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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从写诗进入文坛，以创作
小 说 享 誉 文 坛 。 他 的 处 女 作 是
1971 年 8 月 13 日发表在《延安通
讯》上的一首诗歌《我老汉走着就
想跑》。

1969 年夏天，处于人生低谷期
的路遥，回乡在陕西省延川县城关
公社马家店小学当民办教师，业余
创 作 了 诗 歌《我 老 汉 走 着 就 想
跑》。《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最先发
表在学校的墙报上。这首诗或许
没有打动别人的心，却打动了他自
己的心。这首诗还分别发表在新
胜古大队的黑板报和延川县文化
馆主办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
上。后来，著名作家曹谷溪从这首

“顺口溜”式的诗作中看到了路遥
的灵气，经他推荐，《延安通讯》发
表了此诗作，使这首诗歌成为路遥
的处女作。

这首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奇，
甚至有些粗糙的诗作的发表，标志
着路遥捅破了创作的“窗户纸”，文
学之路跨出了第一步，可谓意义重
大。处女作的发表，是对路遥创作
能力的一种肯定，意味着他有机会
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果真，创作成为贯通横亘在路
遥人生之路上的悬索。路遥的处
女作发表后，他受到了莫大的鼓
舞，更加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又
创作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和短篇小

说，成为闻名遐迩的“山花诗人”。
1972 年8 月2 日的《陕西日报》在通
讯《“山花”是怎样开的？——诗
集〈延安山花〉诞生记》中这样写
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
员王路遥（注：系路遥）同志，一年
中创作诗歌 50 余首，其中有 6 首在
报刊上发表。”在这篇反映陕西省
文化先进县——延川县的新闻中，
点名表扬的《山花》作者只有路遥
一人。1973 年 11 月 30 日的《人民
日报》刊发经验消息《重视群众文
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
地》，表扬河北束鹿县、陕西延川县
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
时，这样介绍路遥：“延川县城关公
社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
路遥，在农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
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感动，
他一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利
用业余时间搞创作，一年多时间里
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
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
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的精神风貌，
他写的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
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文
艺》刊物上发表。”1973年7月，创刊
号《陕西文艺》发表了路遥的短篇
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在省级
文学期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
说。路遥创作发表在《当代》1980
年第 3 期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
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
奖，这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第一次获
此奖项。1983 年路遥的成名作《人
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这使路遥成为连续两届获全国中
篇小说奖的作家。1991 年 3 月，路
遥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平凡
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是
第一位获此殊誉的陕西作家，《平
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
上的明珠。

路遥的处女作诗歌《我老汉走
着就想跑》，还被收入各种文集和
全集等。1972年5月由延川县革命
委员会政工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及修订本，
2013 年 5 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第二版《路遥全集》，2019年
12 月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典
藏版，均收入了路遥的处女作诗歌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附：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路遥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学以致用
投身超级工程研究

中国的水资源南北分布极不
均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
资源量占全国80%以上，而黄淮海
流域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 7.2%。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缺
水，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
的重大问题。“南方水多，北方水
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
的。”1952 年 10 月，毛泽东视察黄
河时曾这样说，一个宏伟设想由
此横空出世，开启了一个改变中
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的超级工程的
序幕。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南水北调”
一词首次见诸中央文件。1979年
12 月，水利部正式成立南水北调
规划办公室，统筹领导协调全国
的南水北调工作。上世纪80年代
中期，南水北调工程研究工作正
紧锣密鼓开展，王浩从清华大学
水利系毕业一进入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工作就积极
投入其中。

在这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王浩的时间表只有日期而没
有星期，只有某月某日要做的工
作，而没有周末休息或者休假的
安排。由于承担大量科学研究
任 务 ，王 浩 常 年 处 于 超 负 荷 状
态 ，往 往 每 天 只 能 睡 三 四 个 小
时 ，有 时 甚 至 熬 通 宵 ，整 夜 不
眠。一年中有半年住在办公室，
另外的半年时间则是奔波于全
国 各 地 进 行 水 资 源 调 查 和 研

