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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吉失算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不可或缺的课一一我们为什么倡议建立荒漠科学馆

总序

三卷集《阳光，人与自然的和谐》由《回望实践，感悟真知))， ((我们为什么倡议创

建沙漠开发利用科学馆》和《式成沙产业馆》三本书组成。

过往的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快速发展的百年:人口爆炸性增长，科学

技术突飞猛进，经济高速度发展。伴随发展和进步，人类也将自己的努力延伸到了地球

表层最为广袤的干旱地区。占据大陆 1/3 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虽然具有开发潜力，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孕育了古代文明，但在最近的百年之中，却酿造出众多的社会灾难。

上个世纪中民国十八年"发生在中国的大旱灾，三十年代北美的"黑风暴

十年代非洲萨赫勒的生态灾变'以及人们为抗御灾害的种种努力事与愿违，成为百年间

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中，上演的悲剧性事件。这些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悲剧性事件

形成的原因，大都与人们过泛地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支自己，忽视自然界本底的规律性和

有限的承载力有因果关联。

在步入 21 世纪后，反思过往百年人们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活动走过的历程，回

望实践，从其中的得失成败中，领悟要咯，鉴往知来，理性认识大自然的复杂神奇和自

然规律不能取消的本质，珍惜大自然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立命之地，提高贯彻执行科学

发展观的自觉性，并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这些认识传播普及，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干旱地区的环境问题有其迫切性。联合国环境异规见为划J 署署L将 2却00侃6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

确定为"荒漠和荒漠化

界范围内此， "1凹97疗7 年内罗毕世界荒J漠莫化大会后'行动计为划J年年落空

资料目前全球 110 多个国家， 10 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威胁，其中1，35 亿人面临流离

失所的危险。"全球荒漠化面积正在扩大。"目前养活着 21 亿人口的干旱地区中有 10 % 
到 20 %的土地已无法耕种，丧失了经济价值。"正因为日益严重的荒漠化现象已成为全

球性重大环境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06 年 6 月推出的《全球荒漠展望》中呼吁

各国政府"重视荒漠存在的特有价值，立即采耳取戈行动拯救荒漠

形势'用曲格平先生的话概括走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才旦i比"

怎么办和做什么，这是面对难题时必须直言回答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和做什么，既

应包括技术珞线，但更是战咯方针的抉择。 1994 年 10 月在巴黎签字的《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中，就"才把巳消除贫困占战戈咯纳入防治荒漠化和主缓主解干早影口向的工作

现《公约》的目标之一。"治;沙沙少少、必须治贫

者采访《今日话题》时的标题。当着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的人们，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

寻求出珞;人们在怎么办和做什么难题前无所适从的时刻，指明努力的目标，建立乐观

地情绪和树立信心和信念，就是当务之急。

"变不毛之地为;沃夭土

针对干早半干早地区的开发手利IJ阳用'提出了沙产业的科学构想。"什么是沙产业?沙产业

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一项‘尖端技术， 1" 

(钱学森， 1995 年 11 月 21 日在甘肃河西走廊沙产业开发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杰出

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向我们指出的，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一条正确的道珞，一种乐观的希

望和光明的前景。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中关于沙产业的一系列论述，是基于对人

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沙产业理论揭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和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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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物的本质，反映了规律性特点，辩证地看待干旱半干旱地区资源的盈缺，扬长远在豆，

提出了利用荒漠地区充沛的阳光，通过光合作用制造食物的方向。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步入实践的沙产业已被证明，这不是一种远不可及

的科学构想，它有强大的牵引力，正在引导着中国沙漠戈壁的开发活动，沿着正确的方

向进步。

三卷集《阳光，人与自然的和谐》编辑出版的目的，就在于面向广大的人群，普及

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的科学知识，树立信心，学会办法，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

道珞。"对于贫穷、饥饿和荒漠化哪一个是起因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首先是贫穷，然

后才是其它。" (联合国非洲恢复报告)三卷集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影响，就是作者的

最大心愿。

三卷集的出版，同样凝聚了甘肃出版集团美术出版社刘铁巍社长和诸位同仁们的辛

勤劳动，特向他们表示由哀的感谢。

刘恕田裕钊

2006 年 10 月

4 



=、感吉失算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不可或缺的课一一我们为什么倡议建立荒漠科学馆

感悟失算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不可或缺的一课

一一我们为什么倡议建立荒漠科学馆

(一〉

从一个有时代背景的话题一一人与自然关系说起

上世纪 50 年代，我们有机会到苏联学习，选择了干旱沙漠地区以改造

自然为目标的专业。当时，正值苏联反法西斯胜利后恢复建设进入高潮期，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威性。包括学术上生物进化论中遗传

