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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内容概要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也是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以
寓言开头，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并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地揭示了化
学农药的危害，是一本公认的开启了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它既贯穿着严谨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
，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被称为其引发的轰动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都要大。
“人类正在毁灭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卡逊这样警示着狂热的人们。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唤起了人
们的环境意识，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
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
了环境保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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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作者简介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卡逊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 1932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动物学硕士学位。1936年，卡逊以水生生物学家
之身份成为渔业管理局第二位受聘的女性。1941年，卡逊出版第一部著作《海风下》，描述海洋生物
。1951年出版《我们周围的海洋》，连续86周荣登《纽约时报》）杂志最畅销书籍榜，获得自然图书
奖。1955年完成第三部作品《海洋的边缘》，又成为一本畅销书，并被改编成记录片电影，获得奥斯
卡奖。1962年，《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后，成为美国和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本书的危机思考，引起
美国政府的重视，从而在1972年全面禁止DDT的生产和使用。其后世界各国纷纷效法，目前几乎全世
界已经没有DDT的生产工厂了。《寂静的春天》被看作是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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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书籍目录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25周年纪念版简介
致 谢
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第三章 死神的药剂
第四章 地表水和地下海
第五章 土壤的王国
第六章 地球的绿色斗篷
第七章 不必要的浩劫
第八章 再听不到鸟儿的歌声
第九章 死亡之河
第十章 天降灾难
第十一章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想象
第十二章 人类的代价
第十三章 透过狭小的窗子
第十四章 每四个中就有一个
第十五章 自然的反击
第十六章 雪崩的隆隆声
第十七章 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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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太有名了，但是作为一本半个世纪前的科普读物现在看来未免有些过时。不喜欢此书的原
因还有作者痛彻心扉喋喋不休的叨逼以及不够深刻的分析，一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姿态，那你倒是
说说这是为啥呀
2、看了《三体》后买的《寂静的春天》
3、老版柴静
4、鉴于雷切尔卡逊这本书对人类警示作用我可以给满分。但是写作手法我看不出每一章有什么差别
。不就是使用杀虫剂鸟死了，鱼死了，昆虫死了，残留了，水污染了。人最后中毒了。逻辑看起来特
别混乱。
5、出版五十年后才读这本书，四个感觉：1.人类骨子里是自私的，世间本来无善恶，人类的狭隘才是
所谓的万恶之源2.人类是短视的，盲目的屠杀背后，人类的片面与浮躁可见一斑3.征服并不是手段与结
