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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沈石溪的微信名是“老象”，两个字

精炼地概括了他的标签：第一，他今年已

70 岁了；第二，他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

的 是 大 象 。 从 1980 年 发 表 第 一 篇 作 品

《象群迁徙的时候》 至今，沈石溪已经写

了 40 多年动物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 《狼王梦》 更是 80 后 90 后的童年集体

记忆。

象 、 狮 、 狼 、 豺 、 狐 、 狗 、 猪 、 蟒

蛇、骆驼、天鹅、鹰、雕⋯⋯有人数过，

沈石溪写过 70 多种动物，但似乎都是陆

地上的动物，近日出版的 《海洋之歌》 补

上了这个缺，写的是宽吻海豚——这是沈

石溪第一次“下海”。

沈 石 溪 也 养 过 很 多 动 物 ： 1969 年 插

队到西双版纳的村子，猪牛羊都养过，不

养吃什么？马也养过，因为那个地方没有

车，上山只能靠骑马；养过蟒蛇，当地老

百姓还送给过他一只“黑猫”，养到半大

不大时候，才发现是只黑豹；家里最多时

有 7 条狗，现在有一只猫，还偶尔出没蟋

蟀、蝈蝈、金铃子⋯⋯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过 70 多种动
物，为什么第一次写海洋动物？

