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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得
主李修文沉潜多年
推出长篇新作《猛
虎下山》。镇虎山
下的炼钢厂正在改
制转轨，末位淘汰
制像高悬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大厂的
光环黯然逝去，作
为炉前工的刘丰
收，从前的骄傲与
尊严碎了一地。时
代的大变局下，生
存成为前所未有的
危机。一声虎啸，
穿透千禧年到来的
喧哗，定格在每个
人耳中，故事在这
一刻走向不可把握
的未知。李修文回
到历史和记忆的深
处，打捞那些有名
有姓的普通人。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李修文

1975年生，湖
北钟祥人。著有长
篇小说《滴泪痣》
《捆绑上天堂》,小
说集《浮草传》《闲
花落》，散文集《山
河袈裟》《致江东父
老》《诗来见我》等
作品。曾获鲁迅文
学奖等多种奖项。
现为武汉大学文学
院教授，兼任湖北
省作家协会主席、
武汉市文联主席。

长篇小说《猛虎下山》打捞历史和记忆深处的普通人

狼卡在吊桥的两根铁索之间

《猛虎下山》
李修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我这个年纪，上山也好，下山也罢，最不
能大意的，就是自己的腿脚：昨天晚上，山里下
了整整一夜暴雨，我无处可去，只好躲在一个
崖壁之下，避了一整夜的雨。天刚亮，雨止住
了，我离开崖壁，腿脚肿胀酸痛，几乎寸步难
行，恨不得按摩店理疗馆就近在咫尺，果真如
此的话，推拿、扎针、拔火罐，我一样都不会落
下。当然，这都是痴心妄想，我也只有拨开满
山灌木，四处乱走，去找一点吃的。这还没完，
你说要命不要命，很快，在一片榉树林里，我迷
了路，死活都走不出去。我不服，骂了这片榉
树林好几遍，又骂了自己好几十遍，终于听见，
不远处，好像有河水的声音。我没有轻举妄
动，反倒告诉自己，冷静下来，又跟老花眼和白
内障做了半天斗争，总算看清了山谷里的那条
河。这才慢腾腾地，喘着粗气，一步步踱到河
边，蹲在了半人高的草丛里。等到不再喘粗
气，心跳也平静下来，我还是用河水洗了把脸，
然后，重新埋伏下来，只等着眼前的河水里有
鱼经过。它们只要胆敢露面，到了那时，我必
将回光返照，两世为人，化作闪电，迅猛出击，
从草丛里杀将出去，再一口咬住它们，直到把
它们嚼得一根刺都不剩下。

结果，我还是想多了。两个多小时过去，
我连一条鱼都没等到，有那么一阵子，我都快
睡着了。好在是，动不动地，河水撞着石头，溅
出的水花落到我脸上，我才能一遍遍清醒，继
续趴在草丛里，硬撑了一个多小时。临近中
午，我终于绝望，离开河边，重回密林之中，先
是在几块巨石之间折腾了好久，要死要活，终
归翻越了过去。之后，又斗胆穿过了高悬着好
几只马蜂窝的黑松林，谢天谢地，在一棵枯死
的黑松底下，我竟然看见了一串被落叶差点盖
死的野葡萄：黑黑的，全都腐烂了，腥味直冲鼻
子。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哪里还有什么资
格去挑三拣四？说时迟，那时快，我忍住激动，
咽着唾沫，二话不说，一颗颗地，将它们全都吞
进了肚子里。果然，刚一吃完，肚子就疼了起
来，疼得我啊，就像有人拿着刀子正在一截截
地切断我的肠子。

偏偏这时候，在我正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
有个什么东西，从一道密不透风的金刚藤背后钻
了出来。钻出来之后，也不叫，也不喊，只是安安
静静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股杀
气，奔着我就来了。我在心里暗自说了一声大事
不好，赶紧揉眼睛，这才看清楚，那看着我的，不
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只独狼。只见那独狼，
满身都是泥巴，全身又瘦又长。显然，它和我一
样，很久都没吃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想到这

里，我的身体上，汗毛立刻倒竖，腿脚也止不住地
摇晃，却见那独狼，纹丝不动，继续盯紧着我，就
像盯紧着一串腐烂的野葡萄。不不不，它盯紧
的，其实是一块腐肉。

我提醒自己，一定要镇定下来，所以，我干
脆朝它逼近过去。“就凭你他娘的，也敢打我的
主意？”我冷笑着问它，“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
看，我是不是你爹？”

