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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

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白鹤滩水

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是

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

电工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

大突破。”2022 年 12 月，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

组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长江之上建成世

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对保障长江流域防洪、

发电、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生态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这一重大工程也显示出我国大

型水电工程建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的跨越。

水电开发综合效益高，
前景广阔

电，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

水电是全球公认的清洁、优质、灵活的可再生

能源，具有无污染、运行成本低、资源利用率

高、便于电力调峰等特点，开发综合效益高。

在河流、湖泊上修建水电站，通过引水管、水

轮机、发电机等设备将水能转化为电能，可以

实现水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传统能源日

益紧张的背景下，不少国家都在大力开发水

电资源。除此之外，一些大中型水电站作为

水利枢纽工程，还有防洪、减灾、供水、航运、

灌溉等功能，成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础设施。

我国是水能资源大国，水电开发历史较

长。早在 1912 年，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

南 石 龙 坝 水 电 站 就 已 建 成 发 电 。 但 直 到

1949 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 36 万千瓦，水

电开发迫在眉睫。新中国成立后，水电建设

蒸蒸日上。从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

备的新安江水电站，到“万里长江第一坝”葛

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再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历经 70 余

年，中国水电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解

决电力短缺和洪旱灾害问题提供了巨大支

撑，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我国水电技术取得长足发展，为白鹤滩

水电站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目前，

我国水电已探明可开发装机容量约 6.87 亿

千瓦，年均发电量约 3 万亿千瓦时。面对这

个能源库，我们的水电开发大有可为，前景

广阔。

进军“无人区”，打造
超级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

的集大成者，更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河段，总

装机容量世界第二，电站装机容量 1600 万千

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624.43 亿千瓦时，源源不

断地将清洁电能输送到江苏、浙江等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等量换算的话，其一年的发电

量可满足 6500 万人全年生活用电需求。

建设这样一座超级水电站，需要几代人

共同努力。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组织相关水

电勘测设计单位和中科院对金沙江开发开展

了大量普查、勘察、规划和一系列筹备工作。

党的十八大之后，白鹤滩水电站开工建设，吹

响了中国攀登世界水电“珠峰”的号角。 10
年间，建设者们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精益求

精，先后创造了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世界第一、

地下电站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无压泄洪洞

群规模世界第一等 6 项世界纪录，将白鹤滩

水电站打造成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

用先进技术筑成“无缝大坝”。大坝是水

电枢纽工程的核心建筑，只有大坝质量过硬

才能截住水。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双

曲拱坝，最大坝高 289 米，相当于 100 层楼高，

从空中俯视犹如一个弯曲的、薄薄的鸡蛋壳

镶嵌在金沙江河谷中，十分宏伟壮观。建设

过程中，我们在温控理论、坝工设计、混凝土

原材料、施工工艺和养护维护等多个领域实

现了技术突破。比如，温度裂缝是由混凝土

内外温度变化产生的裂缝，也是大坝建设面

临的普遍难题。白鹤滩水电站全坝采用低热

水泥混凝土，我们优化完善了大体积混凝土

温控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相关施工工法和工

艺，为“无缝大坝”提供了坚实保障。大坝内

部还累计埋设了 300 万米长的冷却水管，借

助 1 万多个传感器，运用物联网、云计算、智

能控制等先进技术，可以进行故障自我诊断、

温度流量异常报警等。在这套智能温控系统

和智能混凝土运输、浇筑成套设备的支持下，

截至目前，大坝没有发现一条温度裂缝。

研 制 百 万 千 瓦 水 电 机 组 ，向 世 界 水 电

“无人区”进军。如果说大坝是水电站的躯

干，发电机组就是心脏。心脏够强，水能才

可以充分、稳定地转化成电能。白鹤滩水电

站就拥有一颗“大心脏”——16 台百万千瓦

水轮发电机组。研制这一级别的水电机组

没 有 先 例 可 以 参 考 ，犹 如 攀 登 水 电 行 业 的

“珠峰”。建设者攻克了发电机组结构、水力

设计、发电机通风、机组总体设计等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题，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