沈石溪：我出生在上海，但上海的城

区距离海还有几十公里，而且长江入海口

是黄色的，没有大海的颜色，也没有大海

的气势，所以对海洋并不熟悉。

1969 年 ， 我 到 云 南 西 双 版 纳 插 队 ，

在那儿生活了几十年，所以我过去的作品

大都写的是我熟悉的云南的动物。西双版

纳不靠海，自然也就没有海洋动物。唯一

写 过 的 水 生 动 物 是 《大 鱼 之 道》 中 的 黑

鲩，也是澜沧江的淡水鱼。

那 为 什 么 要 写 海 洋 动 物 ？ 因 为 有 冲

动，因为我知道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所有

生命起源于海洋，包括人类在内的陆生脊

椎动物的祖先，是由鱼类在 4 亿年前从大

海 迈 向 陆 地 进 化 而 来 。 这 种 鱼 叫 做 文 昌

鱼，现在在福建、广东一带的海洋里，渔

民还能捕到这种“活化石”。

我 被 大 家 戏 称 为 “ 动 物 小 说 大 王 ”，

但从来没写过海洋动物，我自认为是一块

短板、一种缺憾。加上写了 40 多年，人

们熟悉的动物种类我都写过了，再写难免

有“炒冷饭”之嫌，很难有新意。想要突

破，我觉得有两个方向：一是远古动物，

一是海洋动物。前者我写过侏罗纪的“五

彩龙鸟”，后者就是这一次的宽吻海豚。

我今年 70 岁了，但觉得还能写个七

八十年，希望这段时间在文学艺术上有所

追求、有所突破，起码不是原地踏步。

中青报·中青网：写海洋动物有什么
困难吗？

沈石溪：难的就是我对海洋动物不熟

悉，所以这本书写得拖拖拉拉，从构思到

写完将近 5 年时间，当然期间也写了其他

作品，但这是我所有作品中耗时最长、耗

心血最多的作品。

其间，我经常去大连、威海、青岛、

珠海、深圳、宁波、舟山这些地方采风，

和渔民聊天，聊天是补课、是做功课，所

以时间线拉得很长。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第一次写就
选择了海豚？

沈石溪：海豚是一种和我们人类比较

接 近 的 海 洋 动 物 。 我 和 老 渔 民 闲 聊 的 时

候，讲到海豚，特别是广东一带经常有海

豚出没的地方，老一辈人就会给我讲类似

的 故 事 ： 原 来 条 件 差 ， 小 渔 船 是 木 头 做

的，出海捕鱼遇到暴风雨，船就会倾覆，

甚至被风浪解体。渔民落水后，如果附近

刚好有海豚游过，特别是宽吻海豚，它们

会“出手”救人，用自己的背把渔民顶出

海面，然后送到沙滩。

即便是过去没有宣传要保护动物的年

代，遇到海豚在沙滩上搁浅，附近的渔民

发现后都会主动来救援，把海豚重新送回

大海；如果不幸海豚死了，渔民会把它埋

葬。在世世代代的渔民心中，人类最忠实

的 朋 友 是 海 豚 ， 其 他 海 洋 动 物 也 许 是 食

物，但从来没有听说谁吃海豚。

海豚还很聪明，从脑容量和身体重量

的百分比来说 ， 海 豚 和 人 类 很 接 近 。 海

豚 会 唱 歌 、 会 集 体 行 动 ； 还 是 跳 水 运 动

员 ， 经 过 简 单 训 练后就能表演很优美的

节目⋯⋯但即便海豚和人类如此接近，人

类对真实的海豚生活也不是特别了解，所

以我选择写海豚。

中青报·中青网：《海豚之歌》 中的
三个故事，有两个结局都不圆满，甚至
有些残酷，充满死亡与背叛，为什么这
样设定？

沈石溪：我认为动物世界的本质就是

“适者生存”，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海豚

是一种有群体意识的动物，是群居动物，

内部既有团结凝聚力，又有激烈的竞争。

我想真实再现海豚这一物种的生存状态，

肯定会写到其中的艰难、残酷与无奈。

中青报·中青网：曾有人批评你的动
物小说太残酷了，不适合孩子阅读。

沈石溪：动物小说不是童话，童话是

香软的、甜美的，即便中间有悲情最后也

是大团圆的，这是低年龄段孩子对童话的

需求。我的动物小说一般是中高年级的孩

子阅读，他们应该有限度地接触真实的生

活、真实的社会。

文 学 要 忠 于 生 活 ， 写 动 物 小 说 怎 么

能 避 开 丛 林 法 则 。 野 生 动 物 世 界 天 天 都

在 上 演 悲 剧 ， 动 物 小 说 也 就 免 不 了 写 悲

剧 。 当 然 因 为 我 的 读 者 是 青 少 年 ， 我 也

会有所节制。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那这个“度”在
哪里？

沈石溪：我表达的主题在于，美好的

东西、生命的力量，不会随着个体被消灭

而 烟 消 云 散 ， 它 会 变 成 一 种 精 神 上 的 基

因，代代传承。

《海豚之歌》 中的“半脸海豚”因为

受到核辐射而容貌毁损，造成悲剧，但它

的善良与对美好的向往，在这个族群中传

承 下 来 ， 它 的 后 代 也 因 此 得 到 了 善 待 ；

“勇者海豚”虽然最后死于非命，但它为

族群开拓了更好的生存空间，把爱冒险的

性格转化为勇于开拓精神，这是符合生命

发展逻辑的。

所以，这个度就在于，有没有美好的

东西传承下来。生死的悲剧在不断上演，

但生命总体来说是顽强生存、追求辉煌、

一代胜过一代。

中青报·中青网：对你影响最大的是
什么动物？

沈 石 溪 ： 狗 ， 对 我 触 动 最 大 的 是 一

条狗。

2004 年 ， 我 从 部 队 转 业 ， 举 家 从 昆

明迁回上海。当时昆明家里有一条养了 7
年 的 狗 ， 因 为 有 点 胖 ， 我 们 给 它 起 名

“阿福”。我们觉得阿福的年纪 大 了 ， 换

个 环 境 可 能 有 问 题 ； 刚 在 上 海 买 了 房

子 ， 手 头 比 较 紧 ， 而 运 动 物 无 论 火 车 还

是 飞 机 都 挺 贵 的 ； 运 输 还 需 要 各 种 证

明，比较麻烦⋯⋯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

它留在昆明。

于是，我们找了很要好的朋友老丁，

