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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陈进，是在他四面是书的办公室里。面
前的他随和平实、文质彬彬、干净利落，拥有学者、
师者的沉静与睿智。

“我觉得自己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事。”陈进低调地说。从水利工程结构专
家到水资源专家，从长江到三江源，30 多年来，陈
进的足迹遍布长江流域，为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鼓与呼。无论坦途还是坎坷，陈进以一个学者对
国家的热爱、一个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执着、一个书
生的满腔热忱谱写了对水资源痴心保护的故事。

因为理想而执着

生于上海而长于武汉，陈进从小就与长江结
下不解之缘。饮长江水，吃武昌鱼，陈进对湖北的
水，尤其是长江和东湖充满了浓厚的感情。

1996 年，陈进考入清华大学水工结构专业攻
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
委员潘家铮院士在清华招收的首位博士生。

学习的四年里，陈进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阅
读了很多国内外水利方面的著作。越深入学习，
陈进越发现，国外研究水利工程更关注其与生态
环境的关系。而国内研究环境的人不了解水利工
程，搞水利工程的又往往忽略对生态与环境的研
究，渐渐地，两个学科就被孤立起来。

这一时期，媒体上对国内的大坝、水电站等水
利工程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陈进开始
思考，做水利工程的是不是也要多了解生态环境？

拿到博士学位时，陈进坦承地告诉恩师，自己
可能要去研究不同的方向了，即水利工程对生态
与环境的影响。陈进告诉记者，潘家铮院士在研
究中也曾说过水利工程专业里不仅要研究水利工
程有利的一面，也要研究有害的一面，应该成立一
门水害学。

2000 年 7 月，陈进博士答辩一结束，立即买来
大量水资源方面的书,跨界进入水资源研究领域，
向流域水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展开全新的研究与
探索。

年逾 40 岁，早已是我国水工结构领域著名专
家的陈进，选择重新开始，能否做出成绩？

深入了解水资源和水环境专业国际最前沿的
理念和思想后，他先后赴瑞典、加拿大、美国考察
学习，更加确信了中国水利工程的未来发展需要
摸清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陈进的眼里，健康的长江是一个众多优质
因子相统一的综合体系，它不仅与水利工程有关，
还跟气候变化、植树造林、农业开发、工矿和城市
建设等有关。因此，长江的科学研究必须确立一
条主线，将多个学科的研究统一起来系统研究，才
会有新的突破，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好长江
演变的规律，研究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他从水资源与长江的生态环境研究做起，随

后介入到河流健康评价理论及在长江应用的探
讨，再到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陈进带领着
他的科研团队在水资源、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领
域辛勤耕耘，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成果。

2013 年 初 ，由 陈 进 撰 写 的 我 国 从 多 学 科 交
叉的角度论证分析长江自然环境演变与人类活
动 影 响 关 系 的 论 著 ——《长 江 演 变 与 水 资 源 利
用》正式面世，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中国科
学 院 院 士 陈 宜 瑜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王 浩 同 时 为
这 本 书 作 序 。 这 是 我 国 水 利 工 程 、生 态 以 及 水
资源方面顶级科学家对陈进在水利工程对生态环
境的客观影响方面研究成果的共同认可与赞誉。

书生不忘忧国

陈进曾作为 15 名环保专家之一，与陈宜瑜、曹

文宣等 6 位院士一起就“鄱阳湖
保护问题”上书国务院，得到时
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为
鄱阳湖水利工程科学论证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05 年 5 月 ，他 作 了 题 为
“未来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的思
考”的发言，引起了原政协副主
席钱正英的高度重视。从那以
后，陈进多次对媒体谈论湿地生
态 保 护 ，俨 然 一 个 湿 地 保 护 专
家，引来业内很多人的“侧目”。

作 为 一 个 水 利 工 程 专 家 ，
陈 进 不 好 好 从 事 水 利 工 程 研
究 ，而 把 研 究 重 点 放 在 水 利 工
程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水 资 源 的 节
约 管 理 利 用 上 ，这 在 一 些 同 事
和 同 行 眼 里 有 些“ 不 务 正 业 ”，
引来不少非议。

