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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动物趣闻之

金丝猴的故事
◆西虎 东羊 文/图

（一）

在湖北省神农架核心区 1400 米高
山地带，分布着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川金
丝猴。我国于 1984 年在大龙潭建立了
考察站保护川金丝猴。1995 年在大龙
潭金丝猴考察站初识胡振林，之后又有
多次接触，知晓了一些关于金丝猴的故
事。那是在考察站刚搬到大龙潭的头
几年，由于多年的观察，这一带的金丝
猴已经熟悉了这位不会伤害它们的人，
老胡可以在很近的距离观察它们。当
时夫人和孩子尚未过来，孑然一身的老
胡百无聊赖，唯有那把用塑料片弹拨的
六弦琴可以寄托平日的寂寞。

1985 年的一天，老胡在山脚下抚
琴 ，琴 声 打 破 了 山 林 的 寂 静 ，引 来 了
200 余只金丝猴的围观。群猴伫立树
端，神色专注并无一丝杂乱，此景感动
了老胡，越发认真地弹奏。在这青山翠
柏 环 绕 、人 迹 罕 见 的 群 山 中 ，面 对 着
200 余只猴听众独奏“山林畅想曲”，别
是一番感受。

半个时辰过去，无奈山中的小咬
（蠓蛉）猖獗，扑向抚琴者裸露的肌肤
吸吮血液。老胡只好起身收琴，抬眼
望 去 ，树 上 的 猴 听 众 似 乎 还 沉 醉 其

中。待它们明白了演出的突然结束，
一阵骚动，似乎是为挽留而发出的抗
议，老胡走去很远了，仍可听见猴群回
荡在山谷中的鸣叫。

（二）

在神农架浩瀚的林区，金丝猴的天
敌是豹子、狐狸和狼。狼捕食金丝猴极
具耐心，悄悄尾随可达数日，但凡群猴
下地或是有不慎失足者即刻捕杀。

1983 年的一天，胡振林和当地一
农民上山，途中听到不远处有金丝猴的
鸣叫声，那声音愤怒凄厉。老胡二人慌
忙寻声而去，但见山坡丛林中，一只雄
性金丝猴正与一头黄褐色的狼激烈搏
斗，林中一片狼藉。那只公猴显然是首
领，为掩护妻儿老小只身与狼搏击。搏
击已见分晓，金丝猴伤痕累累奄奄一
息，老胡举枪瞄准恶狼，那狼见状迅速
逃走。

身负重伤的金丝猴跌跌撞撞扑向
老胡，突如其来的举动将老胡吓了一
跳。只见那猴抱住老胡的腿，瘫软在
地，全无攻击的样子。老胡缓缓抱起这
只雄性金丝猴，从包里掏出一块糖塞进
猴的嘴中，那猴子显得格外的温顺可

怜，疲惫受伤的眼睛透着感激之情。老
胡细看，猴子的脖颈部和尾巴受伤严
重，尾巴蓬乱斑驳，沾满了鲜血，无力地
耷拉在地上。老胡背起这只 40 多斤重
的金丝猴。返程途中，猴子腹部开始臌
胀，嘴唇变白。抚摸着这只即将气绝的
金丝猴，胡振林说他永远难忘那双眼睛：
自知将死，仍不失对人类的感激之情。
那金丝猴遗骸后来做成标本，永远定格
展示在林区政府松柏镇的展室中。

（三）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神农架因再
次发现“野人”踪迹引起世人瞩目，媒体
的渲染吸引了诸多好事者和摄影爱好
者趋之若鹜。当然，“野人”只是神龙见
首不见尾的传闻，而川金丝猴却是实实
在在的。但凡想拍摄到金丝猴，就非找
大龙潭的胡振林不可，因为只有他才知
道现存的几个猴群的活动规律和地点。

那天，几个摄影爱好者由驻地摄影
家江勇引荐，找到胡振林，执意要拍摄
国宝。老胡面薄难辞，但对摄影者约法
三章：金丝猴生性多疑谨慎易惊，请诸
位听我的指挥，注意隐蔽，待猴群下地
时再拍摄不迟……交代完毕，一行七八