他家有比较大的院子，我们每个月给他一

些 补 贴 ， 买 点 狗 粮 ， 请 他 帮 我 们 照 看 阿

福 。 老 丁 满 口 答 应 ， 于 是 我 们 就 回 了 上

海，隔三岔五打电话去问，老丁总是说阿

福很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呢。

就这样过了 3 个多月，突然有一天老

丁打来电话，说很抱歉，阿福跑掉了，找

不到了。我们当然很着急，请老丁好好找

一 找 。 又 过 了 10 来 天 ， 那 天 深 夜 11 点 ，

老 丁 又 打 来 电 话 ， 说 他 刚 刚 和 朋 友 喝 完

酒，路过我们家在昆明的房子——当时已

经卖掉了，结果看到一条狗在单元门门口

蹲 着，“ 我 过 去 一 看 ， 就 是 你 们 家 阿 福！

我叫它名字想把它带回来，可它一看是我

就扭头跑掉了，我没追上”。

接完这一通电话，我儿子哭得稀里哗

啦，我和太太也特别后悔，最后决定由我

这个时间相对宽裕的人，带上两万块钱，

第二天就买机票飞昆明，一定要把阿福带

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飞机火车不行，

租一个车也要开回上海。

到了昆明，我住在原来住址边上的一

个小旅馆，白天睡觉，晚上就去单元楼下

守着，希望阿福能再次出现。守了整整 7
天，阿福一直没有出现，我也不能长时间

不上班，只能抱着深深的伤感和遗憾回了

上海。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接到过阿福的

消息。

阿福一定成了一条流浪狗，我只能祈

祷它能找到一个新的好主人收留它，开始

新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肯定不在

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一想

起阿福，总是伤感和愧疚。我写过很多野

生动物，却没有写过城市里的动物，于是

去年我和几个年轻作者一起写了“流浪狗

奥利奥”系列。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写动物小说的
过程中会有什么困惑吗？

沈石溪：就是动物小说的写作标准。

在 西 方 的 动 物 小 说 中 ， 动 物 大 都 是 美 好

的、善良的，人类是丑陋的，或者说在动

物 面 前 是 有 原 罪 的 ， 大 抵 是 这 样 一 条 脉

络。但我认为，动物小说所表达的哲理，

可以是更多样的、更丰富多彩的，比如动

物的母爱、挣扎求生的智慧，等等。

西方追求比较精细地表达人类观察到

的动物的真实情况，这个我觉得纪录片可

以做得更好，比文字震撼多了。在现代化

的观察手段面前，动物小说的优势不在于

谁更真实，而在于动物的某种行为对人类

的震撼力。

有人觉得我描写的动物世界像人类社

会，那你怎么知道动物世界就不是这样的

呢？比如找对象，动物要找长得漂亮、身

体好、忠诚度高的，很多东西并不是人类

独有的。我承认笔下的动物有人的思维心

理，但我可以反过来问，你怎么知道动物

没有这样的思维心理呢？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
计划？

沈石溪：我要写一个关于远古生物的

故 事 。 远 古 时 代 ， 海 洋 里 有 很 多 巨 型 动

物，有一种动物因为体型小，生存空间越

来越小，于是只能向大陆进军。成功登陆

后，它们非常开心，一开始也过得非常幸

福。但随着时光流逝，生活环境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在陆地上又遇到了恐

龙这样的庞然大物，没办法，为了生存，

它们又被迫回到大海⋯⋯

故事讲的是生命的循环，每一次循环

似乎是回到原点，其实是进化为更高层次

的生命状态。

沈石溪：写动物小说怎么能避开丛林法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很 多 作 家 都 有 自 己 的 “ 文 学 领 地 ”，

周梅森也如此。他会把自己想讲的一个又

一个故事，装到这片领地里去。

在周梅森早年作品 《我主沉浮》《我

本英雄》 里，出现过汉江省、平州市等虚

构的地名；之后的 《人民的名义》《人民

的财产》 里，他又创造了汉东省、京州市

等新的文学地标。

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梅森长篇小

说 《大博弈》，故事发生在汉江省，“汉江

宇宙”重回江湖。

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

时，周梅森说无论是汉江还是汉东，主要

是为了写作方便。“因为我写了很多的书

和剧，如果每一次都换一个地方的话，对

我和观众来说可能会感到陌生。在一个熟

悉的文学领地深度耕耘，我想这是一个普

遍的文学现象”。

《大 博 弈》 延 续 了 他 的 现 实 主 义 风

格 ， 书 写 的 是 时 代 浪 潮 下 的 中 国 工 业 制

造。与此同时，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

剧播出。

《大博弈》 的故事以北方机械厂即将

倒闭，孙和平在老书记求援之下出任“末

代 厂 长 ” 为 开 场 。 孙 和 平 是 头 脑 灵 活 、

“卧薪尝胆”的新任厂长，在为北机谋出

路 的 过 程 中 ， 深 谙 资 本 运 作 规 则 、 擅 长

从 中 借 力 的 刘 必 定 ， 进 退 有 度 、 运 筹 帷

幄 的 国 企 掌 舵 人 杨 柳 ， 都 是 他 所 求 助 的

对象。

在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的广阔天地里，

几位老同学再聚首，为了实现中国重汽行

业的长足发展，共同演绎一幅“大博弈”