谈起别人的非议，陈进笑着
说：“我知道这些议论，刚开始听
到 还 是 觉 得 很 委 屈 ，很 有 压 力
的。但我是一个学者，应该研究
国家的重大需求，根据国家的重
大需求来调整研究方向，这是一
个学者的职责本分。中央提出
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我们水
利工作者来讲，就是要研究人与
自然的一些问题，解决好开发与
保护中的和谐问题。”

陈 进 常 常 想 ，为 什 么 都 江
堰、灵渠这些古代水利工程对自
然的干扰那么少？“我们需要认
真分析现在的水资源开发对将
来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采取更
好的方法来减少这种影响。”

谈节水，陈进认为国外的水资源配置从需求
管理入手，国内大多以上项目上工程为目标，考虑
节约不够；谈调水，陈进强调“调水工程要慎之又
慎，学者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盲目服从一些利益
集团，而不服从国家利益”……

宣称要做“河流代言人”的陈进，在水资源领
域里的研究逐渐被许多专家认可，成为中国自然
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他主张环境教
育从娃娃抓起，正确树立他们对生态与环境的认
识，为此陈进著书写作，主编出版科普图书《水，环
境与人》成为十分受欢迎的环保科普图书，还被诸
多党校作为生态文明教学参考书。

作为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他先后向湖北省
政府提交“湖北生态功能区划分与保护”、“汉江水
资源保护及生态补偿建议”和“湖北省湖泊保护中

几个问题”等咨询报告；作为武汉市科协常委和武
汉市政协委员，连续 3年提交武汉市湖泊保护三线
一道管理提案，其中一项列入 2015 年武汉市政协
重点提案。“关于建立武汉市更科学的湖泊绿线管
理的建议”获湖北省科协“2013 年国家级科技思想
库（湖北）优秀科技工作者建议”一等奖。

除了著书和发表论文，陈进还开通博客微博，
发表自己对于现代水利发展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观
点和看法。目前，陈进的腾讯微博已经有 9万多粉
丝，以环保为主的新浪博客已经有 6 万多点击量，
成为国内著名的宣传生态环保知识的个人博客。

奋斗是人生享受

陈进喜欢历史、文学，还曾做过作家梦，有深
厚的人文功底。尽管后来从事了科学研究，但人
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依然给了陈进许多
力量。

他说，科学技术与人文是相通的，它启发人产
生科学创新的源泉和思路。一些著名科学家往往
在世界观上有了深刻认识，才在自身的领域站得
更高。“我非常赞同在大学里提倡人文精神，没有
人文精神，科研的路会越走越窄，创新思维不足，
遇到困难了也不能从容克服。”

他坚持每天 5 点 20 分起床，快步走半小时，游
泳 1000 米。由于白天工作繁忙，他就利用周末和
节假日学习和写作，兼任 4 个期刊的编委，还是长
江科学院院报的主编。在过去的 10 年里，陈进共
撰写文章 100 多篇，出版专著 6 本，成为水利系统
少见的论文与著作高产的学者。

“我 30 年没打过牌，没摸过麻将，很少进行娱
乐活动。”陈进说。在常人看来，他的生活类似苦
行僧，但陈进却觉得其乐无穷，他说，我是一个按
时刻表生活的人，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也是
一个有计划的人，奋斗在我眼里是生物钟式的习
惯，是最愉悦的享受。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境界，第
一种是将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毕生的志
向 ，第 二 种 是 仅 将 科 学 研 究 当 作 养 家 糊 口 的 手
段。只有持第一种境界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陈进寄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不要急于想找
个“安稳饭”，鼓励他们白手起家，从艰辛的生活历
程中领悟人生道理，只有体验生活的艰辛，内心才
能强大起来。

