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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常不注意书前的序。我就不记得“三国”和“水

浒”的序为何人所作。“聊斋”的序却是读过的，因那确是篇

好文章，爱好古典文学的人不可不读。我之喜欢起骈文就以此

开始。因常不注意序，所以我的书没有一部曾请人写过序或

跋。但近年来，要我写序的人倒逐渐多了起来。对此，套用时

下流行的话，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先睹为

快，同时享受到品评的乐趣；惧的是怕狗尾续貂，把一本好书

活活糟蹋了，致使生灵涂炭。我以为，一篇序如果写不出“聊

斋自序”的程度，不如不写。然而，蒲松龄只此一位。所以，

捧着别人交来嘱序的书稿时，我真如汉代羊祜所说，“夙夜战

栗，以荣为忧”了。

但对杨兆兴同志这部写沙坡头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确想

写点什么。首先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写的题材。因联合国的重

视，沙坡头现在已举世闻名。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这一片大沙

漠上表现了出来。今天，已经有不少反映治沙的小说、电视甚

至科教片问世，讴歌了长期在浩瀚的沙海中把自己的青春甚至

一生奉献给改造大自然的人们。可是，我认为，对这样的题

材，怎么写也不嫌多。近几年，萦绕在我心头最大的事，就是

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据有关专家预测，全国耕地面积的

减少和人口的增加，照目前这种速度持续下去，若干年代后，

我们的子孙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匮乏和饥饿。任何现代化的努

序

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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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会受生态环境这个硬条件的制约。如果我们留给后代的

土地使他们尚不能立锥，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就不是美妙

而是阴暗得无以复加了。

人类任何理想的制度都无法在没有土地的国度实现，这本

是一个常识。过去我们强调阶级斗争，那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强调的“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

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还在于

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西方的发达国家就是凭借科技手段，

拓展了人对自然界的占有，从而缓和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

盾。相反，即使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不能在一块无利用价

值的土地上和睦相处。环境问题，不是悬在中国哪一阶层人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是悬在全体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西方和苏联的文学中，很早就有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题

材的作品。我们还是近几年才注意到这一领域的描写。我相

信，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视野中愈来愈重要，这

类题材的作品势必会大量涌现出来。在宁夏，中卫这块沙漠和

水乡交错的地方总是吸引着关心这类题材的文学工作者。我曾

以这里的“吊庄”为原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叫《我们是世

界》，拍出来后，因为种种原因，只发行了两个拷贝，成了失

败之作。写剧本的时候，沙坡头的治沙工作也引起过我的兴

趣，所以，今天见了杨兆兴这部报告文学就感到熟悉和亲切。

杨兆兴同志是中卫人，又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亲自参加

过治沙。我想，由他来写还是比较合适的吧。

如果我们谈到文学的社会效应的话，那么，我以为，写这

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参与了人类拯救自身的运动。未

来，在一个无阶级的世界里，人们纪念的必将是历史上面对自

然界的英雄而不是面对他人的英雄，就像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

争激烈的时代人们崇奉的总是历史上面对他人的英雄一样。从

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类文学作品，将会取得不朽的效果。

命运，是一个人与现实生活碰撞而造就的走向未来的、不

可逆转的人生轨迹。

虽然出生于塞上江南中卫平原东南部的黄河之滨，但我之

对于沙漠，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或敬畏、或好奇、或亲近、或

痴迷、或执着的不了之情。

弹指之间，长篇报告文学《沙坡头·世界奇迹》，自

1990年7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至今，已过去了

22年。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得到国内文学界

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沙坡头”“麦草方格”“世界治沙

奇迹”由此在海内外传播开来，其影响也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

而日益扩大。作为对桑梓之地的一分回报，我深感欣慰。

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完成之前，似乎是命运把我一步步推

向了沙漠；而之后，我对于沙漠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

发展问题的关注，则完全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宿命了。

20多年间，沙坡头及其所在的中卫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巨

变：

1994年6月，沙坡头铁路治沙防护体系的主管和组织实施单

位中卫固沙林场，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称号。前联

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致电：

“作为人类环境的卫士，中卫固沙林场在从事环境保护的艰苦

斗争中，虽然总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但你们的功绩举世公

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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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一光荣称号和高度评价的背后是为这个工程作出巨

