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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具有非凡震撼力的时空报告，首次全面详尽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惊人的 “再造中国”构想
——大西线南水北调战略。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每年从西藏水系中调2000亿吨沿朔天大运河输往干旱
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包括新疆）地区，同时永解黄河水祸，中国北方实现内河航运，运河区解决数千
万劳动力就业问题，高原载水还将使印度孟加拉消除水灾⋯⋯ 
　　这究竟是痴人说梦还是科学构想？赵南起上将在本书序言中写道：科学应提倡争论，重在调查。
本书忠实记录的水利工程专家在西藏考察经过，可使读者得出应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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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作者简介

　　李伶，男，1940年10月生于江苏省句容市，1961年6月参军。原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次荣立三等功。著有长篇小说《鸳鸯谷》，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
、《青山垂虹》、《狼烟》、《惊世鼙鼓》，报告文学集《悲壮的女性》，电视剧《泽国晨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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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书籍目录

提倡科学争论（代序）——赵南起第一部 已见囊底的中国水瓢第一章 龙困浅滩第二章 列城祈雨图会
再现吗第二部“献国策”描出奇伟画卷第三章 江泽民批示“从长计议 科学选比”第四章 “大西线”
调水怎样解长江险患第五章 终结中华河祸史第六章 “救中国”非玄奇之语第七章 罗布泊变成“水国
”第八章 京津市民喝上西藏之水第九章 新村、新口岸——世界第一运河区第三部 空想还是福音——
关于“大西线”工程的质疑和解答第十章 “湿岛”库容考与沿线瓶颈考第十一章 利用青海咸湖储水
是疯子的想法吗第十二章 既定的“南水”路线给我们什么启示第十三章 消解下游国家洪祸的良策第
四部“大西线”引水梦的由来第十四章 “水命娃”的旷世构想第十五章 且说另两个“运河狂人”第
十六章 李鹏：（朔天运河计划）最好在“八五”中讨论第十七章 山西党政要员踊跃支持运河计划第
十八章 段祺瑞的孙女率先襄赞第十九章 从“黄河改道说”到“论证朔天运河”第二十章 将军决战岂
止在战场第二十一章 逼向“大西线”第二十二章 黄万里的草图与引雅构想第五部 穿行于巨大水系中
的蚁队第二十三章 为雅鲁藏布江的水势而震撼第二十四章 在仙境中的新收获第二十五章 “东源天河
”和怒江“止怒”第二十六章 蜀水入黄的畅思第六部 新构想 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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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章节摘录

