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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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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录片《地球脉动》里有一个镜
头，乍看似鸽群翩飞，但字幕显示，这
群形似鸽子的小家伙却是非洲卡拉哈
里沙漠的那马瓜沙鸡。

那马瓜沙鸡萌态满满，并不强
大。为了躲避天敌，它们只能选择住
在离水源很远的沙漠里。沙漠干旱少
雨，环境恶劣，沙鸡只能以少量植物的
嫩芽、种子和蚂蚁等昆虫为食。有了
食物，还需要定期饮水，可是茫茫沙
漠，连空气都冒火，哪里来的水？

水源地，距离沙鸡们的住处约
100 公里。为了喝水，沙鸡必须每天
往返飞行 200 公里。你或许认为，作
为有翅动物，何惧飞行。可是另一个
问题来了：沙鸡宝宝们并不具备往返
200 公里的能力。为了养活小宝宝，
雄沙鸡挺身而出，担负起找水的任务。

沙鸡属于一夫一妻制。每年春
天，一对沙鸡夫妇会产下3枚卵，沙鸡
父母轮流孵化。20 天后，雏鸡破壳，
雏鸡虽能随父母在沙地里觅食，却不
会飞行，不能自己去喝水，只能等着爸
爸背水给它们喝。而沙鸡妈妈则负责
用身体给雏鸡挡住骄阳。如果喝不到

水，雏鸡就会在数小时内因曝热而死。
100 公里的空中飞行，水如何储

存？如果你看过沙鸡取水的画面，一定
会被震惊。为了带回水，雄沙鸡会用它
丰满的腹部羽毛蘸足水分，然后飞回家
喂养雏鸡。雄沙鸡会专门挑选清晨或
黄昏比较凉爽的时间段飞行，它们与同
伴一起前往固定水源地。100公里外
的清澈湖水是沙鸡们的生命之源。雄
沙鸡从四面八方飞来，集结成群，这十
分重要，它们必须以数量抵御天敌，数
量越多越安全。喝饱水之后，它们还有
一项艰巨的任务：背水回家喂儿女。

在千百年的进化中，雄沙鸡们腹
部长出了蓬松质感的厚绒毛，松散的
网状毛结构，类似海绵，能把水分存储
起来。不过吸附的过程需要时间，为
了让羽毛吸收更多的水，雄沙鸡还需
要做 15分钟的摇摆运动。在吸水的
同时，它们还要躲避狩猎的苍鹰。

当雄沙鸡们用羽毛吸取自身重量
10%的水后，漫长的归家旅途便正式开
始。沙鸡爸爸们不仅需要负重前行，而
且还会有生命危险。能够幸运回家的
沙鸡爸爸，见到孩子们的第一件事，就
是让它们钻到自己羽翼下，从羽毛中挤
出尽量多的水让宝宝们喝。从雏鸡出
生开始，雄沙鸡每天都要踏上危险的取
水征程，直到两三个月后孩子们长大，
能够独自飞到水源地为止。

雄沙鸡飞行上百公里为雏鸡取水

动物界也有超级好爸爸

◎本报记者 王禹涵

留声机留声机

近日，由国家海洋博物馆、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大河
文明”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
据了解，展览以世界大河流域诞生
的文明古国为主题，以“孕育”“塑
造”“城与国”3 个篇章，展现不同
文明走过的历史轨迹，阐释河流与
人类文明的关系。展览将持续至
7月28日。