那独狼，有那么一小会儿，好像被我吓住
了，不自禁地往后退，但也只退了一两步，而后
下定决心，死死站住，摇起尾巴，低声叫喊起
来。我分明看见，它的眼珠，正在从黄褐色变
成绿色，我知道，这正是它马上就要朝我动手
的信号。既然如此，我还等什么呢？我还是逃
命吧——什么都顾不上了，我猛吸一口气，随
便找了个方向，不要命地往前跑。一路上，刺
藤在我脸上划出了好几条口子，还有一根树
桩，就像一把从地底长出的刀，割破了我的脚，
疼得我啊，眼泪都差点掉出来，接连打了好几个
趔趄，却也只好直起身来，使出仅剩的力气，跑过
一大片湿漉漉的葫芦藓，再跑过一座残存的清朝
末年修建的吊桥，却被一道红石岩挡住了去路。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片刻犹豫，徒手攀上了红石
岩。这红石岩上，寸草不生，我只能靠着自己的
腿脚，硬生生地踩在岩石上几乎不存在的坑洼
里，一步步往上挪。被树桩割破的那只脚，血还
在渗出来。我没敢回头，但也知道，这些血的味
道让那独狼变得更疯了，之前，它只是在叫喊，现
在，叫喊声已经变成了嚎叫声。奇怪的是，就在
我刚刚爬上红石岩顶上的时候，它的嚎叫声又变
成了惨叫声。我没管它，仰卧在岩石顶上，喘了
好一阵子，这才缓过气来，这才去看它：却原来，
那独狼，过吊桥的时候，可能是太兴奋了，没注意
脚底下，它的一只后腿，被死死卡在了吊桥上的
两根铁索之间。现在，它的身体已经被摔出吊桥
之外，倒悬在半空中，而铁索之下，是一条早就干
枯了的河床，河床上，一堆堆的怪石，正在等着跟
它迎面撞上。显然，只要它从吊桥上摔下去，就
算不死，顶多也只能剩下半条命，它却没有任何
办法，只好继续惨叫，又像是在哀求，一声高过了
一声。

而我，再也懒得多看它一眼。天知地知，
我也已经很老了，满身所剩的一点力气，不足
以让我可怜别人，甚至，也不足以让我可怜自
己。更何况，站在红石岩顶上往下看，一场大热
闹还在等着我——山底下的炼钢厂，在荒废了多
年之后，在改造成蓄电池厂、游乐园和温泉度假
酒店全都宣告失败之后，今天，它修旧如旧，变成
了工业遗产文创园。现在，开园仪式正在进行，
音乐声激昂，主持人的声音却挣脱出来，远远扩
散。在主持人的邀请下，领导们依次走上舞台，
靠近一颗巨大的水晶球，之后，再纷纷伸出手去，
按住那颗水晶球。接下来，主持人带领全场观众
开始倒数，水晶球背后的LED显示屏上也出现
了倒数数字：五，四，三，二，一！“一”字刚喊完，水
晶球突然通体变色，闪出蓝光，人群上空，上百只
礼花筒同时炸开，领导们、台下的观众，身上都沾
满了缎带与碎花。至此，工业遗产文创园的开园
仪式，就算是拉开了序幕。再看全场观众，一个
个，叫着喊着，鼓着掌，想起来，倒回二十多年，我
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一时之间，我的鼻子，竟然
有些发酸。

对，二十多年前，在山底下的炼钢厂里，开
过多少次大会，我就鼓过多少次掌。有时候，
当我坐在人堆里正在鼓掌，我老婆——林小
莉，隔了老远，会故意朝我看过来。我知道，那
是她在鄙视我，用她的话来说，我这辈子，都不
可能有坐上台的一天，我这辈子，就活该坐在
台下给别人鼓掌。而且，就连在台下也坐不到
前三排，只因为，前三排坐的都是至少当到了
班组长的人。她的话，我认，有件事，我也心知
肚明，那就是，虽说嫁给我都二十年了，但她的
心里根本没有我，只有张红旗。所以，每一回，
当我看见她又在鄙视我，我就故意把两只手都
拍红，再定定地朝坐在第三排最边上的张红旗
看过去，意思是：林小莉啊林小莉，看看你的张
红旗，他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个脱硫车
间的副组长，说不定，哪天出个什么事故，他娘
的，还不是马上被打回原形，变成跟我一样的
德行？哪知道，我的这点招数，对林小莉根本
没有用，到后来，只要我一边鼓着掌一边看向
张红旗，她就干脆对我鼓起掌来。她的意思，
我也明白，意思是：刘丰收啊刘丰收，认了吧，
你就只有这点出息。

