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怀川大地自古

人杰地灵、 英才辈

出。近期，国务院正

式发布的 《中原经

济区规划》，把焦作

纳 入 核 心 发 展 区

域， 由此即将掀开

我市发展新篇章 。

在这一转型时期 ，

为凝聚人心、 弘扬

斗志，市委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与本报

联合推出大型人物

栏目 《天南地北焦

作人》，以期通过宣

传焦作人在外地拼

搏进取、 建功立业

的事迹， 壮怀川人

之心、 激怀川人之

志，鼓怀川人之劲。

该栏目采写视

野广阔， 原籍于焦

作， 现位于国内外

各地的政界、商界、

学术界、文艺界、体

育界、 军队等行业

的知名人士、 专家

学者、 成就卓著者

及各行业的能工巧

匠皆可列入报道范

围， 欢迎广大读者

踊跃推荐人选。 本

报今起推出该栏目

首位人物———国务

院参事、 世界科学

院院士牛文元 ，敬

请垂阅。

“牛先生少有大志，崇信修齐治

平，尝以国家天下自许。 及长，立德

立功立言，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在祝贺牛文

元从事科学研究

50

年的信中如此

评价。

“一个科学工作者， 其个人作

用是有限的， 重要的是能让自己的

学术思想被国家决策者所采用。 我

很高兴地看到 ，

1996

年全国两会

上， 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写进

了政府工作报告 。

1997

年 ， 党的

十五大报告响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

展战略。 而科学发展观， 其基本要

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牛

老说， 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帮

助制定国家战略， 没有比这更让他

欣慰的事情了。

这些年来， 作为国务院参事、

全国政协委员、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

战略研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 牛

文元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多次提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议

和提案。

他特别重视学以致用 ， 力求

用己所学报效国家 ， 先后受聘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专家指导

委员会委员、 国家 “十一五” 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环境咨询委

员会委员、 北京市政府专家委员会

成员、 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等 。 截至今年

10

月 ，

他已接受各类聘书

247

份。

2007

年 ， 牛 文 元 意 外 收 到

“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大奖” 评委

会的来函， 邀请他前往意大利接受

颁奖。 这次获奖的个人仅有两人，

另一位是意大利总统。 牛文元由此

成为该奖设立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第

一位获奖者。

评奖委员会对牛文元的颁奖

辞， 客观评价了他对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家文明进程所作出的努力与贡

献：“自

1988

年以来， 牛文元教授

在中国最早发布了环境预警系统的

报告， 主持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研究， 开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

理论体系， 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框架， 揭示了发展行为的基本规

律。”

采访中， 记者看到了牛老的一

些诗文， 顿感文采飞扬， 方知牛老

还有深厚的文字功底。 “人生轨迹

如波， 富氏级数能解。 谷降之时莫

疏 ， 峰升之时莫野 。 一遁而入化

境

,

顿悟山清水冽。” 一首小诗， 融

数学、 物理、 人生、 哲理于其中，

体现出文理兼通的功力。

“披精微 ， 掠新知 ， 喜颉颃 ，

文理兼修， 双翼扶摇， 宏旨可括天

地， 微意直入寸方， 纵横琢砺， 追

穷揭隐， 于浩瀚处求仁求智， 至纷

沓中见真见美……” 牛老的自述，

正是对其从事科学研究

50

年求知

治学的人生概括。

“人生轨迹如波，富氏级数能解。 谷降之时莫疏，峰升之时莫野。 一遁而入化境,顿

悟山清水冽。 ” ———牛文元

牛文元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陈作华 摄

【人物档案】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科学原野

五十载耕耘“牛”未老

� ———记国务院参事、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

11

月

４

日，北京迎来今冬第一场雪。

瑞雪把圆形穹顶的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装扮成了粉雕玉砌的银色宫殿。 而纷纷洒洒

的雪片，更像是从天穹深处飘然而至的贺卡，为一个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不懈努力的大地之子送去苍天的问候———这一天， 国务院参事、世