群像。

“我想，这个作品可能会创造一种新

的表现工业和改革的艺术形式。”周梅森

说，《大博弈》 有别于 《人民的名义》，也

有别于 《人民的财产》，“它直面中国制造

这 20 多年来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

道路。中国制造几十年来的崛起震惊了世

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这个不能不

正视”。

周梅森坦言，很多人讲，工业题材、

农业题材“写农民写工人没人看”，但他

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

以农民、工人为主，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

国的基础，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有义务为他

们做些东西，这些年这类作品太少了，我

就是要做这样的尝试”。

周 梅 森 说 ：“ 坚 持 聚 焦 现 实 题 材 创

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

我不变的文学信仰。”

中青报·中青网：《大博弈》 这部作
品创作契机是什么？

周 梅 森 ：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40 多 年

了 ， 我 们 都 是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受 益 者

和 参 与 者 。 中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从 弱 到 强

一 直 走 到 今 天 ， 非 常 辉 煌 。 这 些 年 我

也 一 直 密 切 关 注 中 国 经 济 ， 写 这 个 作

品 的 时 候 ， 我 最 早 关 注 到 一 家 非 常 著

名 的 制 造 业 企 业 。

2005 年 前 后 ， 中 国 面 临 着 股 改 ， 恰

恰我所关注的这家企业是 2003 年开始上

市，它从资本市场上收购一家汽车企业，

完 成 了 上 市 的 这 个 过 程 ， 伴 随 着 整 个 股

改。而我在股改过程中介入也比较深，所

以 就 以 股 改 为 背 景 ， 写 了 这 家 企 业 的 故

事。以此为基础，我把制造业当初在计划

经济基础上艰难起步，一直到最后走向辉

煌的过程，全面地表述出来了，写了一本

书叫做 《大博弈》。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你在小说后记提
到，一位企业老总在雅加达卖老鼠药的真
实经历触动了你，当时这段经历给你带来
怎样的影响？

周梅森：我曾追踪了解过一位著名重

装动力集团公司老总，这位老总在最困难

的时候曾远赴雅加达拓展市场，他发现当

地鼠患严重，灵机一动，从国内购来老鼠

药售卖， 在 当 地 很 快 供 不 应 求 。 他 神 采

飞 扬 地 说 道 ， 当 时 在 雅 加 达 售 卖 一 包 老

鼠 药 的 利 润 甚 至 超 过 一 台 小 发 动 机 。 他

说 得 随 意 ， 我 听 得 有 心 。 我 强 烈 感 受 到

一 位 企 业 家 身 上 所 具 备 的 坚 强 毅 力 和 商

业 嗅 觉 。 之 后 我 跟 踪 了 他 许 多 年 ， 几 次

到 他 旗 下 的 企 业 采 访 ， 体 验 生 活 ， 受 益

匪浅。

这位优秀企业家丰富而成功的奋斗经

历，为我打开了创作视野，我这才发现自

己以前是本末倒置了。那场股改虽然是个

历 史 的 进 步 ， 但 不 能 决 定 中 国 企 业 的 命

运 。 决 定 企 业 命 运 的 是 一 大 批 像 “ 孙 和

平”这样的企业家，是他们带领企业走出

了困境，创造出一个个产业奇迹。

于是，除了这个老总外，我相当一段

时间里在研究中国的企业，研究一个个企

业家。很多在中国制造变革历史中出现的

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在 《大博弈》 中都

能 找 到 影 子 。 比 如 说 三 一 重 工 、 中 联 重

科、徐工集团的故事我都研究过，相关人

物我也都研究过。所以，《大博弈》 这部

作品是重卡装备行业精英们的历史画卷。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对于时代洪流里
“转变”的议题，你最早是从何时开始思
考的？

