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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这是全人类共同关注

的永恒话题。这里的“我们”不仅仅指人类，而是指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地球

有大约46亿年的历史，生命在地球上诞生至少有38亿年，其间，生命发生了

无数的故事才造就了今天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但对于地球上生命的过去，很

多人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亲眼看到曾经的地球，但幸运的是，化石里藏着那些

逝去的远古生命留给我们的“密语”，它们书写着地球曾经的模样。古生物学

家透过层层叠叠的地层及地层中保存的各种化石，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看

到了曾经的沧海桑田和波澜壮阔的海陆变迁，也看到生命为了适应环境获得

生存而在代代相传中不断演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是国际三大古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

所里的很多古生物学家是相关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他们在繁忙的科研之余，

将科学普及作为自己的责任。由戎嘉余院士领衔，20余位古生物学家基于

各自研究领域深耕数十年的科研成果和曲折、坚韧的发现故事，将38亿年的

漫长时光浓缩在了一本科普图书里，这就是《化石密语》。

这是一本有思想深度的科普图书，通过阅读可以领悟科学大师关于生命

演化的独到见解。《化石密语》要讲述化石和生命演化的故事，自然离不开达

尔文的演化论（进化论）。演化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科学，也改

变了人类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

说起达尔文的演化论，人们似乎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对于演化论的理

解真的科学吗？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从简单到复杂”是生物演化的必由之

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那么“适者”就是“强者”“优者”，“弱者”必然被淘汰；

人类是地球生命的主宰、万物之灵；生命的演化要不断进步、趋于完美。戎嘉

余院士在本书的开篇，从一位古生物学者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演化

论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他让我们了解到很多生命长期处于简单状态（如

蓝细菌），甚至由复杂向简单演化（如寄生虫）；地球历史上弱者逆袭的例子并

不少，人类只是经受天择考验的无数物种中的一个，物种之间是平等的，无所

谓低等和高等。在生物界，退化的性状并不鲜见，而

追求完美难以做到，也未必最好……戎院士还呼吁

人们摈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坚守“地球生命共同

体”的理念。

只有正确地认识了演化论，我们才能对书中即

将介绍的化石知识以及生命演化史中的各种生物有

更深刻的认识。而阅读完本书后，我们又会对戎院

士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本书运用融媒体的形式，展现了一幅跨越38

亿年的生命演化长卷。翻开《化石密语》，生命演

化历程的画卷就在手中徐徐展开。它像一份“导

游图”，带领我们开启了“穿越地质时空的发现之

旅”。于是，我们看到了生命可能诞生在“温暖的

小池塘”或海底的“黑烟囱”；寒武纪的生命大爆

发，让几乎现今所有动物门类的祖先来了一次“集

体亮相”；海洋里的植物和动物克服重重困难，先后

吹响了进军陆地的号角；最早征服蓝天的昆虫演化

出高超的生存本领，成为如今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动

物类群；飞向蓝天的恐龙解锁了新技能，成为后来

掌控天空的鸟类；一些登上陆地的动物又回到海洋，而与恐龙同时代的海洋霸主鱼龙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

了解了生命在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有趣的演化故事之后，古生物学家又

让我们看到了数亿年间生命经历了怎样的五次大规模灭绝事件。生物大灭绝是生物圈的“新陈

代谢”，如白垩纪末大灭绝终结了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时代，却为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登场提供了

机会。本书展现38亿年生命演化历程的线索，与同类书相比非常新颖，也降低了理解的难度。

在古生物学家的笔下，远古世界多姿多彩又妙趣横生。他们还通过300多幅珍贵的化石图

片和基于化石证据“复活”的古生物绘图，以及亲自录制的近百个高清科普短视频，进一步拉近

了科学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的努力下，古生物学理论不再成为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

望而却步的深奥学问。

本书见证我国古生物学的百年发展，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孜孜以求的科学家精神。在我

国，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展研究，起步并不早。但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笃志践行、接续奋

斗，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研究成果，其中的大多数却并不为公众所知。古生物学家

在《化石密语》中聚焦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大多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和参与的，这些见证了我国

古生物学从薄弱到走在世界前列的百年发展历程，增强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但科学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如书中就讲述了中国几代科学家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三峡地区苦