人翻山穿林，来到蛰伏点。老胡说，前
方不远即是猴群，请大家稍安勿躁。

透过密实的灌木缝隙，果真看到一
个猴群，约 20 多只。在猴王的率领下，
正在约百米外的树端觅食。金丝猴猴
群内辈分等级分明、分工明确，一只显
然是侦察兵的雄猴在猴群四周跳跃放
哨。突然，它一个跃起，跳到距潜伏点
仅 30 米 的 树 端 。 一 位 摄 影 师 按 耐 不
住，端着长焦、弓背哈腰按下快门。这
轻微的举动和声响在寂静的山林显得
尤为突兀，当然也引起了猴子的警觉。
但见侦查猴凝神朝声音传来处观望，发
现可疑后即刻返回猴群。

老胡急忙按住这位心急者。再看那
只侦查猴，正指手画脚向猴王汇报敌
情。于是，树端上群猴齐齐地向这边张
望，猴王边望边看着那只猴，似乎在核实
情报的准确性。此时老胡一干人卧伏于
树后，大气不敢出，唯恐惊散了猴群。

漫长的几分钟后，山林寂静，并未
发现“大队人马”，猴王确认此猴谎报敌
情。树端上几只执法猴将此猴追打，林
中不断传出来猴子愤怒悲催的哀鸣。
此景令老胡难以忍受，招呼一声首先站
立起来，猴子即刻停止打斗，齐刷刷挑
眉凝视这帮突然出现的人马。那只“侦
察兵”一脸委屈，哼哼唧唧看看猴王又
看看人群，似乎向首领证实自己并未说
谎。在猴王的首肯下，几只执法猴即刻
靠近此猴捯毛抚慰，片刻群猴远遁。

老胡、摄友一阵感慨：冤假错案即
刻平反，人不如猴。

自 1993 年加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植物考察委员
会以来，笔者曾数次深入神农架腹地考察，耳闻目睹了许多有趣的
故事。今年春节时，又参加了中美合拍的电影《大脚印》的新闻发
布会，这部全景在神农架拍摄的故事片将于近期在全球公映。这
番经历让笔者再次忆起了与神农架的故事。

桓仁真美！这是去过的游人异口同
声的赞誉。桓仁之美，美在锦绣河山，美
在独特的历史文化，美在物产富饶。美
在天然去雕饰的自然。

驾车从沈阳出发，走沈阳至丹东高
速，约两小时的车程，便到了位于辽宁东
部山区深处的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

也许是长期交通闭塞的缘故，没火
车、没高速，只能靠汽车爬山越岭，桓仁
的生态环境好得令人惊叹。这里有辽
宁最高的森林覆盖率、有全省最大且水
质最优的水库，有世界文化遗产“五女
山城”、我国唯一幸存的天人合一“八卦
古城”、“中国枫叶之最”的枫林谷，还有
生产了全球一半冰酒的——“世界冰酒
之都”。

桓仁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8.39%，居
全省之最且多为原生林，大大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桓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林海莽莽，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
98%，是辽东山区保存最完整的森林生
态系统、辽宁生物物种基因库，也是太子
河和浑江主要水源地。主峰老秃顶子海
拔 1367.3 米，有“辽宁屋脊”之称，也是杨
靖宇将军率领的抗联的根据地，到处是
抗联营地、被服厂、哨所等遗址。

桓仁还是“国歌”的发源地，从桓仁
走出的辽宁省政府代主席、辽宁民众自
卫军总司令唐聚五，率队转战辽东、辽
西、冀东等地并重创日寇。田汉先生创
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绝大部
分与唐聚五的《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
民众自卫军军歌》的书面语言相似。故
有“桓仁出了个唐聚五，国歌因此而精
彩”之说。

桓仁地域并不大，在城北约 8.5 公里
浑江右岸的 五 女 山 上 ，却 有 一 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五 女 山 城 ，系 高 勾 丽 第
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也有“东方第一卫
城”之称。

山城占地约 160 万平方米，共有东、
南、西 3 个城门。山城最大特色是城墙，
高勾丽人高超的筑墙技术开启了东北亚
石墙砌筑的先河，史学界有“秦砖、汉瓦、
高勾丽石”之说。砌筑方法十分巧妙，内
墙为棱形石插砌，外壁用楔形石插入棱
形石的空隙中，两者交错咬合减轻了城
墙向外的张力，这也正是其 2000 余年不
倒的秘密所在。