周梅森：这个时代，总要有一部分作

家，关注我们的改革开放，关注这个社会

的各种矛盾。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

革时期，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我

觉得，必须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

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不能装作看

不见。

20 年 来 ， 我 一 直 坚 定 地 走 现 实 主 义

创作道路。从 14 岁在书中认识了巴尔扎

克开始，我的信念始终未变。可以说，坚

持聚焦现实题材创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

术创作原则，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

中青报·中青网：长期关注社会经济
改革并转化为文学作品，对个人而言意义
是什么？

周梅森：对我来说，我热爱文学，意

义就是在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里，作为一

个 在 场 的 作 家 ， 把 我 看 到 的 ， 让 我 激

动 、 兴 奋 或 者 愤 怒 的 东 西 ， 写 在 了 文 学

作 品 里 —— 这 是 一 件 对 我 来 说 是 很 愉 快

的事，让我很有成就感。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的关键词“博
弈”，你如何解读？

周梅森：大博弈，博弈无输赢。普通

的 博 弈 可 能 有 输 赢 ， 但 不 是 “ 你 死 我

活 ”。 我 觉 得 博 弈 就 是 均 衡 博 弈 ， 博 弈

的 意 义 在 于 强 者 赢 ， 强 者 胜 出 。 在 这 部

作品里，“汉大三杰”3 个人都曾经强盛

过 ， 但 是 最 终 都 有 挫 折 。 孙 和 平 虽 说 笑

到 了 最 后 ， 但 是 他 后 面 还 会 面 临 新 的 挑

战和新的博弈。

中青报·中青网：在你看来，“孙和
平”们最珍贵的精神底色和性格特质是
什么？

周梅森：这部小说的 3 个主人公，他

们最让我喜欢的精神就是英雄主义、奋斗

精 神 ， 逆 风 翻 盘 ， 不 承 认 失 败 ， 不 甘 失

败；面对复杂的人性和历史的转轨期，最

大可能地发挥了自己人格、人性的潜力。

他们的人生非常精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精彩。

中青报·中青网：坚持现实主义题材
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周梅森：长期 以 来 ， 我 一 直 都 在 坚

