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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
当时，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但在公众当中，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水利学界有的人实际学术地位不如他，却显赫尊荣，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被青少年当做科学偶像
崇拜，而他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却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难见踪影。
他晚年的著作，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
赵诚所撰的《但教莫绝广陵散》，虽然篇幅不长，却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
黄老临终前，他的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自费印刷，黄老欣然同意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当时，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曾向赵诚建议：&ldquo;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
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做口述史。
&rdquo;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
为此，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
但黄老说：&ldquo;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
&rdquo;　　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活动，庆祝他的九十大寿。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不能亲自出席。
赵诚从山西赶来，到病床前，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与世长辞。
&ldquo;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rdquo;当时，许多知情人都撰写悼念文章，缅怀黄万里的人格风范。
　　不久，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
我觉得此议甚佳，于是和他商量，请赵诚撰写。
赵诚乐意担此重任，不久又来北京，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人的全力支持。
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以及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以便他完成此传。
　　赵诚原来主修中文，后来专攻国际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亦有深入的研究。
但他担心，自己在水利方面是外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
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
赵诚十分慎重，前后写了两年多。
其间，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
调查研究工夫。
有的访问对象，年事已高，接受采访不久，便驾鹤西去。
走南闯北地调查传主生平，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但赵诚自己七年前也曾查出早期肺癌，
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年的化疗，身体并不好。
然而，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负责。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
他诞生于1911年，逝世于2001年。
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
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他早年漂洋过海，负笈美国，学成归来，希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造福黎民，然而先逢战乱，
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
在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儒，反对上三门峡工程的50年代，清华大学还有过另一位教授梁思成，为保存
古都北京大声疾呼，却为当权者所拒绝。
北京大学也有过校长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力陈己见，遭到围攻而绝不屈服之事。
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
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黄万里、梁思成、马寅初的正确意见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历史终于擦亮了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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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界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他们只是几十万专
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
但只有像他们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3年年末，赵诚写的传记已经杀青，黄万里的名字又一次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
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1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200多
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
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
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科学预言。
这时，中国水利界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一位当年赞成三门峡水库上马，并在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参与批判的知名专家，在中央电视台居然
说当年他就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而只字不提黄万里。
一时间舆论大哗。
