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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真实写照

———代《蓝色蜃楼》序

吉西平

文学的使命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

学形式，并随之形成其特征，这就有了文学的多样化。譬如面对当下严重的生

态问题，作家就会自觉去体验生态总体上恶化，局部有所改变的生态环境，创

作形成“生态文学”。

在“百度”词条里面，厦门大学的王诺先生对生态文学是这样描述的：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在艺术上它与其他种类

文学一样，都是真实的生活反映。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生态文学’具

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说得好，生态

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

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

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表现。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推动着生态文学兴起、发展并走向繁荣。”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

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20世纪 70年代，世界生

态文学里程碑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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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中国生态

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

被系统介绍进来，为中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从 20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

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重视

时，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形成是滞后的，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在很早以前就

开始恶化，而生态文学则刚刚兴起。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

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不少

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

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

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

《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

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

可视为代表。 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我们正面临着

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

从题材的角度来说，以上都是报告文学，而长篇生态小说则更迟缓。但

已经蔚然成风，其中以雪漠的《猎原》（获冯牧文学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

右岸》（获茅盾文学奖）、汪泉的《西徙鸟》（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资助项

目）等作为这类作品的代表。和陆荣先生一样，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生活或

者曾经生活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格外真

实感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蓝色蜃楼》是篇幅最长的长篇生态小说。小说以

20世纪 60年代启动的号称“中华之最”的丰碑式的景电提灌工程为背景，形

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这场工程前后的生态变迁，塑造了一个为生态环境的改善

而不息奋斗的人物群像，且让我们打开这部小说———

刘万忠是水管站的干部，为自家的自留地偷偷地多浇了几分钟的水，结

果丢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回到村里的刘万忠不甘忍受这样的贫穷，把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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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眼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试图在那个死亡之地寻找一线生存的机遇，但

刘万忠却碰得头破血流，几乎葬送了性命……

下乡的知青来到这片土地上，梦想实现伟大的理想，但他们却成了队里

的“累赘”。为了“照顾”他们，队长们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在那块

本不该是乐土的地方，为他们寻找生活的自由，但等待他们的依旧是痛苦和

艰辛……

环境的恶化使人们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严重的干旱已经让人无法生存，

人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腾格里沙漠的身上，但是腾格里沙漠却无法承受

人们的掠夺，最终发怒了……

我曾经认为，文学创作也许仅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但是从

陆荣生活的环境及其坚持写作的过程来看，我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

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绝非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它更多地掺杂了作者

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的信仰。正是有了作家们这种对文学艺术信

仰的执著坚守，也才有了文学领域里那灿若星辰的各不相同的“这一个”的诞

生。陆荣先生既是老师，又是作家。作为老师，他明白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要

想摆脱贫穷的生活，就必需借助知识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坚持着教书育人的

工作；作为作家，他又时刻关注着身边的生活，关注着时代的变迁，用青春的

热血，为同贫穷作斗争的人们、为火热的生活谱写着最美的赞歌。这样一位老

师，这样一位作家，当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不可能

没有任何感悟。事实上，他的确被深深地感动了。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建成，

使他热血沸腾；古浪“六老汉”和民勤石述柱矢志治沙的事迹，使他的创作灵

感怦然而出；而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众多企业家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

又为他提供了生动的故事架构。有了这些材料做基础，长篇生态小说《蓝色蜃

楼》的创作，也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作家是时代的先声，作家的思想品质，作家的文学信仰，直接影响着人

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态度。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的文学信

仰必须建立在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之上，他的作品必须以

一种积极的态度引领现实向着更高的境界前进，而不只是对现实的“责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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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蓝色蜃楼》这本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作家的创作态度

是积极的，主题也是昂扬向上的。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他手中的笔，

表现了他内心的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曾经有过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

到，作家在努力地用文字的形式，进行着文化领域内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在

用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诠释着一个作家的良心，展示着作家的文学信仰。书中

有句话说得好：“改造自然环境中的沙漠生态环境固然艰难，但改造心灵世界

的沙漠环境更难，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奋斗，彻底改造沙漠的理想就一定能

够实现。”我想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不仅仅是对作品主题的丰富以及对这

个命题的诠解，恐怕还应该理解为作者坚守文学信仰的本意。

《蓝色蜃楼》的美景已经被描绘了出来，所展现的愿景与省、市领导建设

兰州新城的决策不谋而合，也说明了作家的睿智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让

我们祈愿这样的美景早日实现！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生态

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0年 12月 6日

（作者为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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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然环境中的土地沙化是很难治理的，但是更难治理的是心灵世界的