苦寻找埃迪卡拉化石的艰难过程。在科学家的故事里，我们不仅了解到古生物学研究的方法，

还真切地感受到我国古生物学家的魅力风采和孜孜以求的科学探索

精神。我们相信，弘扬科学精神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单纯地

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而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

《化石密语》是一本“大家写的小书”，它将高端的前沿科学研究

成果成功地转化成了优质的科普资源。书中传播的科学思想、普及

的科学知识、弘扬的科学精神、倡导的科学方法，都将提升人们对古

生物学的兴趣，更多地关注与我们人类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陶冶科

学情操，从而促进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油画《最后的道钉》（Thomas Hill，1881年），
纪念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于1869年贯通
合拢的这一重要历史时间节点。中间手持铁锤
站立者为Leland Stanford，当时任中央太平洋铁
路公司总裁，后来创办了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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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500余幅绚烂夺目的
图片，以前沿的科学数据和探索进
展、全新的视觉图鉴呈现形式、突破
性的星系宏观视角，提供了一个新奇
而宏伟的宇宙视野，用细节展示银河
系和遥远的宇宙。壮观的星空图片结
合专业的图文解说，在本书的带领下
我们纵览银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见证恒星的诞生、演化和死亡的
惊奇的一生，在已知的宇宙中通过对

系外行星的惊鸿一瞥，来继续探索星系，寻找生命的新疆域。

【西】伊格纳西·里巴斯 著
2020年9月出版

《宇宙全书：国家地理新视觉指南》

宇宙中许多天体所发出的大部
分光是肉眼无法观测的，它们所发射
出的 X射线也难以被其他类型的望
远镜探测到。作为NASA四架大型空
间望远镜之一，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
是有史以来功能非常强大的 X射线
望远镜，借助独创的镜面以及灵敏的
探测器，我们才得以观测到宇宙中的
许多高能事件。本书展示了钱德拉
历时 20年探索宇宙的成果记录，介

绍了壮观而鲜为人知的自然现象的发生原因和天文学知识。

【美】金伯利·阿坎德 著
2021年2月出版

《NASA深空探索：钱德拉X射线天文
台20年全记录》

■好书推荐·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球是一个有着46亿年历史的美丽星球，它

是我们生存的家园，也是目前唯一已知有生命存

在的星球。在地球46亿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

命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绚丽，从新生到毁灭，并伴

随着全球性的气候事件、大规模的地质构造运

动、火山喷发等。这些地球的故事有的精彩纷

呈，有的恐怖惊悚，但故事的细节和演绎过程大

多记录在不同时代的地层中。这些地层就是记

录地球历史的一部“石头天书”，而“金钉子”就是

标记这部“石头天书”的“书签”。

什么是地层“金钉子”？“金钉子”有什么重要

意义？各个地质年代建立的“金钉子”是什么？

“金钉子”建立的过程中有哪些故事？在《地层

“金钉子”：地球演化历史的关键节点》（以下简称

《地层“金钉子”》）中，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金钉子”的源起

1869年 5月 10日，美国东西向铁路建设贯

通，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从西向东修

建）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从东向西修建）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专门用18K黄金打造

了一颗铁路道钉，并在数千人的见证下，在合拢

地——美国犹他州的突顶峰隆重地、象征性地将

该钉子铆入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横穿北美大陆

的铁轨的最后一条枕木中。

随着地质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了更加深刻地

认识地球的本质，也为了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国际

交流，人们将地球历史划分为若干个断代，而每

一个断代，在全球各地都具有相似或迥异的地质

记录。因此，为了更好、更精确地探讨地球历史，

人们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时间框架和年代地层

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我们需

要在地球上一个特定的地方确立一个标准，以便

在其他任何地方讨论这一特定时间段的地质事

件及相关科学问题时，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

这个参考的标准就被称为全球年代地层界线层

型 剖 面 和 点 位（Global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缩写为 GSSP），也被称为“金钉子”。