学 者 不 能 没 有 梦 想 。 谈 到 将 来 ，陈 进 认 为
未 来 真 正 稀 缺 的 资 源 是 一 类 和 二 类 水 ，它 比 黄
金 、稀 有 矿 石 的 价 值 还 高 。“2049 年 ，中 国 应 该
进 入 中 等 发 达 国 家 水 平 ，基 本 上 所 有 的 湖 泊 水
库应该能回复到三类水标准，这是我们的理想，
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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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余桃晶

为牧民工作的学者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海山在自己的
研究领域努力钻研。他是牧民的儿子，
特别重视自己的研究对牧民的帮助，也
特别能理解牧民的需求和感受，甚至我
觉得，他骨子里仍然是个牧民。

2007 年，海山参加了北京天下溪组
织的草原游学，和社会科学专业、自然
科 学 专 业 的 大 学 老 师 、科 研 人 员 ，以
及 一 些 关 心 草 原 保 护 的 民 间 人 士 一
起 到 草 原 考 察 。 这 些 老 师 后 来 大 多
为保护游牧文化、证明游牧文化的现
代 价 值 而 努 力 工 作 ，甚 至 被 人 称 为

“ 游 牧 派 ”。 被 人 归 了 派 系 是 个 喜 忧
参 半 的 事 ，有 时 候 ，海 山 发 表 一 些 观
点，别人就会说：“又是那些游牧派说
的。”但是海山却对这个称呼有点沾沾
自喜，很高兴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前行。

海山特别强调牧民要合作，认为合
作既是游牧文化的传统精神，又是牧民
的现实利益。现在随着商业资本在牧
民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牧民的很多观
念在流失，变得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
眼前得失，这让传统的合作精神受到巨
大挑战。

台湾的主妇联盟消费者合作社倡
导社员互助合作、实现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这对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
户特别有好处。于是在 2014 年年底，
我和海山等人成功组织 14 位牧民去台
湾考察传统农业、对环境友好的有机农
业在今天社会里的出路。

这次行程，海山坚持全程翻译，非
常辛苦，每天说得口干舌燥。一开始还
担心他太累，想从牧民中找个替补。但
是，牧民浩毕斯哈拉图拉住我说：“别担
心。那些人说的，就是海山老师想告诉
大家的。他听了那些人说的话心里痒
得不行，不让他翻译就是不让他挠痒
痒。”

海山的翻译经常让演讲的人惊讶，
明明演讲人只说了一小段话，可是他却
翻译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在“讲解”。海
山把在台山把在台湾看到的现象和内蒙古的实湾看到的现象和内蒙古的实

际问题作对比，所以可以听到他不断
地 用 蒙 古 语 说 ：这个情况在我们家乡
就是……

经过多日的训练，牧民们也建立了
这种思维方式。浩毕斯哈拉图说：“农
和牧不同，潮湿和干旱不同，土地小和
土地面积大不同，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是相同的。”

这个相同点就是有机农产品，虽然
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产量比工业化的产
品低，因为规模小而销售成本高、卖相
不好，甚至味道上也不如消费者已经开
始习惯的有工业添加剂的产品，但是，
有机农产品对消费者健康、对生产地环
境友好。海山希望帮助牧民通过合作
提高实力，提高在市场的运作能力和发
言权，通过新的经营思路，为有机畜牧
产品打开销路。

有个故事说，一个杯子里装了半杯
水，一个人看了说：“哎呀！太好了，这
有半杯水。”另一个人说：“哎呀！怎么
只有半杯？”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
人看到的不同世界。

在台湾花莲访问当地原住民部落
时，总是能让人领会到海山身上的正
能量。

当地阿美族人为复育民族文化建
立了一些工艺品工作坊，这些工艺品与
蒙古族民间仍然在做的马具、皮具、木
雕、刺绣、服装相比相差很远，但是海山
却还是非常卖力地给大家翻译介绍，这
有什么可讲的？