五女山的名字源于传说，远古时代
有姐妹 5 人居此，后与浑江中肆虐的黑
龙同归于尽。但笔者更信史料考证，桓
仁在西汉时被称夫馀，五女山称夫馀山，
五女即夫馀的音变。

五女山东南坡的凹地，是距今 600

多年女真人由吉林迁入辽宁最早落脚的
首个村寨——瓮村的遗址，到萨尔浒大
战前，这里已拥有万余人马。众所周知，
清太祖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且首战大捷
的萨尔浒大战，是中外历史上以少胜多
的经典战例，战场在今天的抚顺市大伙
房水库一带。但史学家最新发现，除了萨
尔浒主战场外，还有个东线战场就在桓
仁，并发挥了与主战场一样的巨大作用。
另外，传说中美丽动人、品行脱俗并让顺
治皇帝为之放弃皇位而出家为僧的董鄂
妃，就来自桓仁，最终亦合葬在清孝陵。

我国唯一幸存的天人合一“八卦古
城”在桓仁。虽然浙江曾发现有“八卦
村”，新疆曾考证有八卦镇等，但在这些
以八卦文化为依托的建筑中，唯有桓仁
的八卦古城是以县城为规模的自然与人
工的完美结合。当年，桓仁首任县官章
樾上任时，尚无县城。 一 日 ，正 为 筹 建
桓 仁 城 选 址 而 苦 恼 的 他 登 上 五 女 山 ，
只见佟佳江（今浑江）由北逶迤奔流而
来，向西折回又向南环绕而去，酷似太
极图形。章樾心中一亮。经朝廷奏准
后 ，1882 年 桓 仁 古 城 就 建 在 这 阴 阳 两
极 的 阳 极 上 ，不 过 现 仅 残 存 一 段 老城
墙。在桓仁县中心区域建有章樾公园，
园中矗立一座身着清代官服的中年男子
雕像，那是桓仁人在缅怀首任知县建城
的功绩。

如今，桓仁县委、县政府几任决策者
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念，重建
八卦古城，建筑风格采用晚清民居风格，
以期留住传统文化之美。

此外，桓仁还是“中国山参之乡”，市
场份额占到东北人参的半壁江山。据多
年在桓仁工作且历任县长、县委书记、
县人大主任的蒲信子介绍，桓仁过去是
全省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却在全
国 120 个民族自治县中，经济总量位居
前列。

绿 色 是 桓 仁 GDP 的 本 色 ，绿 色 能
源、绿色食品加工、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
占比达 80%；在财政总收入中，绿色产业
贡献率近 80%。在桓仁的绿色产品中，
有 15 个产品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7 个产品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有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桓仁也相继
被评为“美丽中国十佳生态旅游县”、“中
国最美休闲小城”、“全国生态示范区”、

“国家宜居宜业典范县”等，还是目前辽
宁唯一的省级环保模范县城。

桓仁的发展很好地诠释了只有保护
好 青 山 绿 水 ，才 能 拥 有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这座小城正向着建设实力、富庶、美
丽、活力、幸福新桓仁的目标不断进取。

美到极致是自然
◆丁冬

文人、学者中，爱猫写猫者众
多，如冰心、梁实秋、钱钟书、季
羡林等巨擘；当然，恨猫者中也
有，如鲁迅。爱恨淋漓于笔端，
笔之所至，对猫的情感也跃然纸
上。在《人模猫样》一书中，作者
周 仕 凭 对 猫 有 爱 有
恨、有喜有恶，并非一
概而论。通过以 9 只
花狸猫的成长过程为
线 索 ，细 腻 地 描 写 了
关于花狸猫和人类之
间 的 一 个 个 故 事 ，表
面 是 写 猫 ，实 际 上 借
由猫的眼睛看社会。

《人模猫样》写猫
是 一 绝 ，栩 栩 如 生 地
刻 画 出 猫的体态、姿
态和动态，如“用前爪将脸、嘴巴、
胡须清理干净，接下来趴在这里
一会儿注视着前方，一会儿站起
来，弓起腰，前爪尽全力地前伸，
屁股尽全力地后移，翘起长长的
尾巴，伸一个长长的懒腰，然后环
顾四周。”也写猫的眼睛纯净、明
亮，“黄宝石般的两只眼睛注视东
方”，“两只晶莹剔透、慈祥温柔的
眼睛炯炯有神。”猫的眼睛有一种
特殊功能，即刺穿重重夜幕的黑
暗，并看清楚周遭的一切。