之所以被称为“金钉子”，是国际地层委员会

借用金钉子的珍贵价值和特殊含义，来喻指地质

记录中特殊的节点及其重要的科学价值。“金钉

子”一旦确立，全球独一无二，是全球对比的标

准。因该界线具有公认的权威性，是国际地学界

深入探讨相关科学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共同标准，

所以“金钉子”也被称为国际地质界的金牌，是地

质学研究的至高荣誉。

国内外第一部全球“金钉子”全书

地球生命的奥秘就保存在层层岩石中，而在

进行地层学研究时，专家往往专注某一个地层年

代进行研究，比如研究奥陶纪地层的专家，可能

对侏罗纪地层了解不深。但是从地层学研究的

整体出发，要出版一本能够包罗各个地层年代信

息的图书，就需要汇集研究各个地层的权威专

家，这是难点之一。

自1972年在捷克布拉格市的西郊建立第一

个“金钉子”后，世界各国都在为将“金钉子”建立

在本国而努力。目前全球共计107个“金钉子”，

已经建立了77个，有11个在我国，其他的都分布

在世界各地。我国地貌广布，各年代的地层信息

较为完备，出版一本涵盖全球“金钉子”的图书，

对于我国争取未定的30个“金钉子”具有重要的

意义。国外的“金钉子”信息，需要执笔专家具有

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这是难点之二。

基于此，要出版一本纵览全球“金钉子”的图

书，可谓困难重重，所以这类书籍长久以来是出

版界的空白。本书的两位主编詹仁斌和张元动

是享誉世界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也是多个

“金钉子”的主要研究骨干。在两位主编的组织

和带领下，本书集结了一大批我国乃至国外最优

秀的、目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

中青年研究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国内外各大科研

和教育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北大学、贵

州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加拿大

圣弗朗西斯大学、捷克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

位。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一大批国外相关专

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别是许多断代的“金钉

子”研究的主要科学家，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C.

Scotese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J. Miller教授、

德国自由大学J. Maletz教授等。

一部中国地质学的辉煌奋斗史

1972年，第一个国际“金钉子”被确立在捷克

布拉格市的西郊。自那之后，国际地层委员会的

下属各分会把遴选、确立各个断代内的地层“金

钉子”作为工作重点，在全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金钉子”热潮。因为是“国际标准”，各国地学

工作者都希望把这样的标准建立在自己国家，都

千方百计地抢占这一科技制高点。“金钉子”的确

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地学研究水平的体

现，因此存在着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中国在

随后的近20年里，一直没有任何突破。

1991年，第六届国际奥陶系大会在澳大利亚

召开，会上成立了一个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陈旭研究员为首、包括美国和澳大利

亚等国专家的国际界线工作组，集中了该领域全

球最优秀的专家，研究论证在我国“三山地区”确

立奥陶系内一个“金钉子”的可能性。

“三山地区”是指浙江和江西交界的“江山—

常山—玉山”地区，当时还是浙江最落后的地区，

交通闭塞，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当年课

题组进行研究的黄泥塘剖面，正如它的名字一

样，一到下雨，到处都是泥泞的黄泥，一踩就是一

个泥坑。研究人员常年借住在村里的老乡家里，

中午在路边就着白开水吃个午餐，再继续下午的

化石采集和剖面清理工作。可以说，建立的过程

困难重重，异常艰辛。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

于在1997年，在浙江省西部的常山县黄泥塘剖

面，建立了奥陶系达瑞威尔阶的底界“金钉子”，

这也是我国的第一个“金钉子”。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地学工作者认识到中

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层古生物资源优势，中国学

者通过勤奋和努力所取得的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也逐步被国际同行认可，陆续有更多的国际地层

“金钉子”被确立在了中国，如浙江长兴“金钉子”

远古世界景区地层就建立了两枚“金钉子”，分别

是二叠系长兴阶底界“金钉子”和三叠系印度阶底

界“金钉子”。目前，在全球的107个“金钉子”中，

已经确定了77个，其中有11个在我国建立，数量

居全球首位，凸显了我国地层学的综合研究实力。

纵观全球地质学的研究进展，《地层“金钉

子”》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介绍全球“金钉子”的学

术著作，反映了迄今全球“金钉子”的研究进展，对

于我国乃至世界地层学研究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倾听地球的脉动倾听地球的脉动，，述说生命的传奇述说生命的传奇
——《《地层地层““金钉子金钉子””：：地球演化历史的关键节点地球演化历史的关键节点》》 □□蔡晨露蔡晨露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罗章莉罗章莉