沙化。可是，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谨将此书献给致力于

西部环境保护，为改变西部落后面貌而辛勤工作的人们！

———题记

作为“中华之最”的景泰电力提灌工程，有很多诗人对其进行过歌咏吟

诵，但鲜见有小说出现。现在，长篇小说《蓝色蜃楼》出版了，这个遗憾总算得

到了一些弥补。

从 1969年起，被景泰、古浪、民勤三县人民亲切唤作“救命工程”的景泰

电力提灌工程建成已经整整 30年了。30年岁月弹指已逝，多少往事令人感

慨。我们这代人是伴随着共和国艰难前进的脚步成长起来的。在我们成长的

道路上虽然写满的不是腥风血雨，但也绝不是一帆风顺。20世纪 50年代末

的三年自然灾害、横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的惊心动魄……

那一段段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的岁月，承载了人们太多的痛苦和坎坷，太多的

艰辛和眼泪！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祖国送来了富强振兴的凌凌

春讯，徘徊在风雨中的中华巨轮终于在艰难行进中找到了冲破迷雾的明灯。

001



经过 3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甘肃大地也和

祖国各地一样，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政治、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这

种背景下，一大批热爱文学的新人沐浴着滋润万物的浩荡春风，在这片古老

的热土上卓然崛起，为耕耘这片热土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笔者作为一个

热爱文学的青年，也在这时加入了这支神圣的队伍，开始了对祖国伟大事业

的热情歌颂。

甘肃是西部地区比较贫困的省份，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凭依这样的自

然条件，人们过多地饱尝了贫穷的滋味。在《蓝色蜃楼》这部书中，就有很多篇

章描写了这种生活现状———

刘万忠是水管社的干部，为了让自家的自留地多浇几分钟水，丢掉了

“国家干部”的身份。回到村里的刘万忠不甘贫穷的生活，把谋生的眼光投向

了腾格里沙漠，但他最终却在那里碰得头破血流……

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来到了生产队，要在这里实现伟大的理想，但他们却

成了队里的“累赘”。为了“照顾”他们，队长们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腾格里沙

漠，在那块本不该是乐土的地方为他们寻找生活的自由，但他们得到的却依

旧是痛苦和艰辛……

环境的恶化使人们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严重的干旱已经让人无法生存，

人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腾格里沙漠上，但是腾格里沙漠却无法承受人们

的期望，最终发怒了……

很明显，这些都是笔者在《蓝色蜃楼》这部书中塑造的生活画面，但它的

确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写照。面对这样的生活，人们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人

们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谋求生存方面，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追求，似乎也

已经成了一种令人嗤笑的“妄为”。但是，笔者却没有被这样的困境吓倒，依然

在这样的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美梦，依然坚持着一边教书一边写作，默默无

闻地为着这片土地担当着应尽的责任。

生活需要文学，越是困难的时候，文学的作用越是重要。作为一个有责

任心的作者，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根本不能退却，相反，他应该在这种时候更

加坚定。这就需要作者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且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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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文学艺术的坚定信念。作为老师，笔者始终明白要想摆脱贫穷生活的困

扰，就必须借助知识的力量，因此，笔者从来不敢放松教书育人的工作，时刻

都在提醒着自己努力为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竭尽全力为那些贫困的家庭培

养“人才”。作为作者，笔者又不能不时刻关注身边的生活，关注时代的变迁，

并且尽力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同贫穷作斗争的人们、为火热的生活谱写最美

的赞歌。

我是热爱生活的，我也在关注着生活：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建成，使我

热血沸腾；古浪治沙模范六老汉和民勤治沙英雄石述柱矢志治沙的事迹，使

我的创作灵感浪涌潮喷；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众多企业家

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的事迹，又为我提供了进行创作的生动材料。有了这些做

基础，《蓝色蜃楼》的创作也就显得水到渠成，非常地“轻松”和“顺利”了。

千里陇原大地，苦瘠甲于天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常常难以为继。分析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干旱和缺水首当其冲！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69年，省

