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地球的皮肤》专家评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龚子同、张甘霖、张楚和杨顺华创作

的土壤科普读物《土壤：地球的皮肤——从邮文化讲述土壤学的故事》

（科学出版社，2021），将土壤学知识、邮票文化和珍贵信件有机结合，

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兼具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该书共分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土壤发生与演变，包括土壤：从地球皮肤到星

际探索，土壤是生命之源，以及土壤的前世今生。第二部分阐述保护

土壤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一内在的人地关系。第三部分强调合

作共赢的理念，包括与世界各国以土会友，探秘影响全球变化的极地

土壤和领略永照后人的大家风范。该书形式创新，内容有趣，引导社

会对土壤学的价值认同，启发普通大众识土、懂土和爱土，为共筑美

丽中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李振声 
（中国科学院） 

龚子同等作者收集了这么多邮票、邮件，通过邮文化来讲述土壤学的发展史，用来教育后人要爱护我

们的地球家园，真是功德无量 ，可敬，可贺！ 



迎新春，读好书 

肖笃宁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虎年春节前夕喜得《土壤：地球的皮肤》一书，当即展卷浏览先睹为快。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科普著

作，以邮文化为切入点讲述土壤学的故事。纵观古今横联九州，既浸透了丰富的学术内容，又以邮票为载

体有很高的艺术观赏性。作者匠心独具，以土会友，以土思人，记述了 50 余国的地理和土壤特点，以及 15

位土壤学界的前贤大家，巧妙地将空间和时间加以联结。对于建国以来土壤学家参与青藏科考、极地考察、

东北黑土地开发和保护、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等重大工作给以艺术的再现，许多历史图片均十分难得。 

这是一本将科学普及与文化审美无缝对接，称得上有独创性的精心之作。感谢创作团队老中青三代学

人的通力合作，感谢出版社的精心编辑和精美印刷，为广大读者献上了一份虎虎有生气的新春贺礼。 

短评《土壤：地球的皮肤》 

李天杰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本新著特色之一，是作者独具匠心地以邮票文化为依托对新著进行的精心规划和设计。借助邮票文化

所具有的历史性、艺术性和世界性，记录有关土壤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地点和代表性人物，自然

和社会人文景观，特别是通过土壤景观讲述土壤的故事。文图并茂，引人入胜，雅俗共赏，非常具有创意。 

特色之二，是用全球和太空更广阔的视角和视野去观察和认识土壤。除地球土壤外，还存在月球表面

的“月壤”，火星表面的“火星土壤”，值得人们关注并进行研究，更加凸显地球土壤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有朝一日会出现太空比较土壤学。土壤具有肥力，能生长植物，有土斯有粮。而万物土中生，“土壤是生命

之源”，凸显出土壤是地球陆地生命发生、进化和演化延续发展的根基。 

特色之三，通过纪念邮票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艺术性和世界性的特点，清晰、完整地展现了土壤科

学发展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或活动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物，是本新著最出彩之处。 

特色之四，人们需要认识土壤、理解土壤和保护土壤，“保护土壤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人地关系理念

表达了最强音。保护土壤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共同事业，需要合作，这是本新著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与

自然和谐共处”是中华儿女血脉中流淌、延续和代代相传的传统理念与智慧。对大地土壤母亲的眷恋、讴

歌和敬重之情不仅在诗人的诗歌和名人的名言格句中，更多出现在乡愁中，游子不问身处何时何地，都不

会忘记他出生的“黄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有的选择了“落叶归根”返故地。而农民对土地的热

爱、呵护和感恩之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他们代代养护着土地，才使得利用数千年的中华大地的土

壤得以持续不衰。 

因而，本新著的确是一部值得推荐、细细品读和欣赏的优秀科普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