（三）生生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的一个思想观念那就是

万物天道，万事人道的生成化育和生生不息。产生
与恒生构成了“生生观”的核心内涵及其意义。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乃是由多重意义指向的，主要
包括“生物”和“生德”两种功能。而“恒生”则表征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和“创新”两种精神。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最早以“天地之大德曰
生”（《系辞传》）、“生生之谓易”（《系辞传》）这两句
话来加以概括上述的“生生观”。天地最伟大、最重
要的本质属性就体现在它的生德。生的意思就是
出生，就是产生，就是生出，就是生起。“生，进也”
（《说文解字》），“生，出也”（《广雅-释诂》），“生，起
也”（郭庆藩注《庄子-外物》），此之谓也。天道自
然与人道社会的生起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恒
和无穷之过程，它不会停息，不会断绝，不会结束。

“生生不息”“生生不已”“生生相续”这就是“易”最
本质的属性和功能。

只要翻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之发展的画卷，
各个时期，不同人物都会从不同视角去讨论不同意
义下的“生”的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多处在讨
论它。老子所谓的“道德”其实质就是“生成”的意
思，所以我在讲授《道德经》的时候，常会强调指
出，老子所谓的“道德”不是“moral”的意思，即不
是所谓伦理道德的那个道德的意思，而是包括“生
成”意义在内的“无有”“体用”“一多”的意思。故
而，我会将《道德经》又称为《生成经》《无有经》《体
用经》《一多经》。在老子看来，之所以“道之尊，德
之贵”正是在于“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经》51章）
的赋予和蓄养万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呢！老子
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章），“万物恃之而生
而不辞”（34章），“万物得一以生”（39章），“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道家文献《太一生水》
篇也大讲宇宙生成论，主张太一生水，合而生天
（气），再生出地，由天地生神明，由神明生阴阳，由
阴阳生四时，由四时生寒热，由寒热生燥湿，由燥湿
生岁。道家另一位思想家庄子直接指出道是产生
一切的最初本源。他说：“夫道……生天生地……
先天地生而不为久”（《庄子-大宗师》）。“物得以
生，谓之德”（《庄子-天地》）。可见，先秦的道家老
子和庄子都谈生。孔子谈到了天地生物与生德的
两大功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论语-阳货》），此之谓也；“天生德于予”
（《论语-述而》），此之谓也。孟子说：“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更是直
接指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
子-礼论》）。《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包
括人性在内的万物之性都是由天生的，都是天地赋
予的。可见，先秦的儒家孔、孟、荀，儒家的《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皆谈生。汉儒董仲舒主
张：“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春秋繁露-
玉杯》），“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春秋繁
露-身之养生于义》），“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
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春秋繁露-王
道通三》）。《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生虚霩，虚
霩生宇宙，宇宙生气”。东汉思想家王充特别强调
天地生物生人的自然无为性。他说：“天地合气，万
物自生”（《论衡-自然》）。可见，汉代思想家全谈
生。宋代的程朱论生时指出：“天只是以生为道”
（《二程遗书》卷11）。“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文
集》卷76）。可见，宋明理学悉谈生。

产生与恒生思想观念构成了不同世界的图景，
丰富多彩的“道”的世界正是由最原始的太极阴阳
的永动而形成。“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此
之谓也。天道人道从静态上来说，都是由一个阴与
一个阳二者所构成。而从动态上来说，天道人道都
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的。一阴一阳的交互
作用，相互转化，平衡和谐创造出合理和理想的道
之世界。《周易》的“生生观”正是通过这两个“一
……一”的形式呈现出来。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
谓道”这三句经典话语都是来自于《周易》，而《周
易》又是以阴阳观念为其基础和核心的，这充分反
映出“生生”的思想观念与“阴阳”的思想观念是紧
密相连的。强调这一点是要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
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生”“生生”实际上是有其自
己的特点的，是与固有的观念紧密相关的，从而也
决定了“生生观”与“阴阳观”一起形成了有内在关
联性的一些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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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

之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