大贡献乃至牺牲的中卫人民。

迎水桥至甘塘连接欧亚大陆桥的50多千米的沙漠铁路，建

成了电气化复线。宁夏境内的另外两条通过沙漠的铁路干

线——宝中铁路和太中银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古边城中卫成为

中国西北地区第三大铁路交通枢纽；横贯宁夏中部干旱荒漠化

带和沙坡头工程西段，东连天津、青岛出海口，西通甘肃、新

疆，远达中亚的国家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

沙坡头以东总面积2万多亩的碱碱湖沙地成为绿洲，宁夏红

枸杞和酿酒葡萄种植试验基地一派生机。中冶美利纸业30万亩

沙漠生态速生林基地和工业新区在长城以北的亘古荒漠中崛

起。中卫人民掀起的绿色治沙新浪潮向西已抵达铁路治沙防护

体系边缘，向北已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

200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卫撤县设市。仅仅几年时

间，环香山百万亩干旱荒漠化地带梦幻般地成为名扬海内外的

“硒砂瓜”种植基地。历史上以风沙灾害而闻名的吊坡梁高大

流动沙丘地带，10万亩现代化沙漠日光温棚生态农业种植基地

再现奇观。与之毗邻的广阔漠野，光伏列阵，风车林立，金

阳、银阳沙漠新能源产业基地异军突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

被沙漠吞噬殆尽的盐碱水洼龙宫湖地区，已成为数万亩引人入

胜的沙漠类型湖泊湿地生态景观。历史上被称之为“沙塞”和

“北沙窝”的数十万亩流动沙丘，被中卫人从地图上抹去，为

建设西北旅游中心城市而兴建的航空支线机场在这里出现，一

架架客机腾空而起飞上蓝天。一条长16千米的8车道柏油马路，

在绿色映衬之下从中卫市区直抵沙关。拥有世界垄断性旅游资

源和国家“5A级”称号的沙坡头旅游区，成为海内外游人趋之

仰之、名副其实的“世界沙漠之都”！把沙坡头建成世界级的

沙漠旅游景区，成为改制后新的决策团队的奋斗目标。

马廷礼书记：沙产业已经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突破口。

创造了世界治沙奇迹的中卫人民在治沙方式和目的上，已经由

“本能防御”向“主动进攻”、“传统模式”向“科学方

法”、“单一防护”向“综合经济利用”、“小区域示范”向

“大规模开发治理”实行战略转变。中卫人民一定要让人类治

沙的旗帜永远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

徐力群市长：敢于治沙，善于治沙是中卫人民的光荣传

统。中卫沙产业正在向生态化、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效

益化和工农业并举的方向发展……随着规划中的宁新能源化工

基地项目的积极筹备、国家大柳树水利枢纽重大建设项目动工

条件的成熟，沙漠成了人们争相围抢的紧俏资源。这样下去，

再过若干年，中卫将无沙可治！

 ——千百年来的心腹之患、灾祸之源，成为能产生巨大经

济效益、造富子孙万代的黄金之地，中卫乃至宁夏在沙漠、沙

漠化治理及其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越了我

在初版结束语中所憧憬、所期望的，在当时看来还是一种比较

遥远的梦中景象。

历史厚重与时代进取交相辉映，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世所

罕见！

天之造化，地之孕育，人之创造!华夏文明中最精辟的理

念——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卫沙坡头出现了犹如长虹贯

日般的彰显。

这是在荒漠和历史废墟上再造的现代生态文明！

沙坡头所显现的黄河文明的光辉，折射着炎黄子孙生生不

息、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

“不上沙坡头，不算到宁夏”!那些不惮旅途劳苦的朋友

们，在这里休闲度假，一畅襟怀，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情趣之

余，是否会领悟到天地之阔大、造物之万能、自然之神圣、创

造之艰辛和社会人生之真谛呢？

这些年，每当我登上沙坡头，面对她日新月异的变化，欣

喜之余亦有几分沉重。1980年代末期，我曾经采访过的那些治

沙先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作古。斯人已逝，绿色犹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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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慨系之，不胜唏嘘。

20多年前，在我采访和书写这个报告时，“生态”“环境”

“沙漠化”这些名词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些非常陌生的

学术概念，只是见诸那些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专家、学者们的

论文中和一些媒体偶尔的新闻报道中。而今天，这些与人类息

息相关的科学术语，终于成为妇乳皆知、地球人都耳熟能详的

“口头禅”!