究。王浩坚信，做研究不能闭门
造车，必须实地调研考察、测量
测算。他频繁往返于全国各地
与北京之间，研究区域水资源的
合理配置问题。长时间开展北
方缺水地区实地调研，他深刻认
识到全面动态评价水资源的重
要性。王浩带领团队展开数值
模拟，后来逐步发展、创立了“自
然—人工”二元水循环理论及其
相应的整套定量方法。

提供支撑
促进实现世纪梦想

1995 年，南水北调工程进入
全面论证阶段，王浩作为骨干专
家参与其中。此后，他担任南水
北调工程进入总体方案规划阶段
的课题组长，既要负责总体规划

课题研究，又要进行大量的实地
调研，工作节奏十分紧张，他拿
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全身心投入
其中。

南水北调论证前后历经半个
世纪，多部委参与、组织论证，大
量科研、规划设计单位献计献策，
一共提供了50多种南水北调规划
方案供比较和选择。“今天，回想
起来，可以说南水北调论证过程
就是一个典型而又复杂的大系统
多层次、多目标群决策问题的优
秀案例。”王浩说，“当时从各种角
度出发，支持的、反对的，激进的、
保守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
有关方面对这些意见都进行了认
真分析研究。”

2002 年末，《南水北调总体规
划》获批，提出东、中、西三条线

路，分别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
向北方调水。2002 年 12 月 27 日，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王浩带
领团队研发的预测预报、计划调
度和水力控制等模型在中线、东
线实现了业务化运行，支撑南水
北调工程的常规和应急调度管理
工作。南水北调东线与中线通水
后，他们研发成果的生态价值与
民生价值日益凸显出来。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南水北调
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2014年
12 月 12 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
水。大大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
压力。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为例，截至2021年7月19日，自陶
岔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约 400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1.2 亿
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水
已成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的
主力水源。

老骥伏枥
志在编织国家水网

如今，汉江水从丹江口水库
源源不断流出，向东北穿过方城
垭口一路向北直抵北京；长江水
从江苏扬州沿京杭大运河及平行
河道逐级提水北送，抵达山东半
岛。向南方借水的目标已经初步
实现了，中国水资源配置已迈向
构建“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
互济”的格局。王浩指出，实现南
水北调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依然繁
重，目前该工程仍处于第一期阶
段，后续工程规划设计要继续进

行全过程充分论证，准确把握东
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的各自特
点，确保拿出来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检验的方案。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
水务是实现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近年来，王浩带领
团队针对中线工程采用明渠导致
的调水控制要求高、调节容积小、
连调难度大等难题，探索建立透
明感知体系、研发智能调度模型、
开发数字化管控平台，有效保障
了工程安全有序运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年
71 岁的王浩已经为中国治水奔
波忙碌了 39 年，但他正在向更高
目标挺进：推动建设国家水网工
程。 水网与交通网、能源网、信
息网并列为现代社会的四大基础
性网络。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
水系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
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化调
控为手段，集水资源调配、流域
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等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体系。关于国家水网
工程建设，王浩基于多年的理论
和实践积累，形成了阶段性研究
成果。在近日所作的题为《国家
水 网 布 局 优 化 研 究》学 术 报 告
中，他就“如何认识国家水网”

“国家水网框架”“国家水网骨干
工程建设构想”进行深入阐释。
王浩指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的
规划必须秉持全国“一盘棋”的
原则，有大局意识、整体观念，不
能局限于一城、一地、一域，要紧
扣国家发展形势，多角度、多层
次、多学科地深入分析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

王浩等中国科学家参与建设
的南水北调工程创造世界水利史
新的纪录，润泽古老的黄淮海平
原 ，使 其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与 活
力；正在编织的国家水网将是关
乎 14 亿人福祉的人间奇迹。它
们凝聚的新时代中华治水智慧是
人类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对
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新的杰出
贡献。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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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遭受意
外伤害、外科损伤等，而伤口漫长
的愈合周期，以及留下难看的疤
痕，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吴明一研究员团队进行的
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蜗牛来源
的天然多糖基生物黏合剂，具有
优异的止血性能、生物相容性和
生物降解性，并且可显著加速慢
性伤口愈合。

