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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生》

前言

　　人与自然应该怎样相处？这事值得讨论。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和
繁荣景象，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态问题。过去开荒伐林、围海造田，向江河湖泊排放污水、废水，
都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直接地危及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只是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受到
严重威胁之后，才开始重视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懂得掌握生态学知识的重要性。虽说，生态
一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真正了解生态，服从自然规律，自觉保护环境的人，还是为数不多。　　
生态学知识自古以来就有，人们到野外去，了解野外的动物和植物，但那时候还没有生态学这个名词
，一般叫做地理学或者生物学。生态学这个名词原是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教授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因为
日本人翻译用的是汉字“生态学”，后来中国人就把它拿过来了，我们也就一直叫它生态学了。掌握
生态学是学会同自然相处的第一步。　　人与环境只有和谐，才能共存。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把地
球弄得很脏，搞得很乱，人类还能活下去吗？这一代活着，下一代水没有了，也没法呼吸空气了，还
不断子绝孙吗？　　过去常讲，人类改造自然。人类到哪儿去改造自然呢？自然包括人类啊！没有自
然哪儿来的人类？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呀！生活在这个空间里，也还是在地球表面。有说法认为将来
人类到别的星球去生活。可那在当前还是梦想，离实现还远得很呢。即使是到了别的星球，也得把环
境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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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生》

内容概要

《绿色人生》是由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组织的一本杂文诗词集，其大部分作者长期在海外从事生态
学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在书中，他们讲述了做研究的经历和做学问的心得；分享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与对人生的感悟；表达了对中国环境的忧虑和建议。
《绿色人生》语言生动真实，叙述娓娓动人。可供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的大学生、研
究生、科教人员、管理人员阅读，对关注中国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广大读者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优秀科
普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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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生》

书籍目录

杂论　略谈为学之道和未来之大学（邬建国）　中国经济质量与总量永续发展的基础（顾连宏）  　
从环境危机到民族危机（顾连宏）　回归大自然的心路联想（刘秦勤）叙事散文　梦想、机遇与成长
（缪世利）  　对Sino-Eco成立和发展的回顾（黄长志）　新英格兰·纽约·瑞士游随想（潘愉德）　
我的小区（李春芳）　月光虹（董全）  　与鸟儿分享你的情感——有感于皇家山的喂鸟活动（惠秀
娟）　魁北克枫糖节（木尼娜·克尤木）　飓风在佛罗里达登陆（古滨河）　难忘之旅——第87届美
国生态学会年会纪行（陈吉泉）　我在普莱尔山做火生态学研究（伍业钢）游记　东瀛摇篮之旅——
长滨的西村雅子（许人良）　暮春三月莺飞草长——Cosumnes河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春游记（黄长
志）  　在加拿大听狼嚎（董全）　尼罗筏漂（董全）　走进非洲——2005年非洲野外实验小记（王立
新）　死谷探幽（王立新）　黄金海岸的沉没——对加纳渔业的考察（林俊达）　新疆纪行（牟溥）
　撒哈拉沙漠探险——寻找失落的冈比西斯军队（陈吉泉）　格尔木，你从何而来？（彭伟  彭长辉
）  　广州宝墨园观鱼记（蔡晓敏）　沙漠绿洲旧貌换新颜——拉斯韦加斯泉源保护区（张志辉）科
普　合作探索中美两国之间有害植物的“互侵”之谜（奚为民 钱宏）　自然天敌被解除与外来植物的
入侵（刘虹）  　轮叶黑藻（古滨河）　减少氨气挥发，改善空气质量（刘国栋 李允聪）诗词　神州
生态诗选（肖笃宁）　海外生态诗词选（古滨河）　山水诗词选（许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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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生》

章节摘录

　　发展经济犹如建立大厦。一座建立在软泥上的大厦在外表上可能会与一座建立在磐石上的大厦相
媲美，但泥基大厦有随时倒塌的危险，而磐基大厦则可在各种扰动中巍然不动，因而具有持久的价值
。同样，一个经济体系能否具有持久性取决于它的基础。一个基础扎实的经济体系朝气蓬勃，有永续
发展的后劲；而一个基础薄弱的经济体系风雨飘摇，虽也会有昙花一现之时，但迟早会湮灭。　　那
么，如何建立一个基础扎实的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源泉是自然资源，包括可更新资源（如植被、水
、土壤等）与不可更新资源（如石油、煤、金属矿藏等）。可更新资源的更新速度通常都是非常缓慢
的，如利用过度则趋枯竭，而一旦枯竭则往往更新无望。不可更新资源是越用越少，用完即止。因此
，对自然资源的精打细算、尽心保护、谨慎利用，就成为建立一个基础扎实的、质量与总量齐头并进
的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然而，人类对这一必由之路缺乏深刻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经济
体系都是基于对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而当经济发展受到可利用资源的制约的时候，人们往往从战
争与移民中寻找出路。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走的都是这条路。　　中国何去何从？通过战争掳掠霸
占他人资源与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而大规模移民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
全世界可供人居住的地方都已经被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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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生》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错，还可以，值得一看。
2、基本可对Sino-Eco的大家们高尚的思想和将兴趣作事业的忙碌而悠然自得的生活管中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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