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飞跃。

此书出版后不久的1993年5月5日，我国西北地区暴发了一

场罕见的特大沙尘暴。那些像核爆炸一样恐怖的画面以及甘

肃、宁夏和内蒙古灾区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场景，通过电视传媒

的报道，令举国上下无比震惊。以此为开端，持续10多年的沙

漠化危机再次席卷全球，生态灾难急剧蔓延，破坏力巨大的强

沙尘暴在中亚、中东、澳洲、北美、西北非地区频频发生，尤

以我国“三北”干旱、荒漠化地区为甚……

大自然终于祭下达摩克利斯剑，又一次向人类发出最严重

警告。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沙坡头开始刮目相看，想

深入了解她治沙奥秘神奇历史的中外朋友与日俱增。

初版不久，许多关心沙坡头的朋友曾建议我再版这部作

品，我亦久有此念。1990年初版时，出版社发排出来的清样文

字近28万。由于自费出版，举债近3万元的费用对我来讲已属巨

大，无奈之际，被删去许多颇有价值的内容，最后以18.6万字付

印。对此我深以为憾，以全文保持原貌再版此书，一直是多年

的夙愿。

2006年，为适应旅游市场的推荐宣传，根据原沙坡头旅游公

司陶能总经理的建议，在中卫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局和该公司

的支持下，曾以内部印行方式，由作者整理、编纂，出过一部

以本书核心内容为架构，配有50多幅历史图片的同名精编本。

但由于经费原因，以全文再版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今年2月，

我的同乡、朋友，天行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钊仗义

相助，愿以市场化方式策划、运作此书的再版。沙坡头旅游景

区有限公司王福中董事长、韩忠胜总经理得知此事后，在鼎力

相助的同时，对扩大作品的社会效应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尽管

正忙于大型电视专题片《生态文明之光》的项目运作，我还是

抽空静下心来，对尘封了20多年的文稿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图片

进行整理、修改和编纂，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版，呈现给读者朋

友们。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此书基本保持初版时按作者手稿发排

的原样，除对吕正操将军和竺可桢、刘慎谔、梁希几位科学家

的早年经历有所补充外，其余内容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只做

了差错上的更正和语言文字上的技术性处理。为了使读者们全

面了解沙坡头治沙奇迹的发端和本源，我根据20多年前采访和

创作这个报告时，所掌握的资料和回忆写成《麦草方格背后的

历史真相》，作为再版附记收于书内。再版之际，经李炳银、

冯立三两位文学评论家的同意，将他们关于拙作的评介文论作

为本书的跋附之于后。最初看到这两篇评论文章时，我和他们

都未曾谋面，对此深以为谢。借此机会，谨向所有对此书出版

给以帮助，对沙坡头工程给以关注的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沙坡头工程半个多世纪的艰巨历程，其间无论成功还是挫

折，所有的探索和过程都令人肃然起敬。看似平凡，实则伟

大；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智慧；看似美丽，却饱含着艰辛；看

似悲壮，却高扬着精神——都足以告慰历史，鼓舞今人；呼唤

来者，启迪后人……

有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人类才知道地球只有一个；有

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才知道自己与世间万物是怎么来

的；有了坦斯利关于“生态系统”的科学理念，人类才知道大

自然不能恣意破坏，无度攫取……

《道德经》《圣经》《佛经》等世界不同信仰的文化宗教

经典，都有关于人类要敬畏天地自然，检点自己行为，免遭惩

罚毁灭之灾的寓意、告诫和暗示。那些大智慧、大境界中有意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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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毁灭之灾的寓意、告诫和暗示。那些大智慧、大境界中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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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流露给芸芸众生们的大彻大悟之言，是不是先知们对于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本能的恐惧或者隐忧呢？

——天道不可违，地道不可越，人道不可逆！

中国古代有杞人忧天的故事，近代世界则有诸多关于地球

毁灭的所谓预言……

每当我登上沙坡头，面对浩瀚无垠的沙海的时候，内心总

有一种本能的渺小、脆弱之感。我们人类与世间万物一样，都

是宇宙物质漫长永恒的运动中自然演化的产物。自然环境造就

了人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存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如同我们伟大的先哲老子所说，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相