图为参观者在国家海洋博物
馆观看“大河文明”展。

“大河文明”展亮相国家海洋博物馆

在盛产牛羊的内蒙古，一张牛皮

能做什么？直接售卖或是制作成皮革

工艺品？

在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乌海市海勃湾区的老艺术家卢云山眼

中，一张牛皮可以是一山一水，一个缤

纷世界。烙铁为笔，牛皮为纸，卢云山

用非凡的艺术天赋和执着的热情，将

中国珍品级传统艺术烫画发展到了新

高度，并使其得到了良好传承。

烫画起源于汉代，古称火针刺绣，

现在也叫烙画、烫花或火笔画，是用火

烧热烙铁在物体上熨烫出烙痕并构成

完整图案的绘画类作品形式。烫画不

仅吸收了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

白描等手法，还能展现出丰富的层次

与多种色调，既古朴典雅又不乏现代

艺术元素。烫画根据其使用材料的不

同，还可分为木板烫画、葫芦烫画、宣

纸烫画、布艺烫画、皮革烫画等。

卢云山今年 74 岁。他从小就对

画画着迷，并于 18 岁进入北京电影学

院舞美系学习。有一次，卢云山去拜

访一位老师，被墙上挂着的一幅木质

烫画深深吸引。毕业后，他没有直接

去工作单位，而是留下来向这位老师

学习烫画创作。

自此，卢云山与烫画结缘。这一

干，就是 50多年。

卢云山的烫画题材涉及花、鸟、人

物等。他的牛皮烫画线条流畅，画面

清晰，形象生动，充满动感和张力。卢

云山说，烫画对火候的掌控、力度的把

握等技术要求极高，烫烙的快慢、轻

重，会带来炭化程度的不同，从而呈现

出有差异的物象色调：快烫，呈浅褐

色；轻烫，是深褐色；重烫，则成黑色。

烫、刻、描、擦，犹如国画运笔，有时需

轻快流畅，有时也需沉稳厚重。

卢云山对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情有独钟，一直渴望能够用新的艺术

手法表现蒙古族灿烂的民俗文化。

从 1990 年开始，卢云山频繁出现

在鄂尔多斯牧民的婚礼（鄂尔多斯婚

礼是内蒙古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现场，为创作积累素材。十几年

间，他累计参加了 107场婚礼。

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2000 年，

卢云山开始与弟子王彩霞着手创作

《鄂尔多斯婚礼》牛皮烫画长卷。

《鄂尔多斯婚礼》长卷陆续修改了

9 次，2004 年完成初稿，2008 年定稿。

全卷总长 2600 厘米、宽 90 厘米，分 10

个图组。图绘人物 716 人，蒙古包 43

顶，牲畜不计其数。画卷采用特制的

电烫笔烙绘，不易褪色。

辛苦付出终有回报。《鄂尔多斯婚

礼》长卷获得了中国民间艺术最高奖

“山花奖”。此后，该作品又获得了 4

项民间艺术奖。

卢云山将传统的木头烫画拓展

到皮革、布、骨头等材料上，极大地丰

富了烫画的类型和技法。2014 年，卢

云山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烫画代表

性传承人。

随着烫画技艺的不断提升，卢云山

的名气也与日俱增，前来跟他学习烫画

的学生日益增多。卢云山说：“只有真心

喜欢这门技艺的人才能坚持下去。”

卢云山说：“我跟烫画打了一辈子

交道，不希望这项技艺失传，带弟子、

传技艺是我的责任。学生跟我学烫

画，不仅不用交学费，我还给他们支付

工资，让他们专心学习，把烫画技艺发

扬光大。”

情怀为笔 执着而画

卢云山的烫画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 讯 员 高瑞锋

2 月 23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

成在西安逝世，享年 90 岁。几十年来，他始终奋斗

在我国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事业一线，为国分忧、为民

解难。

他的身后，是荡荡乎八川分流绕长安的汩汩美景，

是山川秀美的西北大好山河，还有向世界证明“中国能

够解决自己水资源和粮食问题”的中国智慧。恰逢第三

十七届“中国水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人格外怀

念因水而生、向水而兴的李佩成院士。

立志奋斗终生的事业

“回首往事，我的一生是在梦水、寻水、惜水、爱

水，为水而喜怒哀乐、为水而拼搏奋进中度过的。”李

佩成曾撰文回忆自己的一生。

1934 年 12 月，李佩成出生在陕西省乾县。乾县，

被人读作“干”县，干旱缺水的情景在这里不时上演。

1944 年暑假，李佩成跟随表哥到西北农学院(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观光。途中，水流奔涌的通渭渠

让李佩成惊讶不已。来到学校后，9 岁的李佩成看到

花坛前的水龙头喷珠吐玉，更是十分好奇。表哥告诉

他，这些水都来自 40 多丈深的地下。而这些，都是水

利大师李仪祉先生的功劳。

那晚李佩成半醒半眠，朦胧中竟梦到李仪祉先生

来到身边。从此，像李仪祉先生那样兴修水利，解决

旱塬缺水难题的志向在李佩成心中扎下了根。1952

年高中毕业后，李佩成毅然决定报考西北农学院水利

系并被录取。

著名水利专家沙玉清十分喜爱李佩成这棵好学

的“好苗子”，勉励他说：“你要为解决陕西、黄土高原

的水利问题奋斗一生，永不退缩。”