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从事科

学研究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就在与学术会堂相毗邻的一栋白色欧式大楼内举行。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来贺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发来贺信，全国政协副主

席陈宗兴发来贺信，国务院参事室发来贺信，中国致公党发来贺信，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送

来鲜花和贺信……

在科学探索的荆棘中跋涉耕耘五十载，在现代地理学、可持续发展、社会物理学等领

域作出先导性、创造性贡献的人物，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

赴京，独家采访了这一从怀川大地走出的鸿学巨儒。

牛文元

1939

年生于我市山阳区原张

河村，在我市生活、读书至高中毕业。

1958

年考入西北大学地理系，

1962

年考入中科

院首届硕士研究生。 现任国务院参事、中国

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兼首席

科学家，

2001

年当选世界科学院院士。

牛文元至今从事科学研究已达

50

年，

其学术生涯可概括为三大领域： 现代地理

学、可持续发展、社会物理学，并在每一领域

都卓有建树， 作出了先导性、 创造性贡献。

1983

年， 他与马世俊教授一道参与联合国

“布伦特莱委员会”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奠基

性文本《我们共同的未来》起草工作，同时开

启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之先河。

2006

年，获

得中国绿色文明特别奖。

2007

年，被评为全

国科技

10

大英才人物，同年荣获“国际圣弗

朗西斯环境大奖”， 成为该奖设立以来发展

中国家第一位获奖者。

脸上是和蔼的笑容，手中是打开的书

卷，今年

73

周岁的牛文元教授从写字台

后边走向记者时， 其步履和神态看上去

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

10

岁。

牛老的办公室不算很宽大， 陈设简

朴，两面墙体都被高大的书柜遮挡，两台

电脑均处于开机状态。 只有书柜上摆放

的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国

家领导人和他亲切会见的照片及国务院

参事任命书、世界科学院院士证书、国际

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奖杯，让人油然而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而采访结束，记者

脑子里飞闪出来的一句话是：斯是陋室，

唯吾德馨。

采访自然从牛老在焦生活期间的经

历说起。 “我出生在焦作市山阳区北部从

山区到平原过度地带的一个小村子。 我

小时候住的是窑洞，那时候没有电灯，晚

上做功课点的是油灯。 因为家里穷，点油

灯的时间也受限制。 ”牛老回忆说。

从初中到高中

6

年间，他在当时的焦

作中学读书。 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门

门功课都好，因此每学期都能得到奖状。

到高中毕业时，他的窑洞里贴了

12

张奖

状。

临近高考时，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和

班主任为他选报什么志愿发生了分歧 。

有的主张他报考数学或理化， 有的极力

动员他考文科，可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

的却是比较冷门的地理学专业。

“我当时选报地理系，不是因为我对

地理专业情有独钟， 而是我发现地理学

科没有像数理化那样进入精密科学行

列。 把已经成型的学科让给别人去学吧，

我就想去探索、改造、提高尚未成为精密

科学型的学科。 ”牛老笑着对记者说，“那

会儿有些少年轻狂，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

下地狱的悲壮感。 ”

到西北大学报到后，他才发现，整个

地理系新生中，除了他把地理系填报为第

一志愿外，其他同学没有一个把第一志愿

选作此专业。

大学里所设的地理学专业，属于自然

科学范畴。 自然地理学主要研究范围包

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生物、土壤

等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和组成要素。

牛文元感到所学课程不能充分满足

自己的“胃口”，于是自愿报名到校图书馆

担任编外工作人员，以便更自由地阅读自

己喜欢的书籍。 大二时，他就翻译了一本

新出版的俄文地理学图书。 在图书馆当

编外工作人员期间，他博览群书，贪婪地

汲取知识，同时对地理学改革的意识也日

益坚定起来。 写毕业论文时，他感到提交

一份论文不过瘾，索性交上了两篇论文。

1962

年，牛文元大学毕业。 那一年是

我国正式实行研究生招考的第一年，其他

同学早已积极准备，跃跃欲试。 牛文元虽

然也想继续深造，但囿于家庭经济负担而

打算早点参加工作。 就在离考试仅有三

周的时候，系领导发现他没有报名考研，

便直接为他填报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那一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只招一名

