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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的时候总是想起一些科幻小说
2、遗憾的是太短了
3、地球科学 即不适合初学 也不适合专业的文本
4、把地球地质学历史和板块构造学短板补齐了，赞
5、读到这本书挺开心的，感觉像一个被语言描述出来的动态图景。喜欢在地铁上读，随着车厢的晃
动和运动，我可以更轻易的在脑海中想象地球这个动态的景观。
读完之后：终于读完了好多读不懂，只有大概的印象，并且始终沉迷于那种摇晃中的动态图景里。。
6、太专业了看不懂。翻译的文笔虽好但也没到推荐里说的地步。
7、牛津通识系列不适合初学者做入门书，需要相关知识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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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地球》序言 陈骏　　译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希望我为其中的《地球》（The Earth）一书作序。该书作者马丁·雷德芬（Martin Redfern）毕业于
伦敦大学学院地质学专业，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科学组资深制作人和蜚声学界的科普作家，先后
著有《地心旅行》《瞭望太空》和《行星地球》等。我曾经读过他的作品，对他印象比较深，因而欣
然答应。 　　拿到书之后我很快就将其读完，一个清晰的感受是这是一本好书。要在短短几万字的篇
幅中写好一个星球，而且是作为我们所有人栖身家园的星球，堪称一件颇为棘手的工作。它对写作者
的挑战，在于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叙述技巧，既在科学上严谨可信，又让人读出
趣味来。马丁·雷德芬无疑不辱使命。这本小书为我们的星球绘制了一幅精彩的肖像。这幅肖像，一
如全书开篇的那张地球照片，视野宏大，呈现出地球风起云涌的万千气象；同时又有足够的“像素”
，放大来看，细节处栩栩如生。读罢掩卷，的确让人有“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觉。 　　在写作方式
上，作者采用了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既把地球看成一个整体，又把它看成动态的系统。如他所说：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像蚂蚁一样在地表忙忙碌碌，对宏阔的图景不知不觉。”正是明确意识到了这
一点，作者在写作时着力跳脱出来，仿佛将自己置身于离地球有足够距离的太空之中，终能一窥地球
全貌。对这种全景式壮阔景象的呈现，既表现在空间上，也表现在时间上。 比如在介绍“深时”概念
时，作者从普通人的感受，即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渐次遥远的距离写起，穿越伊丽莎白一世的
英格兰、罗马帝国的全盛期、古埃及的大金字塔，仿佛搭乘着一部时间机器，一路写到100亿年前太阳
和太阳系尚未诞生之时。沧桑古今，万物流变，时间的深邃幽远跃然纸上。在空间上，书中同样大处
着眼，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视野的辽阔，还有基于专业积累之上的想象力。磁层和大气层、生物圈和
水圈，以及地球的其他圈层，它们在作者的眼里聚合起来，宛如一颗巨大的洋葱。在亿万年久远的未
来，世界地图会有怎样的变化？书中认为，按目前的趋势，“大西洋会继续加宽，太平洋会收缩”，
“澳大利亚会继续北移，赶上婆罗洲，继而转个圈撞上中国”。 　　为了使叙述更为形象，书中采用
了许多生动的比喻。上面提到的“洋葱”即是一例。再比如，在描述大气层时，臭氧被比喻成地球的
高效防晒霜。从中世纪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中，可以窥见地幔中硅酸盐岩石的流动方式。由散布于全球
各地的测震仪组成的网络，被比喻为身体检查时环绕着患者周身的X射线源和传感器，地震层析成像
于是被比拟为我们所熟悉的CT（计算机辅助断层扫描）。再比如，海洋中的洋脊像是网球的接缝、地
球的演化一如橘子果酱的制作过程，火山的突然喷发又好似充分摇动香槟之后拔去瓶塞—尽管在时空
尺度上，它们被极大地缩小了。这些比喻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陌生过程，
更使阅读充满乐趣。 　　乍看书名，读者可能认为，一本关于地球的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
它提供的只是满足好奇心的知识，并无多少“实用”价值。读到书末，尤其是关于地震的那一章，这
种印象无疑会有所改变。地震不可避免，但尽力减少地震造成的伤害无疑是值得探索的。在分析伤亡
原因时，作者认为倒塌的建筑物和后续的火灾是主因。从建筑材料和设计来看，柔韧的材料比脆硬的
要抗震，好的设计（如避免与地震波频率共振、高楼屋顶配备重物抵消晃动）同样必要；在减少火灾
伤害方面，旧金山等地震易发城市正在开发“智能管道”系统，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做法。 　　特别是
，在地震预警方面，书中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们无法预知下一次地震发生的确切时间，但是，发生
的概率是可以计算的。从1/36500，到1/1000，再到1/20，通过综合不同的要素，准确率在逐步逼近；
虽然还未达到能向公众播报以疏散人员的程度，但至少可以提供给相关的救援部门，让他们随时待命
。通过设置在断层中的传感器，利用无线电的光速与地震波的声速之间的时间差，也会为银行备份、
电梯停运、管道封锁等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实用经验。 　　这本小书并不只有科学的
视角，它还表现出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目前为止，人类尚未发现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也未发现
有其他星球堪为人类的第二家园。遗憾的是，对于这颗蓝色宝石，我们却不够珍惜。“我们早已不再
是这个星球的受害者，而变成了它的托管人。而我们却恩将仇报，对土地粗暴轻率地贪婪，对污染置
若罔闻地轻忽。但这样做是要承担风险的。我们仍然别无退路，毕竟所有的人都住在同一个星球上。
我们应该照顾好这个星球，为它承担起责任。”爱护地球、保护地球不仅是科学家、政府和少数志愿
者的工作，更是每一个合格地球公民的责任。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前提则是了解地球、认识地球，这应
当成为每一个“地球人”的基本素养和必修课，应当成为当今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并非只是关于地球科学知识的概览和介绍，而更是通过引导普通公众和大学生参与到对地球的科
学探索和对事关地球与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之中，培养起人们尊重地球、热爱地球、保护地球