自己手中。比如巨型转轮“零配重”，即用一

根手指的力量就能拨动巨大的转轮。转轮

是决定发电机组能量转化的关键部件，一旦

出现质量偏心，会影响机组安全。为保证重

达 330 吨的转轮不出现质量偏心，白鹤滩水

电站通过现场建厂解决运输难题，采取转轮

全低氢焊接、三维模拟精准确定、转轮过程

监控等措施，实现了“零配重”。从运行效果

来看，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的效率、稳定

性等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 50 米、重

逾 8000 吨的机组，整体振动、摆度值只有头

发丝宽度。

泄洪洞群堪称精品，如“地下迷宫”。作

为水利枢纽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在汛期需要

泄洪。为此，水电站左岸布置了 3 条无压泄

洪洞，单洞最大泄洪流量 4083 立方米/秒，水

流可以每小时 180 公里的速度通过。针对泄

洪洞流速高、坡度陡、流量大等难题，运用衬

砌混凝土智能化温控防裂等新技术，泄洪洞

混凝土实现了“平整光滑、抗冲耐磨、内实外

光、体型精准、零缺陷”的目标。为洪水修建

的这 3 条“高速公路”，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无压泄洪洞群。目前，光滑如镜、可以清

晰照出人影的泄洪洞经受住了水库高水位泄

洪运行的实践检验。

连珠成串，构建世界
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随着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机组全部投产

发电，长江干流上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

向家坝、三峡、葛洲坝等 6 座水电站连珠成

串，共同构成了一条跨越 1800 公里的世界最

大清洁能源走廊。这条走廊上的 110 台水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 7169.5 万千瓦，年均生产电

能约 3000 亿千瓦时，可满足 3.6 亿人一年的

用电需求，能有效缓解华中、华东地区及川、

滇、粤等省份的用电紧张情况，为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和“西电东送”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流

域梯级电站联合调度，不仅扩大了发电效益，

实现了“一滴水发六次电”，还将更好发挥水

电站防洪、航运、生态保护、水资源综合利用

等多种功能。

这条走廊生产的电能替代了大量化石燃

料，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仅白鹤滩水电站

所有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后，每年就可节约标

准煤约 196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160
万吨。6 座水电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904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48 亿吨，为改善

我国能源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白

鹤滩水电站作为能源领域的大国重器，在人

类水力发电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

中国水电的国家名片更加闪耀。这一超级工

程的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水电设计施工和

装备制造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水平，

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水电作为世界引领者的地

位。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白鹤滩水电站后续

各项工作将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实现“双碳”

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题图为白鹤滩水电站航拍照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制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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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破手工艺传承和设计发展的
瓶颈，关键在于回归生活。在回归生活
的过程中，在建设更美好生活的实践
中，我们的设计文化、设计理念和设计
风格，都将获得淬炼和发展。

《家山》：王跃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张晓晶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遵循，

系统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并

在经济学理论层面做出了一些探索。

《基因智慧》：范云六、林敏、王友华

著；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本书介绍了基因在动物、植物及人

类生存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科普了

人类如何运用基因技术服务现代生活。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 鲁 生 新 著《工 艺 的 智 慧》与

《设计的时代》，辑录了作者近

10 年 来 发 表 的 关 于 手 工 艺 传

承 及 设 计 发 展 的 相 关 文 章 。

两 部 著 作 通 过 剖 析 一 系 列 热

点 现 象 、实 践 案 例 和 理 论 命

题，集中探讨了中国手工艺与

中 国 设 计 的 发 展 方 向 和 创 新

路径等问题。

在作者看来，要突破手工

艺传承和设计发展的瓶颈，关

键在于回归生活。手工艺是生

活的技艺，生活孕育滋养了无

比丰富的中华手工艺品类。千

百年来，这些手工技艺代代相

承，也离不开人们在生活中的

自觉取用和传承创新。在经历

工 业 化 和 信 息 化 的 社 会 变 革

后，要想激活那些有着悠久历

史的农业时代手工技艺，需要

遵循生活的逻辑，在当代生活

中找到新的实用点和审美生长

点。同时，回归生活也是当代

中国设计的发展方向。设计不

只是产业经济的推动力，更是

以 美 好 生 活 为 导 向 的 创 新 创

造。让中国设计强起来，不能

局限于表面的美感，而要基于

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

回应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乡村

振兴、城市更新等在内的社会

生活深层次课题。在回归生活

的过程中，在建设更美好生活

的实践中，我们的设计文化、设

计理念和设计风格，都将获得

淬炼和发展。

此外，两部著作也多次论

及手工艺与设计的关系——通

过在设计中不断回溯手工艺的

文脉，在文脉中寻找与当代生

活适配的设计方案，手工艺和

设计实现了突破与革新。作者

从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出发，

从当代实践和典型案例着手，

对手工艺与设计的关系及其回

归生活的方式作出有启发意义

的分析阐释。

手工艺与设计需要回归生

活以获得动力，社会生活也需

要通过二者实现审美涵养。作

者写道：“呱呱坠地时母亲或外婆亲手缝制的虎头鞋，满月时

亲友邻里的‘百家衣’，年节窗棂上红火灵透的窗花，出嫁成家

时的‘十里红妆’……传统岁月里的一生，是民间艺术点染串

联起的记忆、情谊和情结，这些温暖的亲情牵挂、生活的色彩

气息、关于吉祥美好的期待，让人生不荒芜不寂寥。”今天，生

活美学的发展离不开手工艺和设计实践。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文化自信不断增强，青年一代审美品位发生着深刻变化，