克相生”的。天灾是自然演化的必然产物，人祸是愚蠢行为的

因果报应。保护地球，敬畏自然，热爱生命，善待万物，以全

新的生态伦理、生存智慧和大爱之情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才

是人类在生命苦旅中对于自身最好的拯救之道。

也许，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时蕴藏在心灵深处的、不绝

如缕的意识或者意念。

是为序。

                                  ——作者

                              2012年6月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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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以一次又一次进入宇宙空间作太空

行走，可以向遥远的天外探测没有生命的星

球，可以在试管里培养出可爱的婴儿，可以用

一片叶子的单细胞培育出一棵植株……

然而，人类却无法运用已经掌握的各种尖

端科学技术去有效地完全征服沙漠！

难道，这也是大自然的惩罚？！

幽灵，成群成群的黄色幽灵日夜不停地、

居心叵测地在我们的星球上哀号、悲鸣、徘

徊、游荡……

地球只有一个。

序章·地球的忧虑序章·地球的忧虑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这是中国先秦时代伟大诗人屈原《招魂》中的诗句。在浩如烟

海的世界古代典籍中，对于沙害，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早、更使人

惊心动魄的呐喊了。

“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

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仿徉

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

2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置身腾格里沙漠东南前沿的沙坡头，

吟咏着这些鬼神为之战栗、泣啼的诗句时，心理上仍有一种阴森可

怕、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国现存的史料中没有关于屈原涉足沙漠的

记载，然而谁又能说这是诗人浪漫的想象和无端的呻吟呢？

远古时代，我国西北地区就已存在着沙漠。《山海经》《禹

贡》等典籍中就有关于“流沙”和“西被于流沙”的记载。

很久以前，中国民间流传着周穆王乘“八骏之车”巡行西域，

历经险山恶水，戈壁沙漠，在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内容曲折

离奇，颇具神话色彩。这个传说有无根据呢？

一个盗墓者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公元281年（西晋太康2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名叫不准

的人在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时，得竹简数十车，意外地发现了《穆天

子转》五卷。此书出土之后，传说便有了根据，引起历代研究者的

兴趣。近代一些学者认为，书简中记叙的基本内容，很可能就是公

元前10世纪周穆王姬满西巡时的真实情形。神话，是后世人演绎而

成的。

书简中有一段关于沙漠的记载相当逼真：“辛丑（五月八

日），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骖之

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天子美之，乃赐奔戎玉佩一只。”

周穆王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探险家。这位西周奴隶制王朝

的第五代君主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怀，不畏艰险，巡行

西北，贸然闯入沙漠，濒死之际不得不以马血来延续生命。试想，

那历史的一幕是多么惊险和残酷！

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的呐喊和警告，是有一定根据的。

据《史记》载，公元520年，老子李聃“见周之衰，遂乃去。”

行至涵谷关，受到关令伊喜的接待，“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

之意五千言而去。”这位老夫子在留下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的旷世名言之后上哪儿去了呢？东汉史学家裴骃在

其《史记集解》中透露了他的去向：“老子西游……（关令伊喜）

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李聃愤世嫉俗看破红尘，挥笔留下一部论述“天、地、人”相

互之间关系的著作之后，慨然走向大漠，其下落如何，也成为一个

千古之谜。有意思的是现代一些学者在考证中发现，位于巴丹吉林

沙漠腹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牧民们，传说他们的家乡就是

老子“羽化登仙”之地。额济纳旗的蒙语本意就是“幽隐”。那

么，这位鼎鼎大名的道家鼻祖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沙漠里，究竟是如

何神秘“成仙”的呢？他的最后归宿是喜剧还是悲剧？

腾格里沙漠是春秋、战国时代距华夏腹地最近的一块沙漠，史

称“流沙”。屈原生活的时代距周穆王西巡和老子西游的年代相隔

不远，对于沙漠危害的惨烈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他的诗作从客观上

讲应该说是警世之言。

千百年来屈子的诗歌脍炙人口，到了近代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

世界各地流传，然而对于他的呐喊，又有多少人表示过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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