Page 6



《地球-牛津通识读本》

的意识，自觉地过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和谐的健康、“绿色”、文明的生活。 　　这本《地球》是绝佳
的科普和通识教育读物。科普读物需要把握科学性与人文性、专业性与普及性之间的平衡，其难点在
于既要不失科学的准确、严谨，同时又能让非专业读者和大学生接受、喜爱。与他以往的《地心旅行
》等科幻小说相比，这本书虽然没有小说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惊险刺激的情节，但是同样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带给读者一场紧张兴奋的智力冒险，正如伦敦大学学院比尔·麦圭尔（Bill McGuire）
的书评所言：“关于地球的迷人真相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关于矿物、岩浆和地质灾难的故事，内核飞
旋、板块炸裂，无不惊心动魄。”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冒险之旅，是对地球主要运作机制的全景扫描
，并对重要“景点”，诸如地球历史、板块运动、海洋结构、火山地震等一一作了精准解说。阅读本
书，是一趟丰富充实的地球知识之旅，也是充满人文内涵和艺术享受的思想之旅、审美之旅。 　　感
谢译林出版社出版这套通识读本。近几年，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中国多所著名大学已充分认识到通识
教育的重要性。南京大学率先探索本科教育改革，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力图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
通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合力来推动；其中，一套高质量的读本是具有基础性作
用的。包括这本《地球》在内的“牛津通识读本”丛书，一定会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国民素质
提供帮助，祝愿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事业中，在所有渴求知识的人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画卷
的道路上，这套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骏　 198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1985年获
矿床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地质系进修。1992年受聘为南京大
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先后担任地球科学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现任南京大学校长
。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2、文/吴情每当深夜来临，浩瀚的星空总容易引起无限遐思。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中，关于星星、月亮
的诗句层出不穷。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到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生存、活动其上的地球。地球，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司空见惯近乎麻木。在地理意义上，我们与地球如此接近。不过，在认知
方面，我们与地球间，其实相距甚远。并且，这一距离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研究并理解地球，似乎
变成相关专业学生的任务；普通人被排除在学习和接触的范围之外。《地球》，（Earth），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地质学专业高材生马丁·雷德芬（Martin Redfern）著，一本关于地球的形成与发展史、地球
的内部构造、地球的活动及地球活动对人类影响的导论。雷德芬坦言，在一本小册子中容纳一个星球
的古往今来挑战巨大，但并非毫无任何可能性。毕竟，“地质学家前仆后继的努力构筑了一座理论大
厦，为未来的地球科学家奠定了基础。”关于地球，关于宇宙，乃至关于人类本身，未知永远多于已
知。但正是持之以恒的不懈探索，才逐渐形成了后人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普通人或多
或少应对此心怀敬畏和感激。关于地球，（在西方范围内）基督教内部都以《圣经》为典，认为上帝
