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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龚子同、陈鸿昭和张

甘霖研究员为 2015 国际土壤年、中国土壤学会成立

70 周年而作的《寂静的土壤》，于 2015 年 12 月在重庆

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后，深受读者欢迎，全国

许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节录或登载了本书内容，还有

读者去信恳请作者签名。据悉，安徽某农业科技公司

将赠送《寂静的土壤》作为 2016 年新年送知识的活动

内容。2015 年 10 月本书第一次印刷，供不应求，12 月

进行了第二次印刷，现正安排第三次印刷。《寂静的土

壤》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强烈反响。国内

一位耄耋之年的教授刚收到这本书时深感意外，阅后

发现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读物，特地给作者发函称赞。
还有一些学者以不同方式表达对《寂静的土壤》的读后

感和评价，“点赞”《寂静的土壤》的“匠心独到”、“把土

壤写活了”、“我国首部系统讲述和诠释土壤与人的科

普书籍”、“一本土壤文化好书”、“一本摆脱了枯燥乏

味、专著思维逻辑束缚，而能引人入胜、回味无穷、雅俗

共赏，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好书”。日本著名土壤学家

永塚镇男、久馬一剛对本书很感兴趣，准备在日本《土

壤学家》杂志上将《寂静的土壤》介绍给日本读者。我

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振声院士为本书题字：“寂静的土壤孕育着万紫千红

的生命世界”。

本书内容

我们脚下的土壤，“普通”又“不起眼”，不为一般人

所关注和重视，而以往的土壤读物多从专业技术层面

论述，缺乏科学普适性。本书以地球系统和土壤生态

系统的观点来观察和阐释土壤，以生动图文、深入浅

出、雅俗共赏的形式讲述地球上能够生长绿色植物和

微生物的独一无二的土壤。全书分三部分，并附有 160
幅精美照片：一、土壤的前世今生，从论述土壤的生产

功能、环保功能和生物基因库等八大功能开始，解析土

壤发生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二、土壤学的

历史文化，论述土壤学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及

其淀积的文化内涵；三、我们的土壤梦，针对当前我国

面临的土壤退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从生态系统理念

出发，提出让土壤回归自然，与万物共存共荣，达到健

康土壤带来健康生活的梦想。

创作缘起

本书的倡导者龚子同先生与土壤科普结缘已长达

半个多世纪。1954 年，他从浙江大学毕业就后进入中

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工作。第一次野外工作就深入海

南岛，在李庆逵先生领导下，参加海南岛自然科学综合

考察队，穿越原始森林，把红旗插上五指山。回宁后写

成《我们攀登了五指山》，1956 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发行量达到 3 万多册。在长达 60 多年的土壤

科研生涯中，他走遍了全国各地，涉足近 30 个国家和

地区，他总是用随笔讲述与土壤有关的风土人情和故

事。2001 年退休后，被选为南京土壤研究所老年科学

技术工作者协会首任理事长，十年如一日，悉心主持会

刊“五色土”。“五色土”以专刊和重点板块回顾前地质

调查所土壤室和土壤所发展历程、过往重大科研活动，

为所内外学者营造交流思想感情的心灵之家，彰显了

爱国、敬业、崇德和珍惜科研生活的正能量。面对土壤

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2013 年三位作者计划撰写一部

具有土壤学理念、文化和梦想的科普著作，以表达心中

多年的夙愿。三位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是我国

土壤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在国际土壤学界享有广泛

的学术影响，拥有扎实的土壤学理论基础、丰富的国内

外实践工作经验，对土壤学的发展历程、现实需求及发

展趋势有深刻的理解。当然撰写此书实属不易，耄耋之

年的老科学家精力有限，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时间不

足。然而，出于对土壤的感情、责任心和担当，并赶上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好时

代，得知 2015 年是国际土壤年，也是中国土壤学会成

立 70 周年，因此，三位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赶在

2015 年 12 月 5 日“世界土壤日”前正式出版，为中国

土壤学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献礼。

几点启示

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土壤问题，

本书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谈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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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和建议。
1. 土壤学应有更大作为。土壤不是一堆无生命的

化学物质，而是五大成土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历史

自然体。应用发生学理论、生态学观点联系当前的社会

实践，土壤学能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不论土

壤学历史上的四大成就，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橡胶北

移中橡胶施肥的研究（获国家发明特等奖）、20 世纪 60
年代被誉为农业上“两弹一勋”治理华北平原次生盐渍

化的成就，都是土壤学发展历史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典范。
2.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人无土不立，土壤是农

业的基础；民以食为天，粮食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战

略资源。我国人多地少，应集约节约用地，加强农田基

本建设，提升土壤基础地力，藏粮于“土”，对土壤可持

续利用、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和保护粮食安全，把中

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具有重要意义。
3. 整治土壤污染。加强对土壤环境的整治，制定

新的评估标准。建议土壤环境质量的保护可以从简单

地依靠质量标准，过渡到污染物负载容量，乃至于食物

安全风险为依据的新模式。它在环境质量管理、环境容

量赔偿、负载容量的有偿使用，以及环境保护主体认定

等方面具良好的可操作性。

爱我土壤

本书定名《寂静的土壤》，将土壤誉为朴实无华、任
劳任怨、默默奉献一切的母亲！她哺育着人类世世代代

相传，演绎了世界的文明！若不善待土壤，地球灾难则

会降临，这般说理，动之于情，引起读者的共鸣。长久以

来，人们都认为土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实际上

土壤资源的“再生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提高全民

族的土壤文化水平和素质，应通过多种形式，让社会大

众了解和认识“千年龟万年土”、“土壤是一个脆弱的生

态系统”的道理；懂得土壤和人类的依存关系，不应“挥

金如土”，而应“惜土如金”。土壤工作者不仅要悉心培

育和管理土壤，还应积极参与爱国护土。自古以来南海

就是我国先民所称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中国

固有的领土和领海。抗战胜利后，我国土壤学者席连之

1947 年对南沙群岛的太平岛进行首次科学考察；同

年，陆发熹对西沙群岛土壤和鸟类磷矿进行了考察；

1974 年，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之后，龚子同等对西

沙群岛 9 个岛屿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出版了相关的著

作；2012 年，三沙市人民政府成立，本书作者及时发表

了“南海诸岛的土壤及其生态系统特征”，提出了保护

土壤生态系统的措施。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有学术价值

和国防意义，更体现了土壤学者对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的热情。

守护环境

20世纪 60 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普遍面临着环境污

染的严重问题。美国海洋生物学者 R.卡逊收集了杀虫

剂危害环境的大量证据，在其环境保护科普著作《寂静

的春天》中鞭挞人们污染环境的行为。强调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关系，积极倡导“生物控制”，为人类指出一条

保护地球的生命之路，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被誉为

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影响远远超

出了海洋生物界。
21 世纪的今天，我国三位著名土壤学家，根据自

己长期的科研实践和反思，合著《寂静的土壤》，从自

然－社会－土壤复合系统的整体角度出发，所涉及不

仅仅是土壤环境本身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全球变化

中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出

了爱土、护土、用好土的最强音，呼吁人们早日回归人

与土壤和大自然共荣共存“天人合一”的大环境，共铸

我们的土壤梦。
自然环境和人类都是自然历史发展的产物。海洋

是生命的摇篮，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寂静的土

壤》发出了爱护土壤的最强音。由海洋生物学者和土壤

学者分别著的二本科普读物，在理念上相似。这种默契

折射出在全球经济和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保护生

态环境和土壤，回归大自然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们

的共识。
让我们都做土壤的守护者，也做地球环境的守

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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