空闲时，我问海山：“这个民族的文
化快进博物馆了，只剩 下 几 个 坚 守 的
人还在进行艺术创造，这些也只能算
行 为 艺 术 了 ，来 这 里 参 观 ，对 牧 民 有
什么借鉴意义？”海山告诉我们，这才
震 撼 呢 。 他 们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还在
坚持，我们条件比他们好多了，有什么
理由放弃呢？

能感觉到故乡的人

海山生长在锡林郭勒草原，父亲是
传奇的蒙古骑兵二师的干部，母亲是牧
民。在牧区长大的他最终成长为一位
为保护草原生态、文化、为牧民发展奔
走呼吁的学者。但是他仍然和牧民一
样喜欢唱歌和骏马。

有 人 说 ，蒙 古 人 的 歌 曲 里 有 丰 富
的生态理念，通过这些歌曲就能知道
蒙古族是生态的民族。初听这句话，
会觉得有点牵强，仅凭唱歌怎么就能
断定一个民族是生态民族呢？

后 来 听 得 多 了 ，发 现 蒙 古 歌 曲 的
题材以歌唱故乡和母亲为主，歌唱父
亲 和 爱 情 的 处 于 选 材 的 辅 助 地 位 。
曾经问过几位其他民族的老师，包括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或彝族，他
们 民 族 的 民 歌 里 是 不 是 有 很 多 歌 唱
家 乡 的 山 、水 、牧 场 、草 原 或 者 森 林 、
农田的？有的回答没有，有的回答有
是有，但都不像蒙古族的那么多。

蒙古族的歌曲里，保护生态的理念
处处体现，每座山、每条河、每片草原都
有歌曲歌唱，而笼统的热爱家乡的颂歌
也有很多。这些歌在海山那男高音嗓
音的演绎下更加优美感人，和许多热爱
家乡的蒙古人一样，海山发自内心地想
要歌唱他的家乡。

2015 年 夏 天 ，我 和 海 山 等 人 在 呼
伦贝尔草原考察，当地著名歌唱家布
仁 巴 雅 尔 请 大 家 吃 饭 。 按 照 蒙 古 人
的 习 惯 ，宴 会 的 后 半 部 分 即 为 歌 会 ，
席 间 年 轻 人 先 站 起 来 唱 歌 ，然 后 ，年
长者也唱。海山唱了一曲《父亲的草
原母亲的河》。布仁巴雅尔随即拍着
他 的 肩 膀 问 他 做 什 么 工 作 ，并 表 示 ：

“哎呀，白瞎了。这嗓子要是唱歌，就

没 我 了 。”布 仁 巴 雅 尔 的 风 趣 让 大 家
开心大笑，他在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
一位歌者对学者的尊重。

作 为 牧 民 的 儿 子 ，海 山 对 游 牧 文
化的悉知不是来自书本理论，而是真
实的生活和世代相传的骨血。

小的时候，海山曾有好多次错过自
己家的蒙古包，因为晚上看不见而走了
过去。最丢人的一次，他在离蒙古包
200 米的地方睡着了，早上醒来一看，哎
呀，蒙古包不就在眼前嘛。

作 为 一 名 研 究 游 牧 文 化 的 学 者 ，
和一些外来学者相比，海山更容易听
懂 牧 民 想 表 达 的 东 西 。 而 这 些 东 西
对 很 多 外 地 来 的 专 家 来 说 简 直 闻 所
未闻。

由 于 做 牧 民 访 谈 时 ，海 山 经 常 帮
着 牧 民 给 同 来 调 研 的 学 者 做 解 释 。
这个习惯让一些人对他有意见，不知
道 调 研 的 是 牧 民 还 是 海 山 的 思 想 ？
但 是 如 果 对 方 知 道 海 山 在 童 年 时 也
靠闻草在黑夜里寻找自己的家，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牧民的话他一听就懂，
一 说 就 信 。 有 些 外 来 的 学 者 在 牧 民
为他们打开一扇门时，可能还不知道
那是一扇门，而海山已经知道门那边
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不改的牧民本色

