团、农村电影放

映队、非遗传承人（团队）等开展文化活动、项目

展示，广泛组织地方戏曲演唱、舞蹈曲艺、民间

技艺、民俗艺术、游艺联欢和书法、美术、摄影创

作，以及花会、灯会、票友会、舞龙舞狮等文化文

艺活动，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台和网站推出小品、

相声、影视剧、联欢会等节日广播电视文艺节

目。原创话剧《县委书记廖俊波》在福州、南平、

泉州等地巡演25场受到广泛好评，“送戏到基

层”戏剧展演精彩唱响，“新时代新风采”宣传十

九大文艺下基层假日文艺舞台文化惠民演出举

行，“百姓大舞台”惠民演出小分队、“文艺新骑

兵”小分队等百余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先后走进

了福州市养老院，宁德市三都澳边防部队、寿宁

县下党乡、火车站广场，漳州市隆教畲族乡等多

地，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了正能量强劲、感染力

丰富、文明又欢乐的优秀作品，传递党的声音和

温暖关怀。 （闽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