许多人站出来著文发言，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黄万里讨还公正。
不久，那位专家再次出面，表示他对黄万里很尊敬。
　　这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风波表明，尽快出版一本翔实的黄万里传记，实在必要。
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和立世风范，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
《长河孤旅》，只是为黄万里立传的第一次尝试。
在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赵诚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好地突显了黄万
里人生轨迹中的重大印记和光彩斑斓。
我想，追寻黄万里，研究黄万里，还会出现更多角度的著作。
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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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出身名门，其父黄炎培是同盟会会员，是民国时著名的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黄万里毕业于唐山交大桥梁工程专业，有感于父亲的那句“中国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
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遂决意“以拯农为己志”并赴美国改学水利，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爱荷华大学、伊利诺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
黄万里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和科学办事，回国后曾在西南、西北、东北从事水利建设。
1953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他曾多次在三门峡和三峡建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虽均未被采纳，并被长期剥夺
了科学研究的权利，但他提出的很多见解现在证明是有价值并具有前瞻性的。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记述了黄万里沧桑磨难而又极富个性魅力的一生，笔触之
下，是其敢说真话、坚持科学、坚守良知、骨体不媚的高贵人格。
黄万里的品德与智识、勇气与坚持，永远被后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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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诚，1952年生人，山西太原人，老三届，当过炊事员、卫生员、工人，现供职于山西行政学院
，教授，从事世界政治教学。
读一些书，写一点文章，关注人类文明进程，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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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大转轨时期的名门之子
父亲黄炎培：晚清举人，蔡元培学生
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江苏新兴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袁世凯说他“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黄万里是第三个男孩
从淘气孩子到唐山交大高才生
淘气的孩子也能成才
文才很好，但选学了工科
“以拯农为己志”，赴美国学水利
“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
连读三所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
和丁玉隽结婚，“新妇凝装，裘马清狂”
因为是上海人，被未来老“泰山”拒于门外
黄炎培请人保媒，丁惟汾打破成见
八载烽烟，走遍四川主要河流
徒步勘测金沙江、岷江、涪江、嘉陵江
新津落水，死里逃生
第一个工程，第一个儿子
下到河里才知道卵石是多层移动的
三台告捷，父亲叫他不要自满
长城创业，支持“飞虎队”抗日
甘肃治水，展露多方面才华
与黄河结缘，从甘肃下手
“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水火刀兵满世间”，“且待太平气象还”
与岳父丁惟汾最后一次见面
广泛的社会交往，干练的行政才能
儿子黄二陶的一段生动回忆
不问政治的人也卷入了政治
对现代人仍有指导意义的一份演讲提纲
一次没有成功的策反
二哥之死和黄炎培的先见之明
黄炎培希望儿子外圆内方：做事有原则而待人处事有回旋余地
丁惟汾的营救信送到谷正纲面前时，二哥已经被军统杀害了
黄家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三兄弟都英年早逝；黄炎培劝长媳回美国
内堂兄丁基石带黄万里去见陈毅，陈毅动员专家参加东北建设
丁基石的命运与刘少奇、饶漱石相连
满腔热忱地来到东北却无充分施展余地
接受新鲜事物，燃起新的希望
水利部要把黄万里调到北京去
现实面前的无奈与困惑
傅作义称他有能力有热情，曾争取让他到水利部工作
唐山执教，体验温馨中的寒意
祭恩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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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深切怀念
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
又一个留美人才的遭际
清华园四年：暴风雨前的欢愉和平静
与生俱来的善良、热诚与宽容
难得的全家福和《三代大丫头》
反对三门峡建坝，力排众议，“光荣”孤立
苏联专家帮助制订的宏伟规划
“圣人出，黄河清”描绘的美好未来
近半个世纪的无情现实
从黄河实际出发，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断定三门峡建坝必将形成淤积并延伸到西安
历史见证：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
高坝派、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
连不要堵死大坝底孔的意见也被拒绝采纳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
严酷的现实惊动各方，国务院在三门峡召开现场会议
改建迫在眉睫，周总理提出两个确保
两次改建仍不能解决泥沙淤积问题
清水出库，滩地崩塌；移民困难，有增无减
40座长江大桥的代价和515万人受灾的后果
《花丛小语》惹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看到黄万里文章和随之而来的《人民日报》专栏“什么话”
胡耀邦的反思和张含英的自责
昆德拉式的“玩笑”和党治国的挺身而出
雾里看花，小语不小——重读当年“罪证”
毛泽东不高兴地对黄炎培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
”
由不同声音到一边倒
如此批倒批臭
“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
同黄万里一样坚强的“保黄派”
胡家博被打成“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