海 山 和 那 些“ 谈 笑 有 鸿 儒 ，往 来
无 白 丁 ”的 学 者 不 一 样 ，他 只 要 有 点
时间 就 跑 到 牧 区 和 牧 民 泡 在 一 起 。
他 不 仅 自 己 泡 在 牧 区 ，而 且 把 学 生
都 带 出 来 ，在 牧 区 做 各 种 调 研 ，有
些 是 他 需 要 的 ，更 多 的 是 为 了 培 养
学生。

2014 年夏天，我们在草原上相遇，
发现海山带的调研团队里有七八个女

生，都是蒙古族，蒙汉兼通，各方面素质
都很优秀，但只有一个男生。海山发愁
地说，现在大家都愁这个事，女生学习
越来越好，男孩子越来越不上进，越往
上带，男孩子越少，还得我求着他出来
调研，来了也不努力。

又 过 了 一 段 时 间 ，海 山 突 然 对 我
说：“其实教女生更好。不要担心过几
年女孩子不工作回家培养孩子去了，那
才好呢。一个民族的女人素质高，将来
这个民族的孩子素质就高，整个民族的
素质也就提高了。”

这 是 多 么 非 主 流 又 有 远 见 的 看
法。“我们蒙古族，历来就是女人占了多
半边天，没有个好老婆、好妈妈，什么男
人也成不了事，成吉思汗也不例外。”海
山说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真诚。

今夏，海山在呼伦贝尔草原调研，
访问呼伦贝尔放牧知识最丰富的老牧
民吉格米德。老人家房子不够住，我们
就在外面扎了两个帐篷，讨论谁住帐篷

的时候，几个年轻人都犹犹豫豫，海山
说：“我去睡帐篷，我可是真正的蒙古包
里长大的。”结果年轻人还在讨论时，海
山的呼噜声已经隔着帐篷传了出来。

调研路上，海山听说莫达木吉苏木
举行那达慕，不顾辛劳，3 点多就起床
去看第一场赛马。然后又听说布里亚
特人的马群这两天转场，就多留了一
天，坐上车，在烂泥路上颠簸了一整天
去看马群转场。整个考察队里，两个活
动都参加的就只还有呼伦贝尔的老努
图克沁——80 岁的吉格米德老人，年轻
人都无法做到一大早爬起来去看赛马。

说起赛马，海山总会十分兴奋，不
停地聊着，哪个那达慕哪匹马赢了，哪
个摔跤手得过比赛冠军，哪个摔跤手特
别令人崇敬……忽然我发现，海山骨子
里依旧还是个牧民，这不都是牧民聊天
的话题吗？海山哈哈大笑：“我可不是
牧民吗？我当然是牧民啦！”

故乡的草原心中的歌故乡的草原心中的歌
———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

海山海山，，蒙古族蒙古族，，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内蒙古师范大学地

理科学学院教授理科学学院教授。。

对人地关系理论对人地关系理论、、

内 蒙 古 农 牧 交 错内 蒙 古 农 牧 交 错

带带、、牧区以及城镇牧区以及城镇

人地关系与可持续人地关系与可持续

发展等领域有较为发展等领域有较为

深入的研究深入的研究。。曾应曾应

邀在蒙古国议会发邀在蒙古国议会发

表演讲表演讲。。多次参与多次参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中国

科学院科学院、、中国社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单位项目科学院等单位项目

合作与研究合作与研究，，发表发表

研究成果和演讲研究成果和演讲，，

被被《《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称为杂志称为““中国游中国游

牧派代表人物牧派代表人物””之之

一一。。

◆特约撰稿舒泥

人物简介

陈进，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水利工程对生态与环境

的影响，曾参加湖北省灌江纳苗、江湖连通、金沙江生态流量和三

峡水库生态调度等项目，积极投身水及环境保护科普工作，先后获

大禹水利科技一等奖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等。2015 年，陈进获第

三届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