　　正当赵南起为北方严重缺水而焦虑时，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提出了“南水北调大西线引水方案”。
　　这个方案如果得以实现，不仅可以缓解整个北方缺水问题，还会在改造沙漠、扩大耕地、扼制沙
尘暴、增加电力、解决能源危机、开辟就业途径等诸多方面带来许多好处。　　如此美妙前景使赵南
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催生欲望。但他有好几个关键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为了释疑，为了在
成功的天平上增加成功的砝码，1989年11月3日，在参加大观园国家调水工作会议时，他将郭开请进了
自己的住处，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此后七、八年内，他多次请郭开等到他政协办公室询问有关情况
。　　西藏究竟有多少水？3条出境河的水量数字有何依据？雅黄工程怎样穿越横断山？从哪儿入黄
河？大西线如何全线自流？西藏水怎样救中国？对于这些问题，郭开均以简要语言一一做了解答，并
留下了厚厚的专题资料。　　赵南起听取郭开汇报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反对派便找上门来，提出了不
同看法，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西藏没那么多水可引；二是自流入黄河不可能；三是施工难度太
大；四是会引起国际纠纷⋯⋯　　2004年8月25日，赵南起将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些持反对意
见者大都没有到西藏进行过实地考察，他们对现代化施工技术也不太了解。有些意见一听就知道：道
理不太充分。比方自流问题，雅鲁藏布江取水点海拔3588米，入黄河的汇合点海拔3410米，千把公里
的流程，落差170多米，怎么流不过来呢？关键的关键是用爆破方法筑堆石坝可不可行？长距离的隧洞
能否打通，技术上有没有问题？你没有调查验证就给人家否了，不是科学态度。科学嘛，应提倡争论
，重在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支持科学，其实就是支持论证。”　　针对分歧意见，他向中央写信
，建议成立一个精悍的专家考察队，实地调查一下，郭开的“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到底是否可行。
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有类似建议，于是，在中央领导同志过问下，一支由爆破、隧道、水利、地质、
气象、建筑等方面的11名专家，加上中央电视台记者，组成了“大西线南水北调考察队”，由爆破大
王何广沂为队长，在郭开的引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他们从雅鲁藏布江的调水源头朔玛
滩开始，沿着大西线一直到与黄河交汇处，沿途重点考察了水资源状况、引水线路和相应工程等，调
查结果表明，郭开的“大西线引水方案”是可行的，引水量也是可靠的。　　2000年10月7日下午，赵
南起在全国政协礼堂听取了赴西藏考察队的汇报。　　谈到水量依据，赵南起问道：“你们的依据是
近十多年来各条江河的径流量，对吗？”　　郭开等人回答：“是的。”　　“这是最为权威的数据
，有了这组数据，下边的问题就好说了。”赵南起很有信心地把话题朝下引：“下边说说施工难度。
”　　在施工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考察队长何广沂。对他来说，几千吨炸药，一炮削平一座山头
，那是家常便饭，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就是削山填谷的成功范例。他在汇报中说：“整个工程的19
座大坝现场，我都看了，坝址选择得相当好。两岸壁立千丈，石源充足，搞堆石坝很容易。”　　隧
洞专家肖平涛也表示，“大西线关键地段石质好，打隧洞有把握。”　　应邀出席汇报会的还有中国
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几位负责人。副总经理何能金借机把他们公司的机械设备、施工队伍、施工能力、
施工水平等做了简要介绍。他们说：“我们有能力、有实力胜任‘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现今我们
修青藏铁路，可以说是‘大西线’工程的大演兵。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们这支铁道兵集体转业的
队伍，定能发扬当年铁道兵的雄风，保质保量，如期完成这一伟大工程，为祖国建设再立新功、再铸
辉煌。”　　赵南起听了大伙的发言，对“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认识更清楚了。他说：“这么伟大
的工程，中国史无前例，世界无与伦比，有不同看法，甚至持反对意见，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请大
家，要正确认识，耐心等待，不要急于求成。论证清楚了，人们认识清楚了，问题就解决了。”　　
有了专家考察队的考察结论，赵南起心里塌实了，他向江泽民当面汇报说：“西藏大调水工程，我们
这代人不去做，下一代人也要做，总有一天会有人去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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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政治局推荐首选读物　　宏伟的“再造中国”计划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
是政界军界学界和民间推动已久的大西线调水设想。　　中国渴了，谁解中国之渴？修一条人工运河
，串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金沙江⋯⋯20006亿方立米之高水入黄河，经青海湖、岱海
调蓄，输水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及晋、陕、冀、京、津等地。十大流域水网如织，大半个中国
不再困于水旱灾害，永解中国千年难题。　　献强国策，谱新水经，续大禹功，开新乾坤，运河朔天
，国脉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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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精彩短评