这 不 正 是 作 者 想 要 表 达 的
么？借着写猫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想、喜怒哀乐，写猫的爱恨情
仇，写猫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相识
相知、相互利用等，以拟人化的手
法映射出当今时代的人间百态与
社会世相，可谓匠心独运。

用猫的眼睛看社会，看到了
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其中也有
环境变化、环保不作为等丑陋现
象。如个别地方政府官员漠视危
及百姓身体健康的违法排污行
为，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

应 付 群 众 举 报 。 作 者
写 道 ：“ 萤 火 虫 对 一 只
正 要 到 小 河 里 喝 水 的
大狸说，这里的水不能
喝 ，喝 了 会 要 你 的 命
的。”作品告诫人们，如
果只顾自身的发展，忽
略 了 人 与 人 、人 与 动
物 、人 与 环 境 的 关 系 ，
将 会 影 响 社 会 的 和 谐
与发展。

寓 言 体 小 说 是 一
种通过假托的人物、动物等形象
和带有劝喻或讽刺性质的故事来
阐明某种事理的小说文体，它既
有寓言的特点，又有小说的艺术，

《人模猫样》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鲜
明特征的寓言体小说。深刻揭露
了在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社会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如环
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悬殊、诚信
缺失等。

曾记得，鲁迅先生在《我怎么
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有句名言，叫
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本书作者独具“猫”眼，如炬扫视
我们的社会、时代，善于发现问题
并勇于客观真实地呈现问题。让
我们与他一起睁开双眼，注视我
们的社会，共同担起“疗救”环境
的责任吧。

▶ 1858 年 ，
英国摄影师拍摄
的武汉黄鹤楼 。

猫眼里的世相百态
◆贺震

地球脉动
满卷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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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 张之洞
1837～1909 年

很多人知道张之洞是我国近
代工业先驱，但很少有人知晓，张
之洞还是治水高手。作为武汉三
镇之中十年九淹的武昌和汉口，
正 是 在 他 的 手 上 实 现 了 筑 堤 为
城，连年水患才得以有效抵御。

1889 年，清政府调张之洞任
湖广总督，自此开启了张之洞长
达 20 年的督鄂历史。张之洞到任
之后，把湖北作为大展宏图的基
地，自励要师法先后抚鄂的林则
徐、胡林翼，励精图治，他还写下
一副楹联自勉：西通巴蜀，南控荆
襄，中有九江合流，形势无双，楚
尾吴头一都会；内修政治，外治兵
戎，兼司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
前胡后两文忠。

在鄂任上，张之洞充分认识
到工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先
后筹建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
汉阳火药厂，创办了湖北织布局、
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合称湖
北纺织四局。又创设了湖北银元
局、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制革厂、
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主持修
筑 了 卢 汉 铁 路 ，并 督 办 粤 汉 铁
路。毛泽东曾说：“讲重工业，不
能忘记张之洞。”

对于雄心楚天，冀图在此大
干一番事业的张之洞，始终面临
一道难题，即连年的水患困扰，制
约着湖北尤其是武汉工业的长足
发展。湖北因水而得“鱼米之乡”
美名，但也因水而难去“泽国”之
名。兴修水利、建堤筑坝为历代
督抚要务，但基于当地特殊的地
理环境，进展一直较为缓慢。张
之洞上任后，曾两次令有堤防的
州县加修堤坝，足见其对水利的
重视。对于重要堤防地段，他还
亲往查勘，派人专修。

在湖北的水患当中，地处长
江、汉江两大江交汇要冲的武汉
尤为突出。武汉三镇地处江汉平
原 东 部 ，正 当 长 江 、汉 水 交 汇 之
区，地势低洼、湖泊密布。这里因
水而兴、得水之利，然而又因为水
的变幻无常，屡遭洪水之患。从
有史料记载的汉高后吕雉八年至
清道光年间，武汉地区大约每 20
年 就 要 发 生 一 次 构 成 灾 害 的 洪
水。至于每逢雨季，水漫街道则
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誉，而
武汉则有百湖之市之称。这些称