委、省政府做出了建设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决定。这一英明决定的做出和实

施，不仅掀开了甘肃省水利建设的崭新画页，也唤起了陇原人民的冲天干劲。

就像《蓝色蜃楼》中描写的一样，人们为了摆脱千百年来的苦日子，咬紧了牙

关，忍受着饥寒，忍受着苦累，一边奔赴提灌工程工地，一边大兴农田基本建

设，用他们从未有过的决心，坚决地开始了对落后面貌的改写，硬是在劳动工

具和技术条件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向困难发出了庄严的挑战！

1974年，滔滔黄河水通过多级泵站的提升，裹挟着隆隆水声，跨过渡

槽，越过山冈，向着千年荒原滚滚涌来！1994年，二期工程也基本建成。两期

工程的建成，不仅用甘甜的黄河水滋润了贫困的大地，也把党的温暖洒遍了

千家万户。

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建成，为改变西部落后面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此

后，一个个水利工程在甘肃大地上接连出现。1994年 10月，引大入秦工程胜

利建成；2006年 7月，国务院通过了引洮项目可行性报告；1995年 7月，省

委、省政府做出了实施“121”雨水集流工程建设的决策；从 2000年起，为了挽

救生态日益恶化的黑河流域，国务院做出了黑河中游每年向下游分水 9.5亿

立方米的决定，从而使黑河下游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再现了居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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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与云影相互辉映的旖旎风光，干涸的额济纳复现生命的绿色。发源于祁

连山的石羊河，流域面积十分广阔，但是流域内人口密度高，水资源利用过

度，致使生态系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民勤及石羊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温家宝总理先后十几次做出重要批示，一再强调

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从 2002年开始，甘肃省即着手石羊河流

域综合治理的工作，2007年年底，《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获国务院

批准……

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给饱经干旱折磨的人民送来甘甜之水而英勇献

身、英勇奋斗的人们！历史也将永远铭记甘肃省广大干部群众在兴修水利工

程、治理生态环境方面做出的丰功伟绩！那一个个浩大的水利工程，就是一座

座不朽的丰碑，她必将永远屹立在甘肃大地上，屹立在人民的心上！今天，《蓝

色蜃楼》以一种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在治理沙漠、治理生态环境方面

所做的种种努力，反映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使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

永远定格成了文学艺术的鲜明形象。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

云飞扬兮，壮士怒；大风起兮，帆正举。如果说这些年来甘肃水利建设者

的辛勤努力，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拉开了宏伟的大幕，那么遏制生态环境的进

一步恶化、根治环境污染、还世界以美好未来也许就在明天———对于这个世

界，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及其一切生灵，那很可能就是一种宁静，一

种清新，一种和谐，一种辽远和广阔……

在环境治理方面，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

这些工作中，我们除了希望继续坚持落实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工程之外，也殷

切地期望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宣传教育工作。《蓝色蜃楼》是一部很好的生

态小说，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有着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笔者迫切希

望这部作品尽快走到群众中去，让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那些逼真的英雄形

象启迪人们的心灵，鼓舞人们的斗志，引领人们在治理沙漠、改造环境的过程

中继续奋斗，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蜃楼美景已经被描绘出来了，我们祈愿这样的美景早日实现！

004



蓝
色
蜃
楼

···

132

截流工程结束后，黄河电力提灌工程第一泵站胜利建成，灌区农田基

本建设全面展开，省委指示，必须在十年之内，把黄河水送到景泰川去，送到

青山平原去，送到地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红崖山水库去……

省委的指示像春风吹过陇原大地，满怀憧憬的千百万陇原儿女欢欣鼓

舞，力量倍增，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与此同时，国家形势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开始逐步恢复了正常：下乡知青开始返

城；停止了十年的大学考试制度也得到了恢复执行；整个社会，在经历了一

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之后，艰难地开始了治理整顿；中国历史的航船，冲破重

重迷雾，迎着料峭的春寒，在汽笛轰鸣中扬帆出航……

处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宋刘庄，在这个时候也热闹起来了。首先是宋

仁辞掉了队长的职务，由社员们推选郭云接了他的班，当上了宋刘庄队的队

长。接着，县上建立了金沙湾治沙护林站，宋仁、刘万忠、刘万东、等人被安排

到治沙站上去工作，成了护林员，在沙漠里治沙护林。由于提灌工程建设的

需要，宋富、郭平、王润德、赵长生、郭长喜这帮年轻人继续活跃在工地上，成

了渠路电网建设的骨干力量。与宋富等人一同参加引黄工程建设的李学军、

朱德宝等人却因为杀死了人，触犯了刑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李学军早在两年前就被枪毙正法。朱德宝是同案犯，被判无期徒刑。而