1、假设之大胆，结论之振奋，都让人震撼空前，三峡敢堵，还有什么事不能做！
2、造价多少？记得原来说西藏的矿泉水没法买，运费太贵了。
3、垃圾。看这种书会积累负人品
4、南水北调的初衷便是抽西部的水供给京津地区用的。特别是去年前年重庆大旱。而且南水北调的
启动和实施过程中，刻意的绕过了全国人大的讨论投票，为避免出现三峡工程那样子被反复论证差点
倒掉的结果。三峡的危害也是巨大的难以数清，一旦洪水，下游确实可以抵抗水患，可是上游的全部
倒灌，后果惨重的难以想象。官方为了政治利益刻意的隐瞒了很多事情和危害，西电东输，来满足上
海的发展，这连个世纪性的政策从初期就是人为的扩大东西部差距，核心政治城市利益高于一切，所
谓的均衡发展全部都是胡扯。
5、我其实不喜欢看这样的报告文学，不过作为了解一点社会以外的危机，还不错
6、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思,一个明间水利专家的赤诚爱国心...
7、空间上的大张大合对我的吸引力始终是很大的。  即使是一个傻逼把手指向世界地图时，我也会被
迷得神魂颠倒。
8、看到什么“将军决战”、“联合上书”、“献国策”、“救中国”、“党政要员踊跃”这些封建
的字眼，就能感觉到书中突显的那些迂腐、政治、向上谗媚的感觉。
9、地理YY大片
10、第一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南水北调的作者他的构想本意不只是为了京津地区。。。被政府
采纳之后可能做了修改。。。我觉得
11、　　南水北调的实地考察加完善设计与南水北调实施后现在西南地区的干旱缺水...不晓得有没有
什么关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事情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却总偏离了原本设想的轨迹。学
术理论和政策执行之间有太大的可供调整空间了
12、太煽情
13、感觉对水利感兴趣的可以侃，整部书感觉就是在给朔天运河做宣传。当然也从中更加体会到了水
的珍贵。
14、虽然是地理YY大片，但是还是看得我心潮澎湃。
15、这种水利工程一来是保仕途二来是保政绩，三来，工程包出去，能带动下面一帮孙子富起来！
    中国水资源为什么会缺乏恐怕不是水利工程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从生态着手，但中国恰恰最是不
注重保护生态的。
    水利工程，远的不说今年云南干旱就是托了水利工程的福，东南亚凡是湄公河澜沧江流域的国家无
不跟着遭殃！三峡工程搞乱了川渝两地的气候。
    再这么修下去后果是什么我想砖家们比我们这些科盲还要清楚！
    省省吧，别老是宣政了，没用的！真的！
16、北方是缺水,整本书都在讲怎么才能让京津地区喝上好水,但是北方缺水的根本原因和存在的诸多问
题却没有深谈,你就是运来再多的水,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和严重污染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水的困境.
    对水的使用中,工业用水的大量使用和严重污染问题不解决,中国还是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书中的某些观点很不赞同
17、哗众取宠的小丑，毫无科学精神的呓语
18、好像是2250亿⋯⋯
    这个不是商业化的运作啦。肯定是政府投入。现在财政也有足够的钱支撑这样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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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水救中国》

精彩书评

1、书的文字什么写的一般。但是谈的问题却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在未来的几年从甘肃回来之后对
于水资源特别敏感，恰好这两天无锡水污染的事件也是沸沸扬扬。总之给人的感觉是这没水怎么活呢
？正好在看的一本书是二炮文艺部创作室主任李伶写的《西藏之水救中国》。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西藏
有那么多水资源等待我们的利用。（希望不是都拿来卖矿泉水了）这本书所提出的“大西线”方案是
由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想出来的“雅黄工程”，“朔天运河”。大致的想法是从雅鲁藏布江沿等高线引
水进黄河口。因为雅鲁藏布江的水量极其丰沛，而沿江因为居住的人口很少，地理环境也很险要，所
以这水没法直接利用。如果引入黄河之后，不但重新补充黄河水量，还能够改善黄河中游泥沙淤积的
问题。具体到底怎么调那些水，可以看书。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已经进入讨论阶
段快10年了（如果从诞生之初算的话近20年），迟迟没有得到开工的消息我想恐怕一来实在工程浩大
，二来如此巨大的工程，争议肯定也是不断的。生态的、社会的，各种批评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没有停
过。特别现在水坝好像成了大众争相批判的对象。当然有争论是好事。不过我想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
不得不考虑这个工程，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目前的形式是不管是和谐社会还是西部大开发，
都需要水，而我们的所面临的是：1.从整体上来说，全国尤其是西部的生态资源在不断恶化。特别是
水资源。中西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降水在过去10年有所减少。2.人口仍然在膨胀。对自然资
源的需求在增加3.外部环境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向国际上去要资源或者扩张4.保证14亿人的吃饭问题。
（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这些硬约束是没办法解决的。比方西部众多生活在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既
没法从农业转移出去，也没有地方去安置移民。而且我们必须维持如此大规模的耕地来养活众多的人
口。像水、耕地这些自然资源从国际上无法获得。那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寻找别的办法了。我在豆
瓣上看到的评论把这本书骂到喷血。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西部的生态情况吧。真的去了解过那些
人们的生活，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否定这个工程了。如果哪天我们的环境恶化到不得不动用西藏的水，
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对生态的伤害。原文：http://makzhou.warehouse333.com/2007/06/11/970/
2、南水北调的实地考察加完善设计与南水北调实施后现在西南地区的干旱缺水...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关
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事情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却总偏离了原本设想的轨迹。学术理论
和政策执行之间有太大的可供调整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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