学不同论点的争论，也由苏共中央出面，在全苏农业科学院的报告中，宣

布唯物的"米丘林学说"胜利。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深深地为米丘林用杂

交的方法，为人们创造好吃的水果所感动，他的名言"我们不能等待自然

的恩赐: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 "Mbl He MO lK eM 

lKll, aTb M I1 JIOCTe 齿。 T rrp l1 pO ll, bl B3 且 T b 

I1 X Y Heë-Ha 山 a 3 a Il, a 可 a ")成了追求的理想。

我们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将"人定胜天"、"改天换地"作为时代的

最强音和标志着进步世界观的指征，在头脑中逐渐沉淀为一种虔诚，往往

情不自禁地过分自信手中掌握的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不自觉地忽略和轻

视自然界时空造化的规律。对待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再是强调人类如

何去适应环境，而是总想像外科医生对待病患那样用手术刀子切除病灶。

"改造大自然" 一个具有时代背景的观念，它的形成和流传，形同于

习惯势力"改天换地"的观念形同顽症，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似

成为桓固的观念，积重难返。

随着 21 世纪序幕的展开，自然环境的恶化进一步突现。人类面临着生



阳光、人与自然和谐-一关于建立荒漠科学馆的思苦

存与发展的挑战，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在过往的百年中，人类为谋求

生存和发展，改造自然活动的"愿与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

以来，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型整治自然工程和行动方案，至今，其得失

成败的后果己经显现，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自然、了解规律、学会摆

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课本。

由于干旱荒漠地区是地球表层独具自然特征的地理单元，具有生态平

衡脆弱性的特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自然后果的反馈，远比其他自然地

带更为剧烈和深刻。近百年来，由于严酷自然条件的制约，许多开发利用

沙漠地区的重大举措、不少治理荒漠化的国家和国际行动计划，大都事与

愿违。 1977 年内罗毕联合国荒漠化大会以后至今的 20 多年内，荒漠化的发

展没有得到遏制，局部地区还在扩展、加重。回望百年追求、百年实践，

考察其中的成败得失原因，更易于感悟和反思人在把握与自然关系上，观

念及实践中的是非曲直。倡导建设荒漠科学馆，就是企图以实证、实例，

通过展示的方式，构筑成一个生动的课堂，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历

史的启迪。明白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向自然索取，不是一厢情愿、

一帆风顺的容易事，懂得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填补尚

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认识的或缺。

(二〉

荒漠开发科学馆是一部打开的历史书，展示在干旱荒漠地区谋求生存和发

展的艰辛过程，告诫人们实践才是鉴别人与自然关系的准绳:提醒人们珍

惜历史经验教训，使"去事之戒"成为"来事之师"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番。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记录了事件发展的过程，人们从过程的前因后果中可

以看到成败得失，知道是非曲直。荒漠科学馆应是一部打开的人类在干旱、

半干旱地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课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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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干旱荒漠地区，指的是有沙漠分布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在这个占地球陆地面积1/ 3 范围内，并不都是黄沙遍野、沙丘连绵，那里

还有沙丘间的低地、星罗棋布的湖盆和盐碱滩，有砾质、沙砾质的戈壁和

龟裂土地，还有河谷地和山前地下水溢出带，以及干旱草原和稀树草原。

例如，北起阿特拉斯山脉，南到苏丹草原，面积达 9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著

名的撒哈拉大沙漠中，除1/5 的地块上分布有沙丘外，绝大部分是裸露的

砾石和砂砾平原、岩石台地、盐滩。在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历史时期，

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先人选择聚居在干旱荒漠地区中的内陆河畔、地下水

溢出地带和湖泊周围，依靠充沛的阳光和干燥的大气，避开虫咬蚊叮、潮

湿多病等不良生存环境的袭击，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逐渐在荒漠草原和

稀树草原放牧牲畜，采用撩荒制和刀耕火种的方法，自给自足生产粮食。

原始的游牧和游耕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不多的人口和有限的牲畜对环境

没有造成压力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恢复和再生能力，在崇尚自然的年代里，

保障人群安宁地繁衍生息。因此，自然资源独特的荒漠地区曾孕育过人类

古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时至今天，这里又是废墟遗址最多的地

方，到处有失落的文明。这些文明的兴衰史，蕴涵着过往开发历程的轨迹，

激发人们探索兴衰演苦的因由，也启迪人们感悟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以后，生产手段和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本的格局，

引起了没有预料到的灾难后果…...