李亚莉一身正气、一腔苦水
同学们自发地站出来为黄万里辩护
苦难的历程
密云劳改，“赤心依旧欲飞扬”
自家耕种，“肩头负得流金沈”
放不下黄河情，解不了黄河结
上书董必武，再论三门峡
不得不打孔放水排沙
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我很爱看
对黄万里折磨最深的是连累家庭
费老大劲才让第二个儿子补录进大学
全家人永远的痛：成绩优异的小女儿竟然未被录取
更为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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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红八月：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十二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
给周总理写信
“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挚情忧国泪”
下放到血吸虫病疫区干重体力活
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
水沟、水泥地成了最舒服的地方
从死亡的阴影下走出
“牙落始惊身已老”，“长才自古能伸少”
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
回报周总理的鼓励和期待
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竭思治黄
三叩潼关，万里奔沙
“牙落始惊身已老”，“长才自古能伸少”
六十六岁的重病之身心犹未甘
上书陈云、邓小平进言
再次向校方提出科研计划
岁月见忠诚，磨难识人心
让人琢磨，让人回味
“左”的余毒和习惯势力还在干扰
55号文件刮起的旋风不可阻挡
二十二年后终于等来了改正决定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但记得人家的好处
高兴地回到教学岗位，但传授空间已经不大了
“能带博士的人还要申请吗？
”
一代良师黄万里：王三一院士的回忆
学生与同事眼中的黄万里
靠信函指导的一位优秀同行
条件有限而又难能可贵的科研工作
在学术评价上也应当还黄万里以公正
用诗人的热情研究水利
一本令人起敬的自费印刷的大书
在三峡大坝问题上的坚持
不遗余力地申诉，百折不挠地坚持
对国家、对民族、对千秋万代负责
反对建三峡的声音
喷出热血地爱人
黄万里认为他一生所犯错误皆因“未遵父训”
“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
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一生最大的幸运在婚姻
患难相与共，戏作几成真
“但愿好风光，尽随卿飞去”
“剪影花前梦里身”，“纵然到老见情真”
“我是半个山东人，我岳父是丁惟汾”
“教儿莫忘外家德，诚爱元元传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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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惟汾往事钩沉
一门受难：五个右派、一个自杀
大哥：留美归来的哲学教授死于贫病
二哥被国民党特务活埋，侄儿黄孟复长大成才，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小弟一家五口，死了三口
爱孩子：人性最纯真的流露
最后的日子
五次手术，一次次闯了过来
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
”
“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
最后一次登上讲坛
最后的遗言：治江四策
后记
新版后记
黄万里大事年表
附录一：《关于共和国建国后水利工作的失误的意见》（摘选）
附录二：《花丛小语》
附录三：《花丛小语》（续）
附录四：黄万里诗词选
附录五：黄炎培及三子黄万里家世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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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792年英王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求平等通商，到1840年大英帝国的炮舰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一
种中国亘古未遇的工业文明，以勃勃生气迅速逼近尚在余晖夕照中陶醉的中华文明。
在接连几仗大败之后，从皇帝到大臣、士子，才开始了解外部世界，开始有了近代工业、近代通讯和
近代海军，变法维新、奋力图强的声浪日益高涨。
在维新派、实业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社会的教育、文化、工商、政治
逐渐向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现代社会转轨。
　　黄万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到了人间。
　　父亲黄炎培：晚清举人，蔡元培学生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
过渡时期得风气之先的一位杰出人物。
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
道路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市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已有二兄三姐）。
父亲黄炎培时年三十四岁，是同盟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重要的革命党人。
母亲王纠思，是读书人家的女儿。
　　黄万里的祖父黄叔才中过秀才，先做教书先生，后在河南、湖南、广东等地做督抚衙门的文案幕
宾，生性好打抱不平。
黄万里祖父母早逝，父亲黄炎培因家境贫寒，九岁就到外祖父家生活，由读私塾到教私塾，二十岁考
中秀才，成绩居全府第一。
　　1900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愚昧腐败，招致八国联军进犯，皇室播越，生灵涂炭，被迫签订屈
辱的城下之盟。
在外乡做私塾先生的黄炎培经常与姑父沈肖韵通信，对国运时政十分关心。
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还能照常进行。
沈肖韵在报上看到南洋公学的一则招生广告，便动员黄炎培报考，并许诺一旦考取，由自己和另外两
个亲戚负担黄炎培全家的生活费。
黄炎培大喜。
他很快来到上海应试黄炎培，结果一考而中，进入南洋公学特班，从此，&ldquo;抛弃旧文化学习，接
受新文化学习&rdquo;，开始了从封建社会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上海南洋公学是传授现代新学的官办学校，由清政府全国铁路督办盛宣怀督办，学校经费从铁路
收入中支拨，有条件延聘到一批优秀教师，蔡元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根据黄炎培的志向，为他选读了国际公法专业。
1902年，黄炎培参加清朝最后一次科举乡试。
这一年，江苏省的乡试已由传统的八股文改为策论，黄炎培因为学了国际法，所以在做策论《如何收
回治外法权？
》时能依据国际法有力地进行辨析。
他的文章议论风生，鞭辟入里，颇得主考官青睐，中了举人。
　　历史大转轨时期的名门之子　　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江苏新兴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黄炎培中举