蜗牛黏液富含糖胺聚糖和蛋白质

“由于创伤性损伤和顽固性
慢性创伤高发，伤口管理在临床
上仍然是一个挑战。”吴明一介
绍，医生往往采用外科缝合线和
缝合钉重新连接受伤组织和缝合
伤口，而缝合伤口可能会引起疼
痛、手术部位感染，并导致皮肤留
下疤痕。

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组
织黏合剂，按照来源可分为人工
化学合成以及天然来源，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分别是氰基丙烯酸
酯和纤维蛋白胶，二者能快速闭
合伤口、止血且无须拆线，但氰
基丙烯酸酯却难以黏合湿润的
生物组织 ，且存在抗冲击能力
差、降解缓慢以及降解产物具有

毒副作用等缺点；纤维蛋白胶生
物相容性好、可生物降解，但是
黏附力较弱，成胶时间长，对高
张力区域以及湿润组织黏附性
较差。

吴明一团队长期致力于天然
聚糖新药的研发。近期，他们瞄
准伤口管理的临床需求，着手天
然聚糖的纯化制备、结构解析、构
效关系、药理活性以及成药性评
价等基础研究，以期在天然来源
的糖类创新药物的研发上取得新
突破。

他们发现，软体动物蜗牛能
分泌黏液，其高黏性可让蜗牛爬
行和栖息在潮湿的岩石或树木
上。而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
拉底就记录过蜗牛黏液有保湿、
消红肿及消炎镇痛的功能。

团队成员收集了蜗牛黏液，
并经灭菌后冷冻干燥，得到了一
种多孔高黏附性的天然黏合剂。
深入研究后，他们首次发现蜗牛
黏液中富含肝素类糖胺聚糖，而
该多糖无显著抗凝血活性。蛋白
质组学分析显示，该天然黏合剂
中还含有百余种蛋白质。

天然黏合剂能加速伤口愈合

为了搞清楚蜗牛黏液能否

黏附生物组织的问题，该团队开
展了一系列动物实验研究，发现
这种天然黏合剂，能够强效黏合
大鼠的心脏、肌肉、脾脏、肾脏等
湿润的组织表面；而流变力学测
试也表明，它具有典型的水凝胶
特征。

“这些发现，给了我们很大的
鼓舞！”吴明一团队博士研究生邓
拓说。随后，他们进一步采用大
鼠皮肤纵切伤口模型开展黏合封
闭实验研究，发现此天然黏合剂
能有效地黏合皮肤切口，效果优
于临床使用的纤维蛋白胶与医用
508胶，并能避免缝合线拆线引起
的二次损伤。病理学切片分析也
表明，该天然黏合剂可以促进皮
肤肉芽组织、毛囊、皮脂腺等的新
生，可加快胶原组织沉积。

“蜗牛黏液的这种性能，可能
取决于其中的糖胺聚糖与蛋白质
之间形成的独特的双网络凝胶体
系。”吴明一说，这一发现，为新一
代医用黏合剂的研发提供了借鉴
和启发。

正常的伤口愈合过程可分为
止血期、炎症期、增殖期以及重
塑期 4 个阶段。“而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伤口环境中持续的慢性
炎症反应，是导致糖尿病足溃疡

难以愈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吴
明一说。

该团队采用糖尿病大鼠全皮
层损伤模型开展实验。他们发
现，与临床上常用的海藻酸钠敷
料相比，该天然黏合剂能有效促
进糖尿病慢性伤口愈合。术后
第 7 天和第 14 天时，动物伤口部
位具有更厚的肉芽组织以及更
多的胶原沉积。同时，术后第 7
天时实验动物的新生血管数量
显著增加，伤口愈合过程更快进
入增殖期。

“这一研究结果，无疑为急慢
性皮肤伤口特别是糖尿病足溃疡
的愈合修复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治
疗策略。”邓拓说，除了起效更迅
速、在湿润的组织表面的黏附性
更强之外，该天然黏合剂还较传
统黏合剂制备简便、可再生，临床
应用范围广泛，具有很好的应用
前景。