硕士研究生，导师就是地理研究所所长、

中科院院士、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 而报

名的人有

153

个，并且大都是国内数得着

的名牌大学毕业生。 结果，牛文元以优异

成绩一举夺魁，成为黄秉维的门生。

大学毕业前，他给系主任写了一封长

信，提出了自己对地理学进行改革的一些

朦胧设想。学校师长用“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予以鼓励，期待

这位年轻的学子早日成才，担负起学科改

革的重任。

师从黄秉维教授后，黄教授的治学思

想和精深造诣进一步影响了牛文元，使他

对地理学改革的意识更加清晰和坚定起

来。

然而不久，一场浩大的政治灾难席卷

中国。 大字报、大标语替代了所有专业书

籍。 他白天不得不跟着高喊口号、手舞红

书，夜里则打着手电筒阅读专业书籍。 为

了学外语，他“偷梁换柱”，把红色语录皮

套在英语小词典的外面， 随时学习默记。

就这样，他攻下了第二门外语。

上世纪

60

年代， 正是世界地理学大

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但国内却因一场大

运动而对此不闻不问。 牛文元暗自下功

夫，借助俄、英两门外语研读了大量外国

文献和资料，不失时机地把当时世界地理

科学的最前沿发展成果谙熟于心，并进一

步成熟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地理科学改革

思想。

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 而这时，牛文

元已有

3

本书稿等待付梓。

《自然地理新论 》一书 ，第一次提出

“地理系统”理论，第一次把计量革命引入

地理学。 牛文元在书中一反传统思路，着

重介绍了能量和物质在地理系统中的传

输、存储、交换和平衡，尽可能把各种自然

要素纳入新理论、新体系、新方法之中。

此书一出，即给世界地理学界以巨大

的振奋，国内外地理学家对此给予极大关

注，各大媒体相继发表评论 ，香港 《文汇

报》以整版篇幅予以详评。 年轻学者更是

奔走相告，一时间洛阳纸贵。 国内各大高

等院校也纷纷将此书列为基本教学参考

文献。

不久，《现代应用地理》和《理论地理

学》相继问世。在这些书籍中，牛文元把物

理学研究方法引入地理学，由此产生了应

用地理、实验地理、理论地理等新门类。对

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两次亲笔写信对牛

文元表示祝贺，并希望他积极努力，让地

理科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自然地理新论》、《现代应用地理》和

《理论地理学》，形成牛氏地理学宏大体系

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集

大成式的地理学专著，不仅表现了他的学

术勇气和振兴地理科学的强烈使命感，回

答了现代地理学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问

题， 也实现了牛文元对地理学改革的夙

愿。

从“大跃进”到“农业学大寨”，从对矿产资源

的滥挖乱采，到毫无环保设施的粗放式生产，在一

场场轰轰烈烈的“人定胜天”群众运动中，一片片

原始森林和次生林难逃斧钺之劫， 青山变成了秃

岭，湖泊变成了土地。当很多人还沉浸在盲目乐观

的兴奋中时， 从事自然地理学研究的牛文元早已

痛心疾首。

地理学家们清楚， 地球并不会因为人们的愚

昧无知而对其无限宽恕， 也不会对人们的贪婪掠

夺始终无动于衷。 牛文元在他的《现代应用地理》

一书中指出：在

20

世纪后期，人类一方面迎来了

“信息时代”，一方面面临着人口剧增、自然资源超

常规利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急

速推进、区域不平衡加剧等“五大危机”。

一种深深的责任感重重撞击着他的心灵———

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地表资源与环境， 还要在消除

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中有所担当和建树， 这是地

理学家所应担负的义不容辞的使命。

牛文元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向国情研究转

移。 应当说，这个选择不是转行，而是机遇与他的

学术思想撞了个满怀。 这个节点，就是

1983

年。

1981

年，当时还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的牛文

元被公派到美国一所大学， 进行为期二年的生态

学、理论地理学合作研究。 在此期间，他接到了中

国生态学创始人、 著名生物学家马世骏院士的一

封信。 马世骏邀请他参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 （即 《布伦特兰报

告》）的起草工作。

1983

年， 牛文元回国后即介入到这项工作

中。而这个阶段，也是他系统、深入、准确研究中国

国情的过程。 因为他与马世骏一同成为我国最早

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专家， 学术界把他们称作

“一马一牛”开拓者。

经过世界

22

位专家历时

4

年的努力，著名的

《布伦特兰报告》（中文译名《我们共同的未来》）在

1987

年发布。 这是一个引领人类在进入

21

世纪

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 科学发展的重大纲领性

文件，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并直接促成了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

