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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一群既懂科幻又懂教育的
科幻作家和教师专门为青少年科幻爱好
者编写的科幻写作指导书。本书精选中
外科幻大家的经典名篇，详细解说科幻作
文写作的全流程要素。本书内容包括写
前构思概要，即介绍科幻写作之前的必要
准备；写作技法选择，即介绍科幻写作过
程中常用的基本方法；难点突破，针对青
少年朋友科幻写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
供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据《陕西日报》）

本书结合考古新资料以研究中国科
技史中的某些问题，范围涉及天文学、数
学、纺织学、冶金学等方面的历史，不仅
利用考古学方面的新发现，并且引用许
多文献，相互参证，阐明我国古代科学技
术上一些光辉的成就，同时也纠正了中
国科技史上某些错误的说法。

（据《西安日报》）

本书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杰出科普
作家乔治·伽莫夫的代表作品。全书语言
生动幽默，论述深入浅出，搭配大量作者亲
笔绘制的插图，以轻松简明的风格将数学、
物理和生物学等诸多方面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向读者介绍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
域的一些重大进展。 （据《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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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
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钱学森沙草产业
理论就是这样一个揭示生态建设规律，建设
生态文明的理论。

《大漠甘露》、《铸魂草原》这两本书由夏
日先生编著，夏日先生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
科学校，历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盟委
宣传部科长、文化局副局长、行署副秘书长、
盟委副书记兼盟长，乌海市市委书记、军分区
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十四大代表，内蒙古自治
区第七届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第八
届政协副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参与发起创立内
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并担任会长两届、内
蒙古防沙治沙协会担任副会长一届、会长一
届。主编“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实践
丛书（3卷本）”“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
探微丛书（5卷本）”。著有文集《沙产业与草
产业》《草产业与草原畜牧业》等。夏日先生
结合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加之对钱学森沙草
产业理论分类、专题论述，最后形成了完整、
全面、系统的理论读本——《大漠甘露》、《铸
魂草原》。

《大漠甘露》是对“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
系统解读，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是钱学森论
沙产业，是钱学森论述沙产业理论的全部文
章、讲话和书信；第二篇是作者对钱学森沙产
业理论的学习、研究、探索，包括钱学森提出
沙产业概念，创立沙产业理论多年来，内蒙古
的实践活动和初步总结。在对实践活动的总
结中，集中概括了20项农业型沙产业，包括在
沙漠沙地已经成功培育的生物品种和部分企
业的实践情况。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钱学森
沙产业理论的指导意义。

《铸魂草原》是对“钱学森草产业理论”的
系统解读，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是“钱学森
论草产业”，是钱学森论述草产业理论的文
章、讲话和书信，也有钱学森论述农业产业革
命的部分书信；第二篇是“钱学森草产业理论
探索”，是作者对钱学森草产业理论的学习、
研究、探索的心得体会和相关情况介绍，让我
们充分了解到钱学森草产业理论发展战略意
义。

因为对沙草业的重视，夏日先生反复研
读了钱学森沙草产业理论的论述，让我们系
统地了解到中国的绿色发展“必须服从世界
趋势，走新技术革命的道路”，必须要“转变关
于西部沙漠的思维定势，看到沙漠上也有搞
农业的有利条件。所以不仅是‘治理’，更重
要的是‘开发’，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沙
产业、草产业就是“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草原
和沙漠”，通过高科技和大市场，达到“沙漠增
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这
是创新的阳光产业、节水农业，也是新型的系
统工程、知识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用到草产
业、沙产业，就能大显身手；要绿化、转化、产

业化“三化互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三效统一”。既要保护环境又要促进农
牧业发展，不能只以绿色画句号。在保护生
态的前提下，向草原沙漠要效益，向市场要红
利。必须坚持五条标准：太阳能的转化效益、
知识的密集程度、是否与市场接轨、是否保护
环境和是否可持续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双赢的新模式：“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双
赢，富民强国结合”。

《大漠甘露》、《铸魂草原》两本书突出发
挥专业优势、理论优势、学术优势，探索出了
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内蒙古地方特色，推
动沙草产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新路，起到
了良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是研究内蒙古沙
漠沙地、沙草产业领域的重要史料，是业内的
精品力作，填补中国沙产业草产业领域文献
空白，为中国和世界沙产业草产业、荒漠化治
理提供了中国式样板、中国方案。

“草业”一词不仅在我国，即使在全世界
范围内原本也是没有的。长期以来，草原只
作为一种土地资源被动地用于粗放型的畜牧
生产，附属于传统农业之中，人们对立草为
业，科学管理和经营草原资源，充分开发和利
用草原草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使之发
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大产业，还没有足够
的认识。