目前，这种天然医用黏合剂
已申请发明专利。“我们后续还
将开展以药学、药理学以及安全
性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
临床前研究，从研究成果到医用
药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吴明
一说。

（据《科技日报》）

蜗牛黏液竟是修复伤口的天然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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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与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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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旗，是古代酒店悬挂在路
边，用于招揽生意的锦旗。其实，
古代酒旗不仅是营业标志，还展
示着社会历史风情。

酒旗，多系缝布制成，以其形
制，又称酒旆、野旆、酒帘、青帘、
杏帘、酒幔、幌子。以其颜色，还
称青旗、素帘、翠帘、彩帜。以其
用途，亦称酒标、酒榜、酒招、帘
招、招子、望子。唐·杜甫《月夜》
诗云：“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
干。”诗中的“幌”，即“幌子”，即
指酒旗。唐·张籍《江南行》诗
中，就简明地说到“酒旗”。此诗
曰：“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
悬江口。”

酒旗最初是官方的政令、标
识、信义之义，是“王”者所用。后
来，渐渐变成经营的标识，酒市悬

旗的目的，就是招徕顾客，是最古
老的广告形式。《韩非子・外储说
右上》记载：“宋人有酤酒者，升概
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
甚高。”这里的“悬帜”，即悬挂的
酒旗。可见，酒旗的历史悠久，早
在 2000 多年前，古人就利用酒旗
作为广告形式，来传播商业信息
了。自唐代，酒旗逐渐发展成为
十分普通的市招，其形式多样，异
彩纷呈。唐代李中《江边吟》：“闪
闪酒帘招醉客 ，深深绿树隐啼
莺。”宋代罗愿《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见菊潭之水饮可仙，酒旗五
星空在天。”

古代酒旗，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象形酒旗，此类酒旗，以酒壶
等实物、模型和图画为特征。二
是标志酒旗，即旗幌及灯幌。三

是文字酒旗，即以单字、双字或对
子、诗歌为表现形式，如“酒”“太
白遗风”等。

酒旗在古时的作用大致相当
于现在的招牌，还是古代一种商
业民俗。古时，酒旗上署名店家
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
屋顶房前，或另立一根望杆，让
酒旗随风飘扬 ，以达到广告宣
传、招徕顾客的目的。有的店家
还在酒旗上注有经营方式或售
卖数量等内容 ，让客人一目了
然。如有的古代酒帘儿 ，上写

“现沽不赊”。《水浒传》中，武松
打虎前所进店家 ，招旗上写有

“三碗不过冈”。另外，酒旗还有
传递信息之作用，酒旗的升降，
是店家有酒或无酒、营业或不营
业的标志。有酒售 ，便高悬酒
旗；若无酒可售，就收下酒旗。

《东京梦华录》写道：“至午未间，
家家无酒，拽下望子。”句中的

“望子”，就是酒旗，酒家都卖完
了酒，自然就把酒旗降下来了。

古代酒旗，似乎还飘散着淡
淡酒香，从历史中穿越而来。

古代酒旗的历史民俗
□□卜庆萍卜庆萍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
要、生态之基，对于有着古老
农耕传统的中华民族，文明发
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
部治水史，从渺远的古代一直
延续至今，建设了一个又一个
堪称世界经典的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无疑是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它纵贯中
国南北 1400 多公里、沟通长
江、淮河、黄河及海河四大流
域，已惠及 1 亿多人口，集当
代中国水利科技之大成。

作为长期从事水文水资
源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流域水循环模拟与
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
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
王浩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骨干
专家，曾任南水北调工程总体
方案规划阶段的课题组组长，
参与了工程前期研究、全面论
证和调度实施，为保障工程顺
利进行和成功作出了卓越贡
献，他也因此赢得了“南水北
调院士”的美誉。不仅如此，
他还致力于推进实施国家水
网重大工程，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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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院士王浩院士（（右四右四））调研引汉济渭工程调研引汉济渭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