果，人类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狂妄的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人，其实，孕育了这个种群的环境正在绝
望的呐喊，呻吟的间隙冷笑人们的作茧自缚4.觉醒的人正在觉醒，期许在众人皆醉的时代里，发出微
弱的声音，这些声音径自融合，终将震聋发聩，惊醒世人！
6、说明文，用数据说话
7、看完本书，再来看看北京的霾，是需要我们好好反思啊。不过全书学术性太强
8、自然文学三部曲第一本，50年前的研究直至今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DDT，艾氏剂，即使大洋深
处的海底生物都检测出农药残留。 化学家研究出一代一代可以轻松消灭人类自己的农药化肥类化工品
，却无法消灭地球真正的生命主体昆虫。
9、挺小白的科普性文章，虽然年代已久，但直至今日而言仍然有其教育意义
10、杀虫剂，癌症，抗药性，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覆盖另一个问题。 寂
静的春天，看似美丽的名字下面，暗藏杀机。
11、这学期的好几节课都提到了这本书，找来看看~发人深省！
12、在这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13、杀虫剂杀虫剂。。从头到尾，虽然有道理，但是能不能变成一篇更有逻辑顺序的论文，而不是翻
来覆去
14、想起了家里通宵后鸟叫的清晨
15、因为统帅才看的这本书⋯⋯⋯只想说我们都是虫子。
16、知识科普类，左左右右翻来覆去的拿事例和数椐说明人类化学物对环境的破坏与对人类自身的伤
害。因为三体才过来读的。可能在那个时代这本书是有着革命意义的。但是就其文学价值来说，我个
人没有感受到任何魅力。而且环保课题就我这一代来说，也是屡见不鲜，所以观点没有冲击力。
17、敢说真话的书。
18、生物防治 而不是化学控制 平衡的重要性
19、曾经的普世之作，如今的糟粕之谈。
20、人与自然，化学与环境。
21、我们或许处在不同的房间，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春天的嘈杂仍然具有深刻且不
可取代的价值。
22、我是农民的孩子，书里所说的我最有体会，我家里有个菜园，小时候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有很
多小动物，而现在具我妈妈讲，不打药很多菜根本就不长，而药一年比一年用的量大
23、两个小时的地铁看完一篇论文 细思极恐
24、滥用化肥跟农药确实不对，但是我比较反感作者这种圣母的态度，全篇都是列举罗列农药带来的
危害，农药与化肥带来的粮食增长就选择性忽略了！
也许你会说宁可粮食贵一点，也不要用农药，但是你想过世界上有多少穷人 连便宜粮食都吃不上么？
25、整本书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总结为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生物链/有机化学反应。人类站在金字塔顶
端，以为可以睥睨一切，却忘记我们脚下的基石是自己生存的根本。不知为何，看到最后一章作者提
倡推行生物方法，我却感觉更加毛骨悚然。稍有差池便万劫不复，细思极恐。
26、   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书籍，内容依然让人震撼。人类制造生产的化学制剂，杀死了昆虫，也破坏
了整个生态系统，鸟虫鱼兽无一幸免，土壤，空气，水源也难逃污染，最终会危害整个人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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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DDT已经被禁止使用，但是仍然不断有新的化学品投放市场。雾霾，食品安全，癌症村，都与之相
关，要经过多少血泪之后，才能重新听到鸟鸣。
27、非常有益的科普读物
28、三星的逻辑和文笔，补一颗给我心爱的小地球
29、环保主义者奉为圭皋的圣经，属于自由主义的扛鼎之作，只是我不大喜欢没有参考数目的科普读
物，更不喜欢煽情的说教而已。
30、当我们远离自然，我们的家又在哪里？
31、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 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植物和动物的
心态与习性都是有环境造就的。
控制自然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词汇，形成于生物学和哲学的初始阶段，当时人们以为自然是为人类而存
在。这是人类始于科学的蒙味时代，大不兴啊！
32、写作手法有点类似同为女性的蒙台梭利。不过显然调查更多，说教更少。
33、生物防治>化学控制。“我们习惯于寻找明显的、直接的影响，从而忽略了其他因素。除非是即
刻发生，并且有明显的表现形式而无法忽视，否则我们会否认危险的存在。”
34、201702-03个人感觉一般般，对现在来说意义不大，通篇就一个理——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保障人
类的利益，才能和谐共处
35、一直觉得半途而废不好，が、看到86页果断弃了，这叫止损！！！
全文叨逼叨⋯⋯
罗列案例堆砌数据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上架建议写的是：世界文学。我觉得吧，文学不像，报告文学不像，论文不像，调查报告不像，新闻
稿不像～不知道像啥。
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好的，书真心觉得一般。

