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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水资源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水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之源、生存资源。
中国是个贫水国，人均水量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21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贫水
的13个国家之一。
老天爷的厚此薄彼在造成我国整体上水资源匮乏的同时，更使中国北方严重缺水，这种状况已经制约
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沙尘暴愈演愈烈，沙化速度相当惊人，致使我国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9％、沙化面积占18％
。
新疆的胡杨林大片干枯，罗布泊成了沙海中的凹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
草原，不少地方如今成了“抓把黄沙飞天下”的浩瀚沙海。
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生存？
如何摆脱中国北方的水危机？
怎样解决中华民族缺水这个心腹之患？
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提出的南水北调“大西线”引水方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希望。
大致设想：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简
称雅黄工程。
计划年引水2000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水量。
经青海湖调蓄，自流入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经岱海调蓄，自流入东北及晋、冀、京、津等；
通过给黄河补液，满足陕、豫、鲁等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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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究竟是痴人说梦还是科学构想？
！
　　作者在这部具有非凡震撼力的时空报告中，首次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惊人的“再造中国”战略大构
想——　　水危机，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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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挽回数千亿元经济损失，永解中国千年难题
。
同时永解黄河水祸，避免长江险患，弥补三峡工程的不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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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政、军、学界和民间推动已久的大西线调水战略工程！
　　《西藏之水救中国：未来30年影响中国国运的战略内幕（新版）》将为这一宏图做严谨有力而充
满趣味的阐述，同时，忠实记录了中共高层的争论与决策、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西藏之水为什么能
救中国，西藏之水将怎么样救中国的翔实论证过程，可使关心中国政经和时局的读者获得全面知识、
得到深刻启发。
　　同时，根据时事的最新发展，作者特为此次新版增加了长达20000多字的《答网友问》，直击时下
攸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难点、焦点！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西藏之水救中国：未来30年影响中国国运的战略内幕（新版）》是一位退休老将军的心血之作，
不可不读，不可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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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伶，1940年10月生于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唐庄村。
1961年参军，2001年4月光荣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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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的序曲》，报告文学集《悲壮的女性》，电视剧本《泽国晨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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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谈起老人阅读《内参》之事，周子健的孙子周若涵对笔者说：“1998年春天，爷爷因哮喘引发
了心衰，住在北京医院里。
这里虽说医疗条件很好，但家里人仍不放心，总有亲人陪住。
爷爷眼睛不大好，看东西吃力，常让家人念给他听。
那天我陪住，爷爷拿出登有郭开‘大西线’引水方案的那份人民日报《內部参阅》，让我给他念。
那文章很长，足有一万多字，我怕爷爷累着了，念一段，就停下来说会儿话。
爷爷总说不累，叫我继续朝下念。
念到一些地名和数字时，爷爷就在纸上记下来，有时还向我核实：是这字吗？
文章念完了，爷爷让我谈体会。
我说很好。
他说好在哪里？
我说引的水多，整个北方解渴了，中国有救了。
我还说，高水下流，便于施工，可以发电⋯⋯爷爷赞同我的看法，他补充说，这个郭开方案有六大特
点：一是（治水）从源头下手，从高处下手，，等于为全中国修建了一座大水塔，水塔里有水，下边
的事就好办了；二是正确认识了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表面看来，那是藏水北调的大碍，仔细想来这是
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在合适地段筑坝拦水，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的水渠就形成了，这一条条天然水
渠，省工省力，也很少破坏环境；三是汲洪济旱，合理利用水资源。
爷爷说，我国的大江大河，都受季节影响，雨季闹洪灾，洪水也是资源呀，这笔资源不利用，还闹灾
，损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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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水，生命之源，无以取代的生存资源。
水危机，世界性难题，生存性难题，更为严重的中国难题。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偏偏龙的故乡是个贫水同，人均水量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
第121位。
中国北方尤其缺水，有些地方连草都不长。
而我国西藏却有相当于12条黃河的洁净水白白外流，几乎年年都给下游国家造成水灾。
针对如此现实，郭开等人喊出了“西藏之水救中国”的战略口号，并提出了“‘大西线’南水北调”
的治水之策。
这是一个近似神话却又并非神话的神奇故事，我要把它传播给那些关注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广大读者。
这是一项看似平凡但却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发现，我要竭尽全力去弘扬。
这是一场挑战权威的权威挑战，我要投身参与，以示支持。
这是一幅再造山河拯救中国的宏伟蓝图，我要拋洒心血而为之增光添彩。
总之一句话：我要为“‘大西线’南水北调”这一救国良策“立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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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调水方案，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但不能过早
地否定或肯定。
应通过实地勘察，反复论证，选比择优。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经过对比论证，就轻易进行否定，这是不正常的。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水利专家的挑战性方案？
朱镕基总理当时的态度是，组成专家考察队，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
　　——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郭开科学上的事，过于超前了，往往被打成“异端”
学说。
这不要紧，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这个工程，迟早会实现的，因为它符合科学。
　　——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河流水流泥沙研究先驱黄万里为什么说“大西线”能够救中国
？
因为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调水量大，能解北国渴；二是全程自流，一劳永逸；三是效益多多，一本
万利不为过。
　　——北京林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袁嘉祖这样的一个工程，它到底是痴人说梦，还是有它的科
学依据？
它到底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可行，还只是纸上谈兵？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此书出版之后，就掀起一场曰渐升温的关于“大西线”工程可行性
和利弊的大讨论。
赞同派和反对派都引经据典，鞭辟入里。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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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之水救中国(新版)》：缺水形势严峻，旱魃频频发难，水污染雪上加霜，水危机集中爆发!洪涝
、旱灾、沙尘暴⋯⋯环境危机迫在眉睫!应百万网友请求，新版再增20000字长文《答网友问》，直击
时下最热点!千年大计 万众瞩目 舆论焦点未来影响中国5亿以上人口的战略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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