环境发展大会。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此次会

议， 与

100

多个国家的首脑共同签署了 《里约宣

言》。

“今年，是这个报告发表的第二十五个年头。

回过头看，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报告里采纳了我和

马世骏院士结合我国国情所提出的若干观点，体

现了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牛老带着

笑意对记者说。

1991

年， 由于马世骏先生不幸

意外身故， 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重担便落在牛文元一人肩上。

1992

年，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环

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 牛文元任主

任。 为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牛文元长期奔波于世界各国，先

后倡议召开了第十届泛太平洋经济

与技术合作会议等国际学术会议和

研讨会。

在国内， 牛文元更是不遗余力

地通过作报告、 发表文章来宣传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从事历史研究的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 看了牛文元的

文章后，放弃历史专业，成立了“自

然之友”民间环保组织，专门做起了

环境保护工作。

1994

年，经过历时

10

年的研究

与积累， 牛文元出版了我国第一部

系统论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专著

《持续发展导论》。同年，受著名科学

家李政道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

的委托，牛文元主持召开了

21

世纪

中国环境与发展高端研讨会， 并担

任执行主编， 将与会

100

多名高层

专家精辟见解集纳出版了 《绿色战

略》一书。

1996

年， 牛文元与美国弗吉尼

亚大学教授哈瑞斯合作， 在国际权

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系统提出了

21

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的预测。

1998

年， 以牛文元为首的中科

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开始计划编撰

年度性的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

告》。

1999

年初，第一部中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年度报告面世。 该报告对

上年度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台

湾、香港、澳门暂未列）总计

208

项

要素群、

48

个指数组 、

16

个模型集

和

5

个系统实施分类综合和逐步递

归，累计进行了

1.7

亿次有效运算，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全面定量可持续

发展能力总评估。

此后， 这种年度报告逐年编撰，

并发至每年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手

中。由于该报告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的

系统学探究方向， 且具有综合性、基

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社会性，提出

了“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

大支持系统，所以被联合国列入所收

集的全世界

247

份年度报告之中。

2004

年， 由牛文元担任执行总

主编， 集全国

180

多位资深专家之

力， 我国首部可持续发展百科全书

式大型学术文献著作 《中国可持续

发展总纲》（国家卷）面世。 这部

20

卷本的鸿篇巨著对我国可持续发展

状况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 其权威

性、学术性、文献性使之一举获得第

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1994

年至今， 面对网络全球化

的兴起与普及， 他敏锐觉察到社会

量子化新形态的出现， 在国内率先

开拓了以社会物理学为方向的先导

性研究。 他以精密科学的研究思路

与方法，着力揭示“虚拟加现实”复

杂巨系统下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

规律，先后出版了《社会物理学》第

1

、

2

、

3

系列专著，以此为创新社会管

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至此，地理学、可持续发展、社

会物理学， 构成了牛文元研究与著

述的三大板块。

少有大志

当年报考地理系

竟是为改革地理学

雏凤清啼

“牛氏地理”一鸣天下举世惊

学以致用

报效国家惟吾愿

“一马一牛”

开启中国可持续

发展研究之先河

著作等身

五十载耕耘“牛”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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