补充：仔细想了想，这本书之所以畅销出名，不在于文学价值，而在于开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之先河
。现实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36、补读的，在当时真的惊醒了一整个时代
37、读的毛骨悚然，怪不得三体里的叶文洁决定放弃人类
38、环保主题，放在今天有点老生常谈的意味，但读完心情仍很沉重。
39、蕾切尔·卡逊 
40、对杀虫剂等农用化学品的危害有了系统深刻的了解。更加叹息，因为在成书几十年后的今天，杀
虫剂、农药的使用范围更广了。科技在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总会带来负面作用，可这个负面真的是人
应该承受的吗？其他动植物就必须陪人做牺牲吗？是谁给了人类这么大的权利，就因为他们数量更庞
大、大脑更发达？

41、以为是小说的，结果发现它更像一篇论文。
42、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信息相教现在闭塞，且大家没有对杀虫剂使用有普遍关注时，这本书应该
是平地一声巨响，非常震撼的。但是，现在读来，震撼人心的效果就弱了很多了。另外，作者的叙述
方式令人有点头疼，颠颠倒倒，前头说过的后头又讲一遍类似的话。
43、1、态度严谨、逻辑清晰、基于事实。
2、文学性强、让我初步体会到如何处理事实与情感的关系。

44、因为柴静的雾霾调查，才关注这书的。果然历史在不断重演。
45、常想如果有一本书环保书可以作为学生必读就好了 很好的启示 但是后面越来越啰嗦 数据堆砌嫌
疑 决策者生产公司啥也没说明白 啊 但还是好的 顺便说下这书目前流通的版本设计真是吓人 要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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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构成迎合要不就是初中生散文样式 北京理工这个封面算好
46、首先比较震惊美国在60年前就能对此书提到的各种问题如此重视；其次感叹昆虫真是厉害的生物
。。。虽然从现在的角度看书里很多观点不新奇，但并不是说没有意义
47、科普文学的不朽经典。我的问题是：人类的环保意识的加强能抵得过贪婪欲望的增长吗？
48、科学人文，浅显易懂，直击人心
49、蕾切尔.卡逊为全世界的人扫盲。原来我们熟视无睹的行为隐藏着许多危险，每天我都去公园走路
或者跑步，春夏之交总有园林工人在喷洒农药，防虫防害，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样的做法和自己有什
么关系，是不是最有利于环境的做法。事实上在喷洒农药的时候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气味，人们
纷纷避而躲之。我们会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否则也许不用等到地球毁灭人类已经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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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环境保护界的经典之作。蕾切尔.卡逊通过这样一部改变世界的著作，展示了她作为一个
科学家和公知的良心和责任感。毫无疑问，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即便这本书在问世后的几十年来不
断面临着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我记得刘瑜老师在介绍美国政治概论时提到最高院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个
判决——2009年的Phelps v. Snyder，其主要判决意见是：言论自由是否受到保护取决于它是一个公共议
题还是私人议题，在公共议题上言论自由的标准要宽泛得多。以这个判决意见为参考，可以说，判断
一本书的价值在于这本书是否广泛地推动了社会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寂静的春天》完成了它的使
命，它所提出的人工化学制品对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这个议题，像扔进池塘的一颗小石子一样一圈
圈地向外荡起涟漪，弥久而不绝。由于不是化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书中提出的DDT等化学制剂对环境
和人体的危害以及后世对DDT危害的辩驳，我无法判断其各自的准确性。但是环境管理和环境法治中
有一项原则——风险防范原则，即不能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延缓或拒绝采取保护环境的安全措施。
在无从知晓杀虫剂、灭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制品对生态的终极危害之前，任何谨慎、存疑的态度都不
失为一种科学的态度。但是人类社会不是科学和非科学的两极，而是所有的现象都被裹挟进政治斗争
和利益博弈之中。一旦有政治之手和利益集团站在铁幕之后，幕前的我们就犹如雾中行走。因此，公
众知情权这样一个在行政法中的基本权利在环境法治中被抬到特别突出的地位，似乎它在人民的权利
清单中不曾存在过一样。如果没有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监督就形同虚设，我们在走向自我毁灭的
道路上则毫无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寂静的春天》让公众意识到，他们要站起来争取自己的知
情权、立法参与权和决策权。本书出版于1962年，可是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翻开书页，仍然感觉到
脊背发凉、星辰暗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以生态严重破坏和百姓健康、性命为代价换来的环境
认知，在今时今日之中国执行得如何呢？我们无从知晓。在每年夏季到来时，在这个广袤的国土上以
一种奇异的集权方式组织起来的从上至下的行政管理机构会授权其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在每一个
旮旯投放灭鼠药、杀虫剂。而这些化学品的投放量及毒性何如，中毒的鼠虫尸体如何处置，是否会污
染地下水、土壤？其他的动物误食了之后有什么样的食物链反应？没有人告知我们，甚至立法都没有
陈述他们有告知的义务。除了对本书的赞誉之外，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卡逊如何组织
并安排她所搜集来的材料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即便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而是在后世被归
入了生态“文学”的范畴。据说原书有引用的脚注，但国内在出版时都删掉了，我觉得保留引用出处
更好一些。
2、自然文学三部曲第一本，50年前的研究直至今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DDT，艾氏剂，即使大洋深
处的海底生物都检测出农药残留。 化学家研究出一代一代可以轻松消灭人类自己的农药化肥类化工品
，却无法消灭地球真正的生命主体昆虫。昆虫–鱼–鸟–人类的毒素倍增循环让人必须明白，自己只
是自然的一环，任何破坏都最终自食其果。总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殊不知只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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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章节试读

1、《寂静的春天》的笔记-第100页

        在每一次事件中，人们都回避了一个问题：是谁作的决定，引起一系列中毒事件发生，使死亡之
波像一枚卵石落入安静的池塘一样不断扩散？是谁在天平的一端放了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
在另一端放上成堆的斑斓浴帽（死于任意使用杀虫剂的鸟儿的尸体）？尽管这世界已经由于失去鸟儿
飞翔的英姿而变得黯然失色，是谁不与公众协商就决定（谁有权决定）没有昆虫的世界才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在千百万人的一刻疏忽中作出决定。而对于这千百
万人而言，有序而美丽的自然仍然具有深刻而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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