1956年，李佩成可谓“四喜”临门。他被评为全校

“三好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拔为赴

苏联留学深造的预备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那时的他，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挥笔写

道：“我也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治水就是这个伟

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多年来，李佩成坚持用“人十能之我百之”的办法

争分夺秒地学习、实践，最终开辟了一番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水利事业。

再造山川秀美大西北

“莫城风紧又飞雪，已稀游人愁更多。唯闻一处

笑声起，天寒地冻奈我何。”1964 年元月，李佩成在莫

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写下一篇诗作，借此表达在当时错

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自己报效祖国、努力学习的坚

定信念。

李 佩 成 时 刻 谨 记 周 恩 来 总 理 的 教 诲 ：立 场 坚

定、业务精通、体格健全、作风正派。他每天学习

工作到深夜，早上四五点钟又起床学习，这种作风

保留了一生。

在苏留学期间，李佩成出色地提前完成了副博士

学业，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系统提出了渗流计算的

“隔离井法”理论。这一成果的取得，为他日后在水利

科学研究领域探索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7年回到祖国后，李佩成一头扎进了关中平原

和渭北旱塬的农村天地，打井、找水、修建地下水库。

他一边实践一边思考，提出了著名的“三水统观统管”

理论：除了地表水、地下水，还应当考虑天上的降水，

即自然界的一切水体都应当联合运用、综合调节。

1978年，他发明了适用于黄土渗流机理的黄土辐

射井，打破了“黄土不能成为含水层”的传统认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因为过度开采地下

水，西安出现了供水紧缺的局面。1993 年，水荒大面

积蔓延，钟楼下沉、大雁塔倾斜、人们排长队接水……

李佩成认为，西安拥有较好的天然水环境，每年从秦

岭 72 峪流出的水就有 21 亿—24 亿立方米，而当时西

安每年的用水量为 3 亿立方米。按理说西安不缺水，

问题出在了不合理的用水结构上。

为此，李佩成提出了“井渠结合，两水并用”的“群峪

协井供水系统”结构性改革方法，将秦岭峪口的水“通过

自流引入西安市区”，使水荒得到了缓解。

如何能根除水荒，真正发挥西安城的水资源效

益，进而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李佩成开始着手谋

划 30年后的可持续用水问题。他不断思考研究，先后

提出了首个穿越秦岭的“引乾济石”南水北调工程，重

现八水绕长安盛景工程和地下水回灌工程。

年过六旬的李佩成，还承担起了改造西北生态的

重担，3年间足迹遍布祖国西北大地，由他倡导并主持

完成的“中国西北地区山川秀美科技行动计划”项目

得到科技部等部委的高度认可。

2003年，李佩成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书立说传教后人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在所余岁月，继

续回报祖国，报答人民！”年近七旬，李佩成在院士生

涯的开端制定了再奋斗 10 年的规划：头脑再清醒 10

年，提出 10 条重大咨询建议，完成 3 个较大的科研项

目……再培养 50名研究生，再发表 30篇论文。

从青年立志学水治水到中年取得不凡成就，李佩

成始终将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叮嘱学生们“为建

设祖国而培养自己”，尤其注重在科学实践中培养良

好的科学道德和学风。

2011年，李佩成在西安交通大学为研究生作讲座

时，拿着话筒径直走下讲台站在听众席里开始演讲。

这位耄耋老人谆谆叮嘱年轻学子：“搞好科学研究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服从国家需要，要始终站在国家和

人民的立场上。”