钱学森是中国草业科学的创始人，最早
提出了这门学科。1984年 6月，钱学森在《草
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中，系统地阐述
了发展中国草业的重要性、描绘了草业的广
阔前景，并特别举例说：“内蒙古有 13亿亩草

原，如果下决心抓草业，可是件大事。”这是他
在国内外首次正式提出“草业”一词。1984年
12月，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所作的学术
报告中又提出了“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
——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
想。在这一构想中，草产业、沙产业和农业、
林业、海业共同构成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第
六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提出“草业
产业是草原的经营和生产，应当突破传统放
牧的方式，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
集的产业。”这是他第一次对草业进行了定
义，并对草业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后，钱学森
对草业的内涵又进行了不断完善和诠释。

钱学森爱草、重草，源于他对草原地区的
亲身感受和科学思考，源于他对草原地区发
展的一片情怀，源于他执著的民族责任心。
他不顾已经年逾古稀，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一直为发展草业奔走呼吁。仅 1983年至
1999年的16年间，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
命”的通信达 186封，其中涉及草产业内容的
就有 47封，包括同国家领导人、知名专家、部
门领导、科研人员、基层同志和编辑记者的通
信。晚年，钱学森坚决辞去了一系列职务、荣
誉，却破例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并同意草业委员会用他的名字设
置“钱学森草产业科学奖金”，这是钱学森第
一次同意用自己的名字设奖。

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本质特
征是：出现在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沙
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是又一种土地资源，有
着阳光充沛、积温高、温差大的优势，缺点是

干旱少水。关键是要用科学技术来经营管
理，让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为人类服务，创
造财富，生产食品、药品和油类。人类利用密
集的高新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在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上按
照“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技术
路线，以太阳光为能源，通过植物光合作用，
进行种养加科工贸一条龙式的产业化、市场
化、企业化的大农业生产，并运用系统工程的
知识、方法和技术进行管理组织经营，保证能
使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和可持续
发展。沙漠戈壁上还有太阳能、风能等资源，
可以是一项非常宏大的产业。

如今沙草产业在“不毛之地”上，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技
术的全部成果，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转
化太阳能，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大农业。

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已初步实现了“总体
遏制、局部好转”的局面，我们防沙治沙、科学
用沙的实践，也正引导人们走出“沙漠是地球
癌症”的认识误区。只要我们换种思维看沙
漠，用科学的资源观、沙漠观，发展沙产业、草
产业，就能向沙漠、草原要效益，要富裕，实现

“利用阳光、通过生物、延伸链条、创造财富”
的目标。

7 月 29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
局、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内蒙古沙产
业草产业协会、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主办的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
精神暨《内蒙古自治区志·沙漠志》《钱学森沙
产业(草产业)理论探索》首发式座谈会在呼和
浩特召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局长张建龙,上海交
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钱学森生前
秘书顾吉环等出席座谈会。来自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自治区科技厅、
自治区科协等部门,及区内外领导专家和有代
表性地区的老领导、专家、企业家代表,中央驻
区媒体代表及内蒙古主要新闻媒体记者等
130余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
绕《沙漠志》及夏日先生编著的《大漠甘露》

《铸魂草原》丛书,进行了深入座谈和研讨，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思想的引领，作者
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语言，让我们了解到钱学
森沙草产业理论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最伟
大的科技成果之一；也让我们深刻体悟了

“钱学森沙产业理论”“钱学森论草产业”“钱
学森沙草产业理论探索”的重要性；更让我
们对沙、草产业理论的心路历程有了全新的
体会。

继续持之以恒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构建
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好内
蒙古沙草产业向好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创
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把沙草产业推向全世界
——评析书籍《大漠甘露》《铸魂草原》

●尚文达 宋然

8 月 1 日晚，乌兰恰特大剧院内灯火辉煌，
这里正在上演舞蹈剧场《如见》。整场演出历
时近两个小时，座无虚席的剧场内，500 余名
现场观众被剧情紧紧吸引，仿佛经历了一次
生命意义的探寻。

“是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过程，生命是有
意义的，是可以创造价值的。”观演后，观众收
获了强烈的心灵共鸣和思想上的确信。

《如见》是“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化节”的展演项目，是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与北京有点逸思文化传媒合作打造