自 1880 年起，加拿大开始大面积垦殖草原造田。原始草原土壤肥沃，

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了"加拿大谷仓"。但是，加拿大草原的农业开发

过程中曾碰到过干旱、半干旱地区通常遇到的难题。 1933~1937 年间，天

然降水几乎减少一半:春季的农作地植被覆盖率很低，抗风蚀的能力很弱。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这里的黑风暴，使表土"一扫而光每公顷损失达

2000 日屯。"黑风暴"使小麦、玉米的产量分别减少 32%和 50% ， 20 万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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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人与自然和谐-一关于建立荒漠科学馆的思苦

破产、 30 万人口移居他乡、 5 万农民依赖救济……过度地开垦草原遭遇了

大自然的惩罚，只是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才改变了危局，

使农业生产稳定下来。同样的事发生在同一年代的美国。由于国外对谷物

的需求加大，剌激大批农场主投资开垦草原。 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西部

大草原上己经是农场密布，农作地高达 85%0 1933 年 11 月，巨大的尘暴在

农作区突然生成，尘暴高达几千米，遮天献日，白天如同夜晚，每次持续 3~

4 天。 1934 年 5 月 12 日，西部垦殖草原上形成的黑风暴携带着 3 亿吨尘粒，

以每小时 60~100 英里的速度沿大湖地区向东推进，横扫了 2/3 美国大陆。

1935 年 2 月以及 1935~1936 年冬连续出现的黑风暴，覆盖了近 2000 万公

顷土地，使几百万公顷农田废弃，几十万农民流离失所，大平原上许多地

方沦为"荒无人烟的空城"、"不毛之地"。

19 世纪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垦荒史，本是一面明镜。"去事之戒，来

事之师。"把历史作为向导，就能从历史事件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反之，不

回望历史过往的轨迹，不能用其间折射出的成败得失来探寻、正确认识人

与自然关系，就避免不了"重蹈覆辙被同样的石头绊倒。 20 世纪中叶，

苏联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开展了一场"垦荒运动"。开垦草原引起黑尘暴的

悲剧，再度重新上演。我国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干旱、半干旱地区沙

质草原的"垦荒"以及近年来市场利益驱动下的开垦草原，都造成沙漠化

面积扩大，成为沙尘天气的策源地之一，都是无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后果。

干旱荒漠地区由于人烟稀少，面积辽阔，独特的自然资源蕴藏着巨大

潜力，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拓展的新空间，更要求人们对历史经验珍惜和

借鉴。

荒漠科学馆用展示、例证的方式告诫人们，历史中蕴藏着的规律是在

事过境迁之后才能显露出的事物的曲折是非，应当勇于回望事物的历史过

程，把做"事后诸葛亮当成认识自然、领悟道理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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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大自然打交道中，我们的知识和愿望，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

能辨明知识的真伪、愿望的虚实。重视前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中的得失就是

尊重实践。

干旱荒漠地区阳光充沛，限制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就是缺水。人们普

遍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淡水供应，干旱荒漠地区的大规模农业开发是可能

的。水浇地能保证高产、稳产己成为常识。 1977 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就曾

特别称道苏联中亚地区卡拉库姆运河的建设，是世界上最大的荒漠开发利

用技术方案。

卡拉库姆运河工程规模宏大，运河流量 400 立方米/秒，含 2000 公里

的支流干渠，能灌溉 75 万公顷土地。灌区内 55 个国营农场年产棉花 45 万

吨，蔬菜 13 万吨，葡萄 12 万吨，饲养牲畜 49 万头。苏联时期，以列宁命

名的卡拉库姆运河，被歌颂是"世纪工程"。原因是在中亚地区发展水浇地

种植棉花，是几代人的梦想。早在 18 世纪初里海沿岸的土库曼人就要求把

阿姆河改道流向里海。 1906 年秋，有 40 位著名学者一致赞赏将阿姆河分流

引入西部种植棉花的建议。卡拉库姆运河的设计和施工，有大量的前期勘

察和试验，自 1940 年 4 日 21 日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

会的决议正式开始设计起，于 1954 年开工修建， 1973 年到达土库曼首府阿

什哈巴德，前后历经 30 余年。运河全长达 1100 公里。依靠强大的资金投

入和现代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及强有力的组织筹划，巨大水利工程的实施，

把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遗憾的是，巨大的成功之后，严重的副作用

却不期而至。运河修建后水浇地日趋盐渍化，咸海水位下降，灌溉地上，

尤其下游地区，生态条件和生活环境严重恶化，形成了严重的生态事件。

今天的认识，副作用的显现，来源于实践活动的末尾，是实践后的真

知。百年梦想，几代人曾经异口同声呼唤要办的事，办成正果却又在经受

苦涩的煎熬。 21 世纪的今天，国内外都有很多涉及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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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想和规划方案。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文字，一般来说，都不能认为是