创世以来不过几千年。然而，随着天文学革命和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以及地质学探索（古生物化石的
发现）的发现，地球的真实年龄被重新界定。与之相伴的是，化学领域内根据岩石内的元素测算岩石
年龄的技术愈发成熟。人们逐渐摸索出从岩石中窥探地球隐秘——地球内、外部活动——的途径。而
后，关于地球磁场、地球火山活动、地球洋流活动、地球大气活动的规律日益发展完善，地球内部的
系统性和地球活动的整体性慢慢浮现出来。看似各自独立的大气、水和土地之间，其实存在着“沟通
”和“交流”机制，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和物质传输。对地球了解愈多，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周
边的世界也理解得愈多。关于地球知识的丰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战时海底声呐
研究为现今深海探索创造了便利条件；火山活动规律研究有利于人们有效规避火山爆发的危害，并妥
善利用火山爆发的有利影响；洋流活动规律的考察为人类海上的有效航行提供了方便。当然，“进化
观”或“进步观”外，了解地球本身已是一项智识性愉悦，恰如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地球上能够拥有生命，这部分得益于地球与太阳之间恰当的日地距离提供的安全宇宙
环境，大气层对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红外线的削弱作用，以及地球在漫长纪元中产生的空气和水。
地球成为目前为止人类唯一探知到的有生命的行星，虽有着一定必然性，更多则是一种偶然。地质历
史时期，地球与生物之间一直相安无事。而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趋于严重。回顾人地关系，
上两个世纪中，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的人类曾叫嚣要“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殊不知，人类始
终为自然的一部分。学会如何同自然相处，每个人都必须认真修习。在《地球》一书中，雷德芬既融
合了专业知识，又加入不少个人在成长旅途上对地球的感知，使得整个叙述在科学背景的基础上，包
含不少生动幽默的成分，例如板块理论的提出和证明。起初只是个别地质学家的“突发奇想”，最终
被验证为一套关于地球形成与运动的重要理论。这不禁使人想起胡适那句被社会科学领域奉为圭臬引
用甚繁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要放弃对地球、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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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勇气。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Page 8



《地球-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试读

1、《地球-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22页

        生命是地球最脆弱的圈层，但它或许对地球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生命，地球也许会
像金星一样，成为一个失控的温室世界，或是像火星一样，成为一片寒冷的沙漠。当然也不会有温和
的气候和为我们提供养分的富氧大气。

2、《地球-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39页

        坎特伯雷座堂 那富丽堂皇的中世纪彩色玻璃窗可以透露一些有关地球地幔性质的信息。窗子由很
多小块的彩色玻璃组成，嵌在跨距很大的窗框里。如果观察透过窗格玻璃的阳光，就会注意到底部的
光线比顶部的要暗一些。这是由于玻璃的流动。用专业术语来说，玻璃是一种过冷的流体。历经若干
世纪，重力令窗格缓慢下垂，底部的玻璃因而会较厚一些。然而，如果用手摸或者锤击（求主饶恕！
），玻璃仍然呈现出固体样态。了解地球地幔的关键在于认识到，那里的硅酸盐岩石能够以同样的方
式流动，尽管它们并未熔融。实际上，这些个体矿物颗粒一直在重新形成，从而引起了被称作“蠕动
”的运动。结果是地幔极具黏性，就像非常黏厚的糖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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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