本书共包含11大类、170多种恐
龙和 238种史前生命，除恐龙之外，
也对其同时代及前后时代的远古生
物进行了介绍。书中不仅配有大幅
彩色的恐龙复原图，还为每种恐龙建
立了详细档案，包括它们的分布地、
拉丁学名的含义、生活的年代、主要
分类、体长、体重、化石产地、与1.8米
高的成年人的体型比较等。同时，还

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对恐龙知识进行了及时更新，
打破我们对恐龙的固有认识。

【美】史蒂夫·帕克 著
2021年4月出版

《恐龙全书：世界恐龙完整指南》

作为近代地理学开山之作，
本书荟集了 19 世纪风靡一时的
比较地理绘图，呈现了科学与视
觉的双重特性。书中的绘图为斯
坦福大学大卫·拉姆齐地图研究
中心所珍藏，科学测量与想象创
作完美结合，山高、水长的数据得
以直观展现，满足了人们对视觉
对比的需求。丰富的地理信息融
入绝佳的艺术表现力，使绘图兼
具审美和收藏价值，带来赏心悦
目的视觉盛宴。

【法】让-马克·贝斯 菲利普·格朗
吉尔斯·帕尔斯基 著
2021年8月出版

《斯坦福大学奇幻地理：科学、艺术
与想象》

本书是BBC与英国开放大学联
合打造的面向大众的天文科普作
品，涵盖宇宙生灭、天文观测、太空
探索、高能事件、地外生命等主题，
梳理人类认识和探索宇宙的历程。
作者实地探访大型科学仪器及科研
项目，拜访多位一线科学家，带来前
沿的研究成果。书中精选大量科学
照片，穿插诸多翔实的档案资料，以
手绘形式展示多种科研仪器的结构
组成。针对一些深奥的科学原理，

进行简单直观的实验演示，是适合所有人的宇宙通识课。

【英】亚当·哈特-戴维斯 保罗·巴德 著
2021年9月出版

《BBC宇宙入门：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美】迈克尔·S.斯威尼 著
2021年10月出版

《大脑全书：认知和自我提升的科学》

随着绘图等技术的进步，折
线图、饼状图已成为经济生活中
数据分析的标配，创造性的投影
绘图技法，结合深海探测数据，
将海底世界呈现在眼前。本书
收录了 200 余幅来自斯坦福大
学、大英图书馆等收藏的不同时
期的珍贵地图，涵盖河流与海
洋、城市与地景、冲突与危机、经
济与社会、科学与世界观、艺术

与想象等各个主题。每幅图都配以详尽的解释文字，透过它
们可以俯瞰人类生活的全貌，纵览历史变迁。

【英】贝齐·梅森 格雷格·米勒 著
2021年11月出版

《透视世界：国家地理万物地图》

本书是一部聚焦宇宙前沿的
科普作品，从恒星的命运轮回到宇
宙波澜壮阔的终极宿命，广泛涉及
虫洞、相对论、量子力学、多重宇宙
等理论，科学梳理了人类认知和探
索宇宙的历程，并对宇宙的本质议
题给出了解答。作者立足深厚的
学术功底，用生动的语言和示意图
对晦涩抽象的宇宙理论进行细致
阐述，解释诸多宇宙难题。全书配
有大量精美照片，带我们一览宇宙
深空的壮美图景。

【英】约翰·格里宾 著
2022年2月出版

《BBC宇宙的本质：夜晚的天空为什
么是黑的》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铁路的这颗道钉，现
保存在斯坦福大学。 张元动 供图

我国第一个地层“金钉子”——奥陶系达瑞
威尔阶的底界“金钉子”实物（未钉入地层前）

蔡秀伟 摄

本书内含众多有趣的真实
案例和丰富的图表，生动形象地
介绍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包括
大脑的发育方式，情绪如何被记
录，人如何在大脑的控制下完成
复杂操作，大脑会随着年龄的增
加发生怎样的变化等。书中解
释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未曾
了解原理的生活现象，并提出了
很多护脑以及提升大脑机能的
建议。通过探寻大脑运作的底

层逻辑，能够更好地认识大脑，挖掘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