可靠的。实践、试验是获得知识的手段，没有被实践和试验证实的东西，

不论多么宏伟、多么动听，都不能轻信，都要慎思明辨，通过实践的手段、

他人的实践加以检验论证。因为干旱荒漠地区的特质告诫我们"好心也会

办坏事"。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有过充满浪漫激情的治沙方案。方案中写道:

"必须争取在十年以内全面地改造利用沙漠，实现全面绿化，变沙漠为牧

畜业和林业基地，改良土壤，改变气候。" u完成这一总要求的关键在于做

到全面有植被(有草有木)和基本控制流沙，使之成为固定的沙地。"规划

提出的具体期限要求是"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边缘、河西走廊东部和

宁夏平原沙地，要求 1~3 年完成:乌兰布和沙漠、锡盟小腾格里沙漠、新

疆准噶尔盆地沙漠、河西走廊西部沙漠，要求 3~5 年完成:腾格里沙漠、

柴达木盆地、库布齐沙漠，要求 5~7 年完成:巴丹吉林沙漠、塔里木大沙

漠，要求 7~1O年完成"。

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新审视这些文字的时候，重读这些己经过去了半

个世纪的历史文献，犹如请来了一位说大话、信口开河的教员，为我们上

一堂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反思课 提醒人们不能把主观意愿，强加给自然

界，希望大自然依照人们臆想的蓝图"改天换地"。其结果，除劳民伤财外，

必然是全盘计划落空。

类似的计划在国外也有。

被联合国文件赞许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营造林带"绿色屏障"计

划，由于需要的经费太大，找不到资助国"方案"、"规划"制定以后没有

实施。在非洲考察期间，我们实地调查过北非的造林计划，由政府出资，

军队执行，但没有达到"改变气候"的效果。根据图纸实地对照考察后发

现，在萨赫勒地带上人工植林的设计，都停留在纸上，土地上找不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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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迹象。

干旱荒漠有它固有的自然属性，植被稀疏低矮，大面积光秃裸露，如

果没有特殊的隐域水文条件，没有人工浇灌，不可能有树木生存，更不会

形成森林。诚如自然林地不足 1%的萨赫勒，全面绿化只是人们脱离实际一

厢情愿的奢望。

(三〉

荒漠开发科学馆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大课堂，大讲台，与参观者沟

通的是有关荒漠地区合理开发利用天然资源的科学知识和人们关

注的荒漠化问题

当代"知识的生产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力

的决定因素。"学习知识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

必由之路。选择学习就是选择进步。荒漠科学馆应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

大课堂，给人知识，让人思考，使人感悟。

干旱荒漠地区是地球表层的独特地理单元，有其固有的自然特点。了

解自然属性，是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基础。对此，荒漠科学馆应予以介

绍。作为面向社会的大课堂，其展示的内容还应侧重人们普遍关注的荒漠

化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在非洲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发生的旱灾

和土地荒漠化，导致了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口死亡， 600 多万生态难民流离家

园。这些非常情况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重视。联合国大会于 1974 年通过特别

决议，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以便制定和通过一项防止土地荒漠化的行动

纲领。 1977 年 8 月 29 日 ~9 月 9 日，在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联合

国荒漠化会议。为准备这次会议，有 230 万科研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投入了

调查研究工作， 93 个国家的代表团、 78 个非政府组织，知名专家 800 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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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会议，有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和专题研究报道和 68 份正式报告，称得

上规模空前。

会议出席者虽然对荒漠化的定义、成因等，在表述上仍存在着分歧，

但对人类行为制造荒漠化却有共识。在《荒漠化问题:总览)) (A / CONF. 74 

/1)中写道"荒漠化是人类和一个艰难的、变化多端的环境两者之间交

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侵入这种环境，在那里因为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种种活

动，但对于它的敏感性和限度，既不了解，又无顾忌，因此便引进了荒漠

化。"特别指出了荒漠化的后果虽可能在某些区域出现沙丘、沙漠景观，但

不是原有"沙漠向外开步走"。这就为以后深刻剖析荒漠化产生的因素，作

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防治荒漠化纳入可持

续发展行动。 1994 年 6 月，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或荒漠化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和 100 余个国家一