的重点舞台作品。该剧年初在国家大剧院首
演，获得成功。

以现代舞的表现手法，实现追寻生命意义
的永恒表达

《如见》采用现代舞表现手法，虽没有高
难度的舞蹈动作，也鲜见古典舞、民族舞的
代表性肢体语言，然而在舞蹈叙事上却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并实现了追寻生命意义的永
恒表达。这是该舞剧获得成功的要点所在。
第一幕“诗意地栖居”，舞台背景青绿色的云
朵 下 ，清 灵 的 音 乐 ，似 有 似 无 的 旋 律 ，舞 者
在畅意舒展地舞蹈；第二幕“前行的生活”，
叙 事 化 的 陈 述 ，每 个 人 都 在 经 历 自 己 的 人
生 ，忙 碌 、纠 结 、困 惑 、抗 争 、奋 斗 …… 以 舞
蹈动作寓意不同的人生指向，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如何抉择？是怠惰，还是奋力拼搏？如
何 面 对 世 界 ，如 何 面 对 自 己 ？ 中 间 一 段 群
舞 ，以 梯 子 为 道 具 ，音 乐 不 断 重 申 主 题 ，预
示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或 负 重 前 行 、或 跌 宕 起
伏 、或 不 弃 不 馁 中 跋 涉 ，群 舞 、独 舞 多 元 组
合 ，以 此 表 现 人 物 内 心 ，表 现 群 体 意 识 ，表
现个体差异，生长与生存状态的意象化在舞
台得以呈现。首先，只运用肢体表演让观众
看懂是很难的，其次是观众身临其境，照见
自己，深受感染，从而引申出阐释生命意义
的大主题和深邃思考。正如剧中的旁白字
幕“我们在不同的故事中路过，在同样的人
生里奔走”“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吾生
之须臾，刹那皆永恒”。该舞剧做到了这样
的 哲 学 表 达 ：大 道 至 简 ，知 行 合 一 ，融 入 中
国哲学命题的思想内涵，从而呼唤大众勿苟

且偷生，要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过有意
义的奋斗的人生。

舞台灯光、音乐气氛的烘托，构成舞剧的
完美意境

一部鸿篇巨制的舞剧，并非是金碧辉煌
的、奢华的金钱堆砌，而是在符合人物事件
的背景下，进行精细而周密的筹谋与专业化
设计。《如见》在舞台灯光、服装、道具的设计
上可谓匠心独运，整体色彩采用大量黑灰白
清冷色系。看似朴素的冷色系，却拉近了舞
者与观众的距离，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与共情
性。淡绿色的云朵、淡紫色服装、淡蓝色皮
球，营造出色彩学流行元素的前沿表达，这种
时尚潮流的适度点缀，使现代舞的娱乐功能
得到很好体现。

《如见》在音乐的创作上，更是令人叫绝，堪
称完美。剧中多段音乐震撼人心。如第二幕“前
行的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舞美背景幕布设计，运
用了抽象画面，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踌躇与纠
结、和解与融达。此时音乐响起，钢琴演奏从容、
舒缓、和谐；随后大提琴响起，音色厚重；小提琴
再加进，带着无限愁绪，抗争的、释然的、多种情
绪的宣泄；直至宏大的交响，感染力超强。第三
幕“时光中回望”的一段群舞，女舞者行走在不同
男演员的脊背上，管乐响起，古典音乐的大调式
风格，继而切换为三人舞曲，弦乐打击乐齐奏交
响，三拍子的节奏，人随乐舞，浑然一体，彰显了
宏阔的人生境界和磅礴的人生叙事，音乐气氛营
造达到新的顶点。此时的交响乐对于观众而言
并不晦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剧场内掌声
雷动，叫好声不断。

《如见》不仅充分运用数字化高科技手段，而
且也充分运用舞台剧本身的创作手法，将艺术做
得很纯粹，尽显舞者艺术性的真善美，彰显不拘
泥、不拘谨的创作自信。呼和浩特市舞蹈家协会
理事、呼和浩特市民族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蹈家敖
日格乐激动地说：“虽然我没有参演这部剧作，但
是深知舞者为此付出的艰辛与汗水，如何跨越不
同舞蹈形式的藩篱，如何运用舞蹈动作打动观
众、产生共鸣，该剧主演张羽琪和同伴们进行了
艰辛的排练。舞蹈艺术没有捷径，就是成百上千
次的练习与打磨，然后成就一个能够。”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外国舞蹈
研究室主任、国际舞评人欧建平说：“呼市文旅投
集团有别于此前《马可·波罗》《昭君》等其他作品
的创作，此次舞剧《如见》论题材如梦似幻，论风
格超越传统，论样式取名‘舞蹈剧场’，其与时俱
进的创作理念令人赞叹，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文
化自信与勇毅前行的艺术创作姿态。”

（本文图片为舞蹈剧场《如见》剧照）

生命意义的探寻
——舞蹈剧场《如见》观后

●张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