誉既是当地湖泊众多的折射，也
表明当地地势过低遭受水患风险
较大。张之洞决心大力治理武汉
水患，长江南岸的武昌城是他迈
开的第一步。

此前，武昌历史上曾有过 3 次
筑堤记录。一次是修筑花堤（今
武昌区平湖门内）。北宋徽宗政
和年间，原依赖挡水的金沙洲位
置上移，失去了挡水作用。于是
人们筑堤障水，此堤名为花堤，这
也 是 武 昌 城 区 花 堤 街 地 名 之 由
来。第二次是修筑郭公堤。宋代
的鄂州城内有明月湖（今已不存
在），江水暴涨之时湖水四溢，对
居民威胁甚大。都统郭果主持修
湖堤，名为郭公堤。第三次是修
筑大堤口一带的江堤。当时武昌
沿江一带，黄鹄山下的地势较高，
往下地势渐次降低。南宋绍兴年
间，动用屯驻的军队在大堤口一
带修筑江堤，此为万金堤。

及至 1899 年，张之洞针对武
昌地势较低的特征，决定重点督
修武昌城外南北二堤，将堤面加
高至 5.7 米，加宽至 6.7 米，并在武
昌堤段上建武泰闸，青山堤段建
武丰闸，这两地名保存至今。南
北二堤建成后，原来低洼之地成
为 陆 地 ，居 民 还 能 在 此 垦 荒 耕
种。值得一提的是，颇有经济头
脑的张之洞以此地作为武昌筑堤
资金平衡来源，即将这 20 万亩良
田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官办
农场、畜牧场，另一部分划为农民
租种，所交租金作为修补堤闸的
经费，有效地缓解了修建堤防的
资金压力。

当 武 昌 水 患 得 到 有 效 缓 解
后，张之洞又把目光投向了难度
更大的汉口。1861 年汉口开埠，
逐渐繁华，但城区仅集中于沿江
一带。今天的汉口是武汉三镇中
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而在 100 多
年前，汉口河汊湖泊纵横，每年夏
秋 汛 期 ，几 乎 都 会 遭 到 洪 涝 威
胁 。 水 患 严 重 制 约 了 汉 口 的 发
展。为此，明崇祯八年（1635 年），
汉阳府通判在汉口修筑了一条长
堤。长堤上起桥口，环绕汉口北，

呈半月形，东至今天的王家巷，长
约 10 多华里。当时也有人称之为

“袁公堤”。长堤修筑以后，逐年
加高培固，并在堤外取土挖了一
道 宽 约 两 丈 的 深 沟 ，称 为“ 玉 带
河”。

在消除汉口水患时，张之洞
显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1904
年，已督鄂 15 年之久的张之洞特
聘请外国工程师对堤防工程进行
设计，并耗资 100 多万两白银，修
建了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
顶 高 6 米 、宽 8 米 ，高 程 31.67～
32.20 米，长 20 公里的后湖堤防。
按照当地的习惯，为了纪念张之
洞 ，后 湖 堤 更 名 为 张 公 堤 。 自
1905 年张公堤建成后，汉口与东西
湖分开，后湖大片水泽之地得以圈
进堤内，逐渐适宜居住和耕作。张
公堤的修筑不仅大大改善了汉口
居民生活环境，还为汉口城市发展
储备了大片土地。如今张公堤横
卧大半个汉口，后湖地区更是武汉
的几大核心居民区之一。

有趣的是，有别于传统官僚
做法，在修筑大堤时，张之洞充分
借助了市场力量，仅从当地富商
刘歆生处便融资了 50 万两白银。
这个刘歆生，后被称“地皮大王”，
他曾对黎元洪说：“都督，你创造
了民国，但是我创造了汉口。”刘
歆生这话有点“大”，不过也基本
属实——鼎力支持修筑张公堤的
刘歆生，后来获得张公堤内的大
片土地，自然收获颇丰。今天这
块土地早就发展成武汉的中心城
区，而曾在历 史 上 发 挥 重 要 御 水
功 能 ，大 幅 拓 展 汉 口 城 区 陆 地
的 张 公 堤 ，今 天 已 被 改 造 成 市
民 休 闲 健 身 的 绿 道 。 每 个 行 走
于 此 的 路 人 ，都 会 感 念 张 公 当
年 的 义 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