起，批准了这个公约。公约对荒漠化所涉及的用语及其内涵，均加以界定。

指出"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诸因素引起的土地退

化明确了荒漠化实质是"土地退化"。公约专门诠释"土地退化是指由

于使用土地或由于一种营力或数种营力结合，致使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

干旱区雨浇地、水浇地或草原、牧场、森林地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

下降或丧失，包括风蚀和水蚀导致的土壤物质流失、土壤理化和生物特性

的退化以及自然植被的长期消失"。至此，颇多争议的荒漠化概念有了赢得

世界公认的定论。定义概念的明晰，促使人们认识到荒漠化防治是涉及经

济、社会和环境间的结合性问题。防治荒漠化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因此，防治荒漠化的措施必须要融入区域发

展总体规划中，远非任何一项单一的措施，即或是人们通常推崇的"绿化"

所能奏效。这些，也为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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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荒漠科学馆还用成功的个案告诉人们，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干旱

荒漠的开发文明将推向新里程

荒漠科学馆虽用很大的版面、场地，展示干旱、半干旱荒漠地区近一

个世纪来，世界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失败的教训iI、失误的经验这些付出

了巨大代价换来的苦涩后果，不是要人们面对土地荒漠化难题无所作为和

束手无策。荒漠科学馆不是悲剧的展示，不能让失败的后果丧葬了开发的

信念和信心。因为人烟稀少、面积辽阔的荒漠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有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因此，荒漠科学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展

示成功的范例、成功的希望。走出荒漠科学馆的人们，不仅能够从别人的

失算中获得了新知，避免了陷阱，而且还从成功的个案中得到了启示，知

道了努力的方向，并且找到了方法、办法，明白了今天应当干什么和怎么

干，就会满怀信心，乐观地面对干旱和荒漠化造成的困难。

20 年前，钱学森院士提出一个沙漠开发利用的战略构想，认为干旱荒

漠地区开发利用不是改变其自然地理特征，而是将本区的充沛阳光特征看

作天眠资源，将提高植物太阳能转化效率为方向，并把提高太阳光利用效

率的最大潜力寄托于新技术的应用。主张走出传统，运用技术革命成果，

改善固定转化太阳能的生境和主体，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为方便把握要义，

沙产业的技术路线通俗表述为"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甘肃

河西走廊、内蒙古恩格贝生态建设示范区，沿着这一技术路线创建沙产业，

开始了变不毛之地为沃土的创业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0 年来，除生产

总值达 268 亿元、生产棉花 81 万吨，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外，最为重要的是

以其经验告诉人们，在自然环境条件严酷的荒漠地区进行开发活动，在承

受强大的自然力反馈给人们的困难时，执着的强者努力学习，借鉴应用新

技术手段，用新观点、新思维，就能寻找出符合自然规律的开发思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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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他们走出了一条艰辛的包含着挫折、失误，通过实践认识真知的路，

开创出全新的依靠高新技术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路。 2004 年，新疆军区生产

建设兵团大力发展以塑料大棚为手段的设施农业，把冬天的阳光利用起来，

变农闲为农忙，增加生产，增多收入:大力提倡节水农业，节水灌溉总面

积己经达到 545 万亩，其中棉花膜下滴灌面积 265 万亩。新疆天业股份有

限公司研制的滴灌设备，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7，预示着更大规模的

应用前景和更加有效地推广范围。生产建设兵团的实际是将开发文明推向

新里程。

国外以色列沙漠知识农业的成功经验、日本鸟取滨海沙地的沙地利用

技术等等，都是值得效仿的榜样。只要善于学习，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干

旱、半干旱地区将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有的地方会成为人间的新

乐园。

(五〉

有了反思实践的感悟，懂得环境预警启迪，走出荒漠科学馆，人们将学会

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获取生存发展的诀窍

人们常常把失算、失误、失败与少智慧、缺思考、没能力联系在一起，

不宽容、不理解、不体谅前人在百年来的努力和奋斗中走过的曲折路、艰

辛路和做出的那些费力不讨好、事与愿违的事。我们的荒漠科学馆恰恰相

反，布展的内容、讲解员的解说，不是数落前人的短处，而是把近百年来

世界各地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事开发利用活动中的失算历程、失误表现

以及失败原因，看成是新知识，是前辈人追求成功的探索，是通往希望的

铺垫，是播种丰收的种子。时间和实践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只有通过潜心

的研究、认真的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感悟出失算的启迪，才能把

前人的"主当作今人的"智"。

走出荒漠科学馆，给人们的是反思实践的感悟，是预警红灯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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