后不久，学校发生变故，学生被迫辍学。
遵照蔡元培&ldquo;办学校唤醒民众&rdquo;的教导，黄炎培在家乡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并经常集会演
讲，宣传新思想。
这一系列进步活动为守旧势力所不容，黄炎培和几位朋友一起被南汇知县强加上&ldquo;革命
党&rdquo;罪名抓进了监狱。
南汇县一些青年知道官府怕洋人，便找到新场基督堂陆子庄牧师去营救。
在交涉过程中，知县鸦片瘾发作，体力无法支持，于是草草了结，同意取保候审。
就在黄炎培等人从大牢中被救出一个时辰后，督抚联署的&ldquo;就地正法令&rdquo;到了南汇。
如果营救行动稍一延误，就人命难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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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炎培大难不死，取道上海，流亡日本。
一年后，事过境迁，黄炎培回到中国，在上海办教育，兴新学。
1905年七月（农历），经蔡元培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
不久，蔡元培赴德国留学，黄炎培接替蔡元培出任同盟会上海干事，成为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公开活
动仍是办教育。
1905年，黄炎培还参加了以张謇为会长的江苏教育学会，任调查干事。
这期间，黄炎培以合法身份参与维新行宪活动。
1906年，在上海建筑商杨斯盛先生的鼎力支持下，黄炎培领头创办浦东中学，很快使它成为南方一流
的中学，时有&ldquo;北南开，南浦东&rdquo;的美誉。
　　袁世凯说他&ldquo;与官不做，遇事生风&rdquo;　　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预
备立宪，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变法革新之风很快吹遍大江南北。
但慈禧死后，大权落到摄政王载沣手里。
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进一步倒行逆施，组成皇族内阁，使维新派深为失望。
　　1911年春天，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不久，在黄万里出生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了。
黄炎培由上海赴苏州，打算劝说江苏巡抚响应革命，行至途中，江苏已宣布独立，旋即参与江苏都督
府的运作。
　　然而，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军阀政客窃取，黄炎培目睹民国成立后政治斗争中的种种丑行，
在1914年正式辞职。
从此，他不再做官，而以民间身份专事教育和社会活动。
1914年，经他多方努力，得到江苏军政府同意，将全省屠宰税的收入移交省教育司作为教育经费。
于是，江苏省成了全国教育经费最充足的省份，兴学活动风起云涌。
黄炎培趁势游说省政府支持，筹办了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暨南大学，并兼理同济大学。
1915年，北洋政府两度邀请黄炎培到北京出任教育总长，有一次已在报纸上公布了任命，但黄炎培坚
辞不就。
袁世凯曾亲自过问此事，对张謇说，听说一个姓黄的有才干，想请他到北京来做官。
张謇素知黄志在教育，而不在官场，代为婉拒。
袁不高兴，说江苏人&ldquo;与官不做，遇事生风&rdquo;。
可见，当时江苏得风气之先，不少士人已摆脱传统的读书做官模式，走上了建立公民社会从民间推动
社会改造的崭新道路。
尽管袁世凯处心积虑要恢复封建帝制，也阻挡不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社会生活无可逆转地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
　　黄万里在这样一个初见成效的转型社会中开始成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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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次新版的《长河孤旅》，除了部分章节有所增减，还摘选了黄万里1988年6月25日所作的《关于
共和国建国后水利工作的失误的意见》，以及诗作《花丛小语》等。
　　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回忆了自己印象中的黄万里，并称黄万里在一些水利工程上马之
前的预见已经变成了现实。
黄万里的儿子、工程师黄观鸿称，自己联络了一帮朋友，在互联网揭穿一些人在水利工程上的谎言。
　　&mdash;&mdash;《新京报》2012年01月18日　　在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黄万里出污
泥而不染，成为中国工程技术界良知的代表，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后来证明其中的很多观点和提法具有超前意识。
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人民。
　　&mdash;&mdash;《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8日　　出版这本书，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回顾真实的历史，汲取有益的养料。
黄万里传记的出版说明我们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头脑比较清醒了，说明我们对待自然科学态度上有了
一定的转变，但是我想还不够，不仅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还要扩大到各方面包括历史、理论方面，本
着科学求实的态度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给予它们应有的评价 。
　　&mdash;&mdash;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原中顾委委员、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　　黄
先生作为人格的象征，我们应当把他身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一发掘出来。
我读了这本书，所得的体会可以用那几句诗来表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内心感受 。
　　&mdash;&mdash;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如果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缺钙，我想这本书
就能起到补钙的作用 。
　　&mdash;&mdash;吴保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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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讲科学的人、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执着的人、一个对三峡和三门峡说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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