赵宏伟却因为在施工中救人立功，被破格保送返城，在北京同仁制药厂找到

了工作，成了一名药材营销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在经历了一场激情动

荡的命运波谲，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蹉跎岁月之后，结束了他们的人生浩梦。

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大多数知青返城了，但申雪莹和任静没有走，她

们选择了继续留在农村。尽管城市是她们的家园，那里曾经生长过她们无数

彩色的梦想，但是长期的农村生活，已使她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

对又一次人生的大动荡，她们沉重的翅膀却再也无力举起———她们已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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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离开这块洒满了辛勤汗水和爱恨情仇的土地了。

申雪莹现在是黄灌区勘测设计队的队长，在工程指挥部担负着重要的

职责，指挥部总指挥希望她能够对这个伟大的工程继续做出贡献。

任静是变化最大的一个人。当年，任静和贾富仓结婚后，在当地引起了

很大的轰动，她被树立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先进模范，一夜成名，被安排

在大队革委会当妇女联合会的主任，后来又被调到公社里去工作。但是好景

不长，她在公社待了不长时间，因为作风问题，就被革委会开除了公职，仍然

回到宋刘庄去给贾富仓当老婆。经过这样一番命运的起伏变化，任静对坎坷

起伏的生活有了自己的认识。在她看来，人生一世，不过你日我操，她把及时

行乐当成了她的人生信条，从此过起了堕落腐靡的腐朽生活。

赵楠、张学武、刘涛、洪文革、陈亮是一帮同龄人，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

变化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赵楠如愿考上了大学，到南大

去上学。张学武也考上了大学，跟赵楠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命运之神有

意眷顾张学武和赵楠，让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刘涛因为与大学“无缘”，成

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洪文革、陈亮回城后继续上学……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人间便换了天地，人们从长梦中醒来，竟不知如何

面对眼前的这个崭新世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有几人能知前面的道路

是黑，还是白？

133

“楠楠———楠楠———”

南大校园北操场边的红枫林中，雨花石铺成的幽静小路曲折蜿蜒，路

旁放置着一些花岗岩做成的石桌石凳，有些凳椅上已经坐满了或静静看书，

或低声交谈的青年学生。树下，芳草碧绿，细碎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顺

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林间小路上跑来了一个身穿白色西装，身材瘦削的

青年———他有着一张白皙的圆脸，一根挺直的鼻梁，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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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镜，镜片后，那双目白珠黑的丹凤眼满含着笑意。他的饱满红润的嘴唇上

已经长出了细软的胡髭，这使得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小伙子更加英气逼人。他

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在宋刘庄队下乡时摔断了腿脚的张学武！

被喊做楠楠的女生，正是赵楠，她坐在一簇杜鹃树下，正在专心致志地

学习着，听见有人喊，便抬头张望。见喊话的人是张学武，赵楠白皙圆润的俏

脸上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睫毛浓密的杏眼里流露着浅浅的微笑。她

把书放在石凳上，迎着匆匆赶来的张学武站起身来埋怨道：“怎么才来？为什

么还叫人家的小名呀？人家是有大名的嘛，叫赵楠！请张先生记住！”

“哎呀，又忘了。以后一定改正！”张学武笑着道歉。

因为是周末，赵楠的穿着打扮都十分随便。只见她上身穿一件湖蓝色

浅领短袖 T恤，下身穿一条白色衬底紫罗兰碎花的中式折褶裙，脚上穿一双

湖蓝棉布方口布鞋。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被她仔细地梳理过了，瀑布一样

随意地披散在肩上。两枚宝石花样的发簪，像两弯含笑的新月，束拢着这一

抹瀑布，使这一抹黑色的瀑布，流泻出动人的柔情。赵楠眨巴着眼睛，那双含

情的眼睛又黑又亮，让人忍不住心生爱恋。

赵楠虽然一身便装，但却别有一番韵致。这个农家的小姑娘，来到了这

个流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大学校园，一经文明新风的熏陶，陡然间便焕发出

了夺人眼目的光芒———在她的身上，有着兰花般高贵的坦诚和热情，却没有

楠竹的傲慢和冷漠；有着梅花般临寒报春的温顺和柔美，却没有玫瑰的媚俗

和市侩；有着菊花一样的倔强和执著，却没有牡丹的浮夸和孤傲；有着荷花

似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却没有牵牛花的附庸和屈从……贫穷的农村生活，

使她更加深刻地认识了生活的真谛，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她朴实善良、纯真高

洁的性格。

张学武来到赵楠身边，从肩上取下军用挎包，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

来，把纸包打开，却看见里边包着一沓稿纸。

赵楠问道：“完稿了吗？”

