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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评论者，通常应该通读过所评论的书籍；或者，对于类似百科

全书的大型著作，至少应该认真地读过其中的某些章节。在此，我坦承：我只读过本书中20页

左右的英文序和目录。因为只有这些页是用英文写的，其他的1700多页都是中文。我虽然在中

国进行过多年的野外工作，但很遗憾地，我并不懂中文。 

因此，您可能会问，这个书评有阅读的意义吗？我肯定地告诉您，有。野外工作经验以及

与中国同事间的合作，使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沉积学是多么地有吸引力和丰富多彩。毫无疑

问，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你能想象到的沉积现象都可能有。而本书恰是一部涵盖了所有这些方

面研究成果的先进著作，其价值应足以引起我们关注。 

不仅如此，本书的英文序十分全面，很好地阐述了本书的结构、内容和组织思路。同时，

除中文目录外，本书还提供了详细的英文目录，使读者能快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章节以及相

应的图件。至于本书的缺点，我认为主要是它的图名及图注只有中文而没有英文。如果能同时

列出英文图名及图注，那就更好了。然而，这一缺点也只是相对的，正如我们所见，有哪一本

沉积学的英文著作是为广大的中国读者考虑而列出了中文图名及图注？ 

然而，如果将来有人敢于编辑本书的第三版（第二版的编辑出版花了整整4–

5年时间！对于如此一本巨著，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吃惊。），我强烈建议出版社增加英文图名及

图注，如有可能，还希望给每一章增加英文总结。这样做，本书的页数并不会增加很多，也不

会花费太多的力气。 

中国的沉积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对他们而言，本书的出版，显然是一大幸事，这多亏了本

书主编冯增昭教授的不懈努力。冯教授是著名的沉积学家和古地理学家，虽然已88岁高龄，但

他退而不休，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所有材料的收集和组稿工作。通过与冯教授的亲身接触，

我可以确信，他不仅将所有材料完美地整合入本书的合理构架之中，而且完成了所有文字的实



质性编辑工作。正如序言所述，所有章节都经过 3–5 

次修正，有的章节甚至多达十余次。因此，我再次重申，虽然我没有能力阅读本书的全部内容

，但是，我相信它们在科学意义上是正确的并且是与时俱进的。本书值得整个沉积学界和大学

图书馆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地学家遍布世界，他们在异国的大学也可以通过学习本书，将

沉积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 

以上所述，仅是我自己对本书的印象和体会。那么，是否有证据证明，本书是一部高质量

的著作？答案是肯定的。以目录为例。本书分上、下两册，共 3 编 

30章：第一编，沉积岩石学；第二编，沉积环境；第三编，沉积矿产。这 3 

编又各含若干章。第一编沉积岩石学含10章：（1）碎屑岩岩类学；（2）碎屑岩成岩作用；（3

）碳酸盐岩岩类学；（4）碳酸盐岩成岩作用；（5）白云岩；（6）黏土岩；（7）火山碎屑岩

；（8）硅岩；（9）黄土；（10）震积岩——

沉积岩中的古地震记录。第10章内容略有松散，但考虑到目前这一主题的热点性，将其独立成

章，我认为正好完善了本著作涵盖领域的全面性。第二编及第三编目录从略。 

各章又细分成若干节。现以或许是中国最有名的沉积物——

黄土一章为例。这一章包括5节：（1）概述；（2）中国黄土的分布与黄土地层；（3）中国黄

土的粒度、矿物及主量元素；（4）黄土的沉积作用与现代沙尘 

暴；（5）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古土壤序列与古气候。章末列出了本章引用的参考文献。上述 

5节又再次细分。例如，最后一节是关于著名的中国黄土高原，它分成了以下 3 

个亚节：（1）古气候指标；（2）黄土—

古土壤序列的长期古气候记录；（3）末次间冰期以来的古气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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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及其各节的内容都有类似的划分。由此可以推断，全书各章节的主题均有全面细致的探讨。

我从未见过如此详细地研究某特定地区的区域沉积学的书籍，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沉积

学了。我虽然不懂中文，但是我浏览了全书，翻阅了其中的众多插图。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件

很愉悦的事情。假如是中国的地学家来阅读本书，想必他们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无上乐趣。考虑

到本书的价值，其售价是很便宜的。建议每个懂中文的地学家能购买本书。也建议有关的大学

图书馆能购买此书。这样，不仅可以告诉广大的非中国的同事和同学，有这么一本宏伟精美的

著作，更可以告诉他们，在他们并不熟悉的国度中，竟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沉积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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