从陕北重化工基地水资源承载综合评价到培育

秦岭打造关中黄金屏障，再到关于气候变化的哲学思

考，李佩成不仅心系水利建设、农业生态，还广泛涉足

气候问题等领域，时刻不忘为国家出谋划策，为人民

多做有益的事情。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如今，站在榆

林城北的镇北楼举目张望，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

图消失，以陕北为核心的黄土高原成为全国连片增绿

幅度最大的地区。从“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绿色画卷已经在西

北大地上徐徐展开。

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九曲黄河在西北高原上蜿

蜒穿行，沿途曾经荒无人烟的沙漠已经变成了林草丰

茂、风光旖旎的绿洲。

流水不腐，李佩成院士千古！

为水奋斗的无悔人生
——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

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对时间

的思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悖

论：对于某些抽象的概念，比如空间，人

们可能很容易直观地感知它，但真正地

理解和描述它则要复杂得多。

空间是什么，空间里有什么，空间

有多大？从史前时期到现代，人类对空

间的理解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

变。史前的原始探索，古代的基础认

识，中世纪的理论探索，直至近现代的

科学革命和宇宙观念的重塑，这段漫

长、崎岖又无比精彩的历史，正是日前

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空

间简史》一书所要呈现的。

史前时期，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局限

在肉眼可见的范围。随着人类逐渐意

识到天空与陆地的紧密联系，他们开始

对自己活动的空间和遥远的陆地与天

空形成了最初的认识。

古人带着对未知的渴望和探索的

勇气，航行于广袤的大海，逐渐揭示了

地球的真实面貌。伴随着对地球本身

的不断探测，对于星空的探测也在不断

深入，人类对空间的认识从一个较为狭

隘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广阔宇宙。从古

人对陆地的直观探索，到海洋探险家的

冒险，再到天文学家对星空的观测，人

类的知识边界一直在不断推进。

从古代至中世纪，地理学和天文学

逐渐发展成专门的学科。至哥白尼时

代，人们开始勾勒出地球之外的空间。

从中世纪末期到 16 世纪，航海家准确

绘制地图，天文学家深入认识苍穹，人

们对空间的认知取得了巨大进步。

1609 年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

里程碑。人类观测宇宙的视野一下子

打开了，天文学不再依赖想象，其观测

和研究进入了全新的时期。17—19 世

纪，霍罗克斯和惠更斯测量了日地距

离，贝塞尔测定了恒星周年视差，“日心

说”也被广泛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使

得人类对空间的认知范围不断扩大，

对宇宙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但就像此书所说，关于时间的理解

一直充满哲学性，而对于空间的认知，

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前，多

是依赖于人们的直观感受。到了 20 世

纪初期，天文学和物理学都取得了巨大

进步，现代天文学也逐渐建立起来。人

们发现宇宙非常宏大，银河系外还有数

以亿计的星系。现在，甚至有人提出了

宇宙并非唯一、宇宙之外还有其他宇宙

的假设。

知识边界的拓展在近几个世纪尤

为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宇宙的

认知呈现爆炸性增长。但是，随着对宇

宙理解的深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

己的无知。就像《空间简史》一书中提到

的，人们对已知真理的理解与对未知真

理的渴望之间存在着一种数学上的分数

关系。这也提醒读者，无论已经学到了

多少，总有更多真理有待探索和发现。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空间的探

索史，更展现了人类对未知永不停息的

好奇与追寻。它带领读者穿越时间，深

入历史的每一个角落，重新审视人类对

于宇宙的认知。无论你是科学迷还是

历史文化爱好者，相信此书都能够为你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

一部跨越百万年的空间探索史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

赵晖）3 月 25 日，记者获悉，“马国馨：

我的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展”

近日在天津大学拉开帷幕。这是国内

建筑界第一次用一位设计大师的著作

谱系展示建筑文化的展览。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是中国第

三代建筑师的优秀代表。自 1989 年

出版第一本著作《丹下健三》以来，近

35 年间，马国馨笔耕不辍，相继编撰

出版了 36本图书。

此次展览亮点之一，是 35 位建

筑学人对马国馨著述发表的感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马国馨

院士是一位‘人生有涯，学海无涯’的

建筑大师，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书画融

会贯通的文化名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崔愷感慨：“我每每读完一本书，都

由衷地赞叹马国馨院士勤奋工作和

学习的精神，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他

常年积累下来的笔记具有很高价值，

值得我们晚辈和后人认真地学习和

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惟敏从三

个方面评价了马国馨：“他是一位对

建筑学有深刻理解和娴熟整体把控

的优秀建筑大师；他具有将科学与艺

术高度融合的超凡能力；他还是一位

有人文情怀的作家，字里行间都带着

温度，闪烁着光芒。”

开展当天，马国馨还做客天津大

学北洋大讲堂。围绕他的最新专著

《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一

书，马国馨从建筑设计专业的视角出

发，回顾了他所负责和主持项目背后

的“人与事”，引领天津大学学子走近

中外建筑师与世界经典建筑。

“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

建筑文化图书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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