从她的语气里可以知道，她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

“完稿了！方教授对这个课题非常满意。他打算就这个课题专门立项，

争取国家经费的支持。”

533



蓝色蜃楼

“是吗？！”赵楠惊喜地叫起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近期就启动项目！国家耽误掉的时机太多了，有许

多事情正等待着我们去做……三年的下乡劳动，我对土地沙化带来的危害

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如今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果不重视

生态恶化的问题，人类遭到的报应，将是大自然最严厉的惩罚。十年浩劫过

去了，我们的国家迎来了生产力大解放的春天。想想吧，在这即将到来的春

风里，中国人民将要焕发出怎样的热情啊，我们神圣的土地上将要发生怎样

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信顽强的中国人，肯定会让这片土地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桩桩人间奇迹，必定会由我们亲手创造！一定的！人民

要富裕，国家要富强，这是千古不破的真理！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任

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即将到来的这场伟大的建设运动中，我们必须高

度重视环境的保护，高度关注土地流失的问题，高度重视沙漠的问题！人类

向沙漠进军，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们独自呐喊的事情了，我们需要行动！”

“别抒情啦！方教授有什么打算？”赵楠打断了张学武的长篇大论，她想

知道方教授就土地沙化研究做了哪些方面的事情。

“如果能够争取到国家财经力量的支持，将由南大牵头，成立国家治沙

研究所，再由研究所出面，组织沙漠研究方面的专门力量，研究治理沙漠的

方案，并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时推广开去……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土地

沙化原理，并由此寻找到遏制土地沙化的有效措施，化害为利，变害为宝

……”张学武翻看着带来的稿件，找出其中的一个章节，把稿件递给赵楠说，

“喏，就是这一章！方教授最为赞赏呢……但是，他认为分析得还不够透彻。

他说土地沙化的原因，不仅仅只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活动

……”

“方教授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对世界的认识

是全面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是一个小学生……”赵楠谦虚地说道，她承认自

己的学识不够，“我虽然是在沙漠边长大的，也曾亲身体验过沙漠的危害，但

对土地沙漠化的原理，却认识不够。以现有的认知水平来看，我们的认识其

实还很肤浅。”

张学武递过来的稿件中，有一章专门分析土地沙化的原因，这是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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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赵楠认为，土地沙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气候环境的变

迁；第二，生态平衡的影响；第三，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大气物理构造的影

响。这三个原因，都切中了土地沙化的要害，但对更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却不

够透彻。

“对于土地沙化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工作还应该放在具体怎

样治理沙漠方面。不知道当前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有怎样的安排？”赵楠十

分关心国家对治理沙漠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沙漠是世界公害，全球沙漠面积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仅在

我国，就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因土地沙漠化

造成的危害，早已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内蒙古西林郭勒、宁夏毛乌素沙漠、甘

肃境内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这是我国境内的四大沙漠，虽然相应

地都建有防沙护林站，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所做的工作其实令人很不满

意。严格地说，这些年来各地的防沙护林工作，在实际意义上并没有取得任

何进展。最新的情况是，毛乌苏沙漠和西林郭勒沙漠已经开始着手沙漠的治

理，腾格里沙漠这一块也行动起来了……据说我们那个地方的工作，已经走

在了全国的前列，他们已经在刘家井上建起了防沙护林站。”

“确实是这样。昨天我接到了红红的来信，说公社在金沙湾建起了治沙

护林站，刘会计、刘……爸这些人都成了护林站上的正式职工，吃上了国家

财政工资，郭云当上了宋刘庄队的队长……不说了！”

说到宋刘庄的事情，赵楠忽然不耐烦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宋刘

庄，她就没有好心情，一说到刘涛家的事情，她的心中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

惆怅。她所以没有说出刘万忠的名字来，是因为她感到，那个名字实在让她

无法说出口来———这些年来，刘爸和刘涛给予她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刘万

忠在她的心目中，有着父亲般的尊严。

张学武明白赵楠心烦的原因，但是却故意不去点破，毕竟他和赵楠在

一个学校里读书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呢。对于赵楠，需要

用心去呵护！

张学武见赵楠心烦，便不再谈论土地沙化的问题，另起一个话题，和她

商量起晚上看电影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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