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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写小说时，觉得这个世界的真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甚至不需要写作者虚构。我在写《狐狸有九个想法》时，真实的动物
生存细节就派上了用场。

我在新疆生活30多年，无数次近距离接触动物，看到新疆丰富
的物种资源。不同地域的动物，它们的生存法则常常表现为极具震
撼的生命反应。正是出于对土地的理解和尊重，我在这本书中，以散
文方式讲述了很多动物的命运变化，期待传递出动物和土地共同铸
就的边疆传奇。

动物在情感、行为、感知和表达等方面表现惊人，与人会有心灵
感应，甚至在行为上有近似于人的反应。人懂动物，想必动物也懂
人。听说在阿勒泰曾有牧民能听懂羊语，亦可与羊交谈。我想那不
仅仅是两种生命在形式上的打通，更是灵魂的对接。至于其到底是
怎样的美妙或欢乐，只有那牧民知道。

新疆的动物多处在沙漠、戈壁、高山、森林、草原，往往以不同的
生命形态，展示着独特的生存精神。而新疆是一块敞开的土地，开阔
是其亘古不变的外在特点，生存于这片土地的动物，只要一露面，便
彻底暴露在人的视野中。所以说，在新疆没有看不到的动物，而它们
展示自身神秘、美丽和神性时，显得颇为大度。尤其是独特地域与生
灵之间，气息相通，感应灵敏，有时候甚至惊人地相似。我曾经数次
引用一句诗：“你看着我，就是治疗我。”我迷恋动物并为之书写，就是
因为它们的生命之直接和裸呈，像这句诗一样对我起到了启示和引
领。

有些动物我见过，有些动物则无缘谋面。见过的动物，我记住了
它们的眼神、表情和动作，深以为那就是它们的灵魂。写作时，它们
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与我对视，让我为自己忝为写作者或者记录者
而感到幸福。至今无缘见到的动物，亦有不少传奇故事，被那些在草
原、牧场和戈壁沙漠放牧的人代代口传，变成他们精神中闪烁不息的
光芒。人们对动物的爱，以及从动物传奇中获得的温暖，让我深为感
动。

在一个边防连，一匹马给连队拉水近10年，后来通了自来水，它
便因为“失业”盯着水龙头愣愣地看。一天，人们四处都找不到它的
踪影。多日后它回来了，浑身的毛长得很长，眼里含着泪水。战士们
给它吃东西，将杂乱的毛剪去。它望着战士们，眼神颇为复杂。当战
士们拧开水龙头用水时，那匹马突然痛心疾首地发出一声嘶鸣，冲出
院子跑向荒野深处。另一个故事，牧民在戈壁上放牧时，如果没有饮
水，便在中午放开骆驼去找水。那是一种古老的觅水方式，骆驼因为
在夏天的沙漠中酷热难当，会找到有地下水的地方，卧下去借助湿气
降温。牧民在那样的地方挖下去，便可找到地下水。有一年，牧民将
一峰骆驼放出找水，数日不见它回来，后因为天气突变无暇顾及，提
前转场去了别处。一个月后传来消息，说那峰骆驼找到了有地下水
的地方，在等待中逝去……

完成书稿后回头看，觉得犹如让动物彻底坦露，然后排列成整齐
的队列，等待读到此书的人认知、感受和检阅。自从政府部门把动物
不同程度列入保护范围，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在更高意义上涌现出诸
多话题，静待我们去思考和表达，然后开始全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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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有九个想法》——与生灵气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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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也可以像流感病毒那样传播，传递给密切接
触者。”人是环境动物，易受磁场影响。当外界的情绪弥
漫开来，我们会迅速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心情。

这种情绪传染，有时候比病毒传播更快、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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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在小说《花冠病毒》中，描写
过一场“瘟疫”。

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席卷了
1000万人口的燕市。

起初，在抗疫总指挥的部署下，全
城老百姓并不恐慌，生活有条不紊。可
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对吴姓夫妇，闯入超
市狂买物资，还在家族群里散布谣言。
众人见他们神色慌张，也害怕起来，开
始跟风哄抢。

有人因长时间隔离而内心苦闷，在
网上大吐苦水。不少网友被其煽动，一
起在留言区抱怨、叫骂，哭诉自己的不
幸。还有人因事业不顺而怒气冲天，跑
到大街上抗议。

一些原本安心工作的人，一经刺
激，也加入其中，一场场暴乱随之发生。

毕淑敏在书中感慨道：人们的戾气
仿佛一瞬间被激活，坏情绪竟比“花冠
病毒”传播得还快。

想想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
历：看着一些真假难辨的消息，莫名地
烦躁不安；朋友伤心难过，你也跟着沮
丧郁闷；见别人生气，自己的怒火也往
上蹿……

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一段激烈毒
舌的评论、一首悲伤绝望的歌曲……这
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情绪信号，正在不知
不觉地影响着我们，左右着我们。

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哪些是别
人的情绪，哪些是自己的。就像患了感
冒，我们不知道何时被传染的，只知道
自己病了。

比起病毒，负面情绪看不见摸不
着，但却有着更为强大的传播性与杀伤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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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有一问题：“身边有个负能
量的朋友，是什么体验？”有个回答一针
见血：是痛苦，这种朋友是诸多不幸的
来源。

想必我们身边也有这种人，他们爱
抱怨，很颓废，总是心灰意懒，消极悲

观。接触久了，我们也不免受其
影响，丧失了好好生活的热情。

自己本想用功学习，却有人

灰心丧气地说“努力没用”，令我们瞬间
泄了气；自己本想好好工作，可看到有
同事在躺平摆烂，你也忽然没了干劲，
和他们一起“摸鱼”；自己本对婚姻充满
期待，可因一些过来人的怨气，让人瞬
间没了盼头。

这些负能量满身的人，很少去分享
生活的好，只会把别人拖入和他们一样
的窘境之中。

情绪病毒会传播，但不代表我们不
能抵抗。

“心态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
变，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
改变；性格改变，生活就跟着改变。”成
熟的人往往都懂得如何控制情绪，而控
制好情绪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明确自己
目标。

头脑清晰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
清楚目标比情绪更重要。他们深知，情
绪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过多的情绪不
仅会分散人的注意力，还会干扰人的行
为，影响做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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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首先要
保持清醒，对事实有较为客观的分辨。

“用功学习”是自己的事，不是学给
别人看的；“好好工作”也是自己的事，
不是活给别人看的，“爱生活爱家庭”还
是自己的事，不是过给别人看的。生活
不乏烦恼的事情，当我们真正冷静分析
后，会发现事情本身其实并不严重。若
是总被他人挑衅而左右情绪，伤害的只
有自己。

保持清醒，明确目标，才能静下心
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面对负面情绪，如果暂时没有强大
的心智去消化，那么默默疏远与屏蔽，
也是很好的选择。

情绪上有明辨的能力、有一定的屏
蔽力，才是一个人最应有的抵抗力。

冷静克制不从众，明辨是非不跟
风，心绪稳定不慌乱。多在意自己的理
性，少关注别人的议论，是一个成年人
的顶级自律。

情绪传播猛于病毒，我们要为自己
做好防护。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做
自己心情的主人。

瑾山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