更加重视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国风国

潮蔚为大观，手工制作、设计定制受到青睐。在作者看来，这

种社会背景的变化，要求艺术设计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深化，

与时俱进地丰富设计内涵。这些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发

展与社会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相互赋能的关系。

手工艺与设计也关乎社会审美素养与文化创造力的培育

塑造。这两部著作以相当篇幅探讨教育问题，涉及高等教育

领域民间艺术与设计学科建设、中小学相关课程建设以及更

广泛的民间技艺传承学习等。设计的目的并不局限于作品或

产品本身，而是要将审美趣味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在衣食

住行各方面实现人文之美。对此，专业教育与社会美育都起

到重要作用，要从生活出发发展美育，从传承和发扬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中汲取美的养分与力量。

手工艺既心手相应，以最素朴的形式进行创造，也赋情于

物，赋予风土人情、集体记忆以可见可感的形态。《工艺的智

慧》《设计的时代》两部著作，打开了我们认识中国手工艺及设

计的视野，启发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背景下，思考手工艺与设计、传统与时代、经济发展与

生活方式的关系，继续以民间艺术赋能美好生活，不断增强文

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用
民
间
艺
术
赋
能
美
好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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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乡土社会

的家族故事是不少作家的创作题材，这方面

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也很多。作家王跃文的长

篇小说《家山》，以家乡湖南溆浦的历史变迁

为原型，通过讲述沙湾村陈家五代人的经历，

折射中国乡村的历史进程。更进一步地，作

者怀着对乡土的记忆与情感，挖掘中国乡村

蕴含的丰厚精神资源，勾勒乡村社会的精神

底色。

《家山》以 50 余万字的篇幅，描写了南方

乡村沙湾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

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沙湾陈家五代人

中，老一辈的佑德公仁义乐善，是乡贤典范，

总是把国家大义放在第一位。中间一辈的陈

齐美、陈齐峰、陈扬卿求学在外，见过世面，不

论什么机遇，都始终想着发展家乡、投身报

国。陈扬卿执着坚定地修水库办教育，抱定

技术报国的信念。共产党人陈齐峰、陈劭夫

则影响和带动一群乡村青年，走上改变乡村

命运的革命道路……小说虽然落笔于沙湾

村，写的是家长里短、烟火人生，但许多人物

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关联。通过这种家国

同构的叙事，展现家族故事背后的时代风云。

作者说：“正像佑德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

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

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我力图把这部

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

史诗品格。”小说中，当地组建的革命武装组

织，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湘西纵队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小在万溪江水里泅水的陈齐峰

们，也成长为社会栋梁。万溪江犹如寓言般

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汇聚涓涓细流，然后奔向

沅江—长江—东海，万川归海是自然规律，也

隐喻着大势所趋的历史发展规律。

“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在《家

山》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这种文学追求。

无论是大洪水后的互相救济，还是村民集体

掩护红军家属，抑或村民在共产党人陈齐峰

振臂高呼之下，踊跃投身人民武装，小说中这

些场景细节都写得细致感人。作品写出了动

荡年代的守望相助、保卫家园，写出了让一个

族群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人物的道德观念

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浓厚的民间伦

理底色，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义美德。

在艺术特色上，《家山》展现出对中国文

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作品借鉴了传统叙事

文学写人状物画景的白描手法，以朴素简练

的文字来描摹形象、勾勒景物、传情达意，耐

人寻味。小说中民间方言俚语大量出现，增

添了作品的表现力和鲜活感。对作者来说，

民间语言不仅意味着家乡人物的词汇、修辞，

更传达出他们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思维方

式、生活态度等。就是通过这些富有乡村记

忆和地方特色的语言，人物活生生地来到作

者笔下，来到读者面前。

血脉是延续的，历史是延续的，文化也是

延续的。《家山》通过小说的形式，深情回望乡

土，也通过兼具恢宏气象与绵密世情的书写，

展现乡村生活图卷，传递生生不息的精神力

量。倘若能给代代延续的家族故事注入更多

当代视角，小说的思想内涵或将更为深刻。

传递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谭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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