持 聚 焦 现 实 题 材 ， 不 管 外 部 有 什 么 说

法 ， 不 管 这 样 的 写 作 是 否 被 认 为 落 伍 ，

被 认 为 观 念 陈 旧 、老套，我都顽强地坚

守着现实主义文学阵地，顽强地坚守着对

现 实 的 思 考 ， 以 及 对 时 代 变 化 的 观 察 、

积累。

中青报·中青网：如今你还对哪些题
材有创作兴趣和热情？

周梅森：我目前在写一部政法整顿题

材的作品。我一直写反腐作品，这是自己

很喜欢的题材，已创作了半年，这部作品

暂定名是 《刀刃向内》。

周梅森：在熟悉的文学领地深度耕耘

□ 徐 冰

去 年 某 一 天 我 在 公 园 跑 步 。 时 值 初

夏，春天的气息尚未走远，夏日的燥热还

没到来，公园里微风荡漾，天朗气清。我

愉快地奔跑起来，大口大口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

公园的小路已跑过无数次，在哪棵树

下将落下第一滴汗水，都了然于心。但是

那一天，奔跑中却有种异样不时升起：曾

经那么熟悉的公园，不知哪里总感觉有些

陌生。

直 到 一 簇 蒿 草 重 重 刮 在 腿 上 ， 火 辣

辣 的 疼 痛 猛 然 让 我 醒 悟 —— 啊 ， 是 那 些

植物。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往熙熙攘攘的

公园人迹稀少。我停下脚步，这才发现眼

前的景象堪称震撼。在安静得有些死寂的

天地间，各种植物正在尽情生长。路两旁

原本修剪整齐的枝丫，有不少地方已经遮

盖了路面。那种竞相生长的蓬勃与欢快，

简直有些肆无忌惮。那一刻，我感动而惭

愧：人真是太打扰这个世界了。

我曾多次爬过所谓的野山，经历过天

高地阔的空旷。但那天公园里的发现，却

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如果没有了人，这个世

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因此当翻阅 《没有我们的世界》 这本

书 时 ， 去年的那个场景屡屡在眼前闪现。

艾伦·韦斯曼以让人惊讶的想象力，在书中

勾勒 出 一 幅 幅 “The world without us”
之后的景象。他的想象当然不是天马行空

的胡思乱想，而是尽可能地用科学逻辑为

支撑，解释着没有我们之后的世界。因为

有过类似经验，书中许多描写让我似曾相

识、会心一笑。但是也有许 多 场 景 ， 则

从 未 想 过 ， 或 者 根 本 没 想 得 那 么 深 入 。

比 如 塑 料 降 解 。 一 般 都 知 道 塑 料 降 解需

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但很少有人进一步了

解，塑料在降解过程中很可能就已经改变

了世界。

书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关于各种

建筑物的湮灭。那些钢筋水泥构筑起的庞

然大物，那些用巨石垒筑的宏伟的人类骄

傲，只要没有了人 类 存 在 ， 都 将 在 时 间

的 长 河 中 崩 溃 、 消 失 。 这 虽 然 不 难 理

解 ， 却 仍 出 乎 意 料 。 因 为 有 的 崩 溃速度

远远超出想当然的预期，很多看似坚固无

比的建筑其实用不了一两个世纪，就会成

为一堆渣土。

此种景象不免使人有些气馁，甚至感

到巨大挫败。但艾伦·韦斯曼的用意并不

在此。这本书不是之于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的幻想甚至杞人忧天，而是提醒人们认真

思考一下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以及

如何与我们身处的世界相处。

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如何与世界相处

实在并不容易。现在环保已经成为共识。

很多人积极主动地践行环保理念，爱护环

境、植树绿化，身体力行。对于自己生活

其间的环境倍加呵护值得赞许。但许多人

肯定没有想过，他们的很多做法，其实是

对这个世界自然演化的人为干预。许多出

于人类善意的行为，其实恰恰干扰了自然

的运行。

坦率地说，看到这里，我感觉陷入了

一个无可奈何的悖论：人类只要在这个世

界上存在，无论怎么做都是对自然演进的

扰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我们从

这本书中得到的感悟，肯定不是完全不去

影响环境，而是怎样去影响，以及深刻认

识到人类的影响。

书中有个细节很让我惊讶。人类经过

千辛万苦驯化、优选的植物、作物，在自

然界中其实是最弱不禁风的。一旦人类消

失，这些植物将很快在与野生植物的竞争

中败下阵来。人类的宠物也将面临这个结

局。在艾伦·韦斯曼看来，没有了人的万

千宠爱，宠物狗将迅速成为各类肉食动物

的 大 餐 。 比 较 而 言 ， 猫 却 有 可 能 幸 存 下

来。这些细节闻所未闻，起码我从未从这

个角度想过。我不养宠物，对于人类消失

之后宠物命运的思考，显然无法与养宠物

者相提并论。想必宠物爱好者看到书中的

这一段，心情会颇为沉重。

但这也正是这本书想要提醒人们的，

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并不随着人类消失

而消失。人类给地球留下了极为麻烦的烂

摊子，比如核武器、核电站、核废料，它

们“重归自然”的时间，肯定要大大超过

人类存在的历史。

问题并不是人类该怎样收拾这个烂摊

子，人类 消 失 之 后 自 然 无 能 为 力 ， 何 况

还 有 不 少 人 信 奉 “ 我 死 之 后 哪 管 洪 水 滔

天”。真正的问题是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

必 然 会 留 给 这 个 世 界 一 些 东 西 ， 并 就 此

深 思 ： 自 己 在 地 球 上 的 位 置 究 竟 在 哪

儿 ？ 面 对 这 个 世 界 、 面 对 地 球 这 个 茫 茫

宇 宙 中 微 小 的 天 体 ， 人 类 是 不 是 的 确 需

要谦虚一点？

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并不容易。需要

思考、需要理解，而更重要的是，需要谦

逊与谦卑。哪怕为了眼前的美好，人类也

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消失之后的世界。人

类消失之后当然顾不上洪水滔天，不过许

多肆意妄为，常常是现世报。

没有了人类 世界将会怎样

你怎么知道动物没有人类的思维心理?

作家说

那种竞相生长的蓬勃与
欢快，简直有些肆无忌惮。

书名号

《大博弈》的故事以北方机
械厂即将倒闭，孙和平在老书
记求援之下出任“末代厂长”为
开场。

周梅森

沈石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