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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抒著《海洋与人类社会》 

于  谦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苏南京  210023) 

当今世界, 人类社会
发展与海洋环境变化的
关系日益密切, 海洋科学
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海洋科学教育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向当今的
大学生传授海洋学知识 , 
培养他们对海洋科学的
兴趣, 使他们更全面地理
解海洋在地球系统和人
类文明中的重要角色, 并
将海洋科学的观点融入
自身思考与解决问题的

实践之中, 正是当代海洋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 
秉承这一目标, 在“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使

命之下 , 高抒教授在南京大学面向全校各年级本科
生开设了《海洋与人类社会》通识课。自 2011 年开
课至今 , 本校理工文史各专业的十数届学生先后聆
教。开课伊始, 高抒教授就考虑将课堂内容写成一本
教材, 嘉惠后学, 历经十二载打磨, 方大功告成。书
名和课程名称完全相同, 也是《海洋与人类社会》, 
2023年底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与中外众多海洋学教科书不同, 本书鲜明地体现
了高抒教授个人的独特风格。高抒教授在课堂上侃侃而
谈, 分享自己从海洋科学学习研究中得到的兴奋与多
年来体会到的科学的优美, 引得学生置身其中, 心向往
之。而他所著即所讲, 字里行间和讲课一样充满感染
力。《海洋与人类社会》以有血有肉的文字, 为读者营
造了一处温暖而宽广的交流空间, 方正之间, 好似有一
个活生生的人将海洋科学的妙趣向你娓娓道来。 

本书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是全书的独特架构。全书共九章, 除去第

一章绪论,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第二至五
章 , 介绍海洋的基本特征与重要过程机制 , 包括地
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机制; 第二部分为第六章, 聚
焦海洋的长时间尺度演化 , 以及在演化进程中所形
成的各类资源; 第三部分由第七、八、九章组成, 联
系国际可持续发展框架, 讨论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与
气候变化的挑战与对策。第一部分虽是常规海洋科学
教材的主体, 对应海洋科学下的四大分支学科, 却只
占本书大约不到一半的体量。本书花了更多的笔墨探

讨“我从哪里来”与“我向何处去”的主要问题。第
二部分从地质历史的角度来看海洋 , 把地质学和海
洋学结合, 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这在一般
的海洋科学导论类教材中是不多见的。而第三部分就
“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探讨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框架下的“经济发展”“环境与生态保护”“应对气候
变化”三大任务。海洋学能在这三大任务中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 第七、八、九章逐一给出了详细的回答。 

其次, 读者可以注意到, 本书的写作受到了一些
畅销科普书籍的影响, 例如马克·科尔兰斯基的《鳕鱼
往事》与《盐的故事》。《海洋与人类社会》和它们一
样, 除了笔墨生动、明白晓畅之外, 书中各章内容也
相对独立, 但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适应了更广
泛的阅读需求, 读者因而不必从头读起, 而是可以按
照自己的兴趣切入, 一窥奥秘。 

本书另一个独特的地方 , 就是每章之后都有一
节篇幅不短的延伸阅读, 内容与正文相关, 但又相对
独立。在设计延伸阅读内容时, 本书有以下三方面考
量。第一, 引导读者关注经典文献。书中举了三个例
子, 一是奎年的《海洋地质学》, 二是斯托梅尔的《湾
流》, 三是克罗尔的《气候与宇宙学探讨》。本书介
绍了这些经典著作的要点 , 让读者在与先哲的对话
中, 感受科学进步、体悟科学精神。第二, 注重海洋
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例如, 第一章的延伸阅读介绍了
林肯·佩恩的《海洋与文明》, 强调了海洋和人类历史
发展的关系, 展示了海洋对人类历史上贸易、文化传
播、政治、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三, 
紧扣当前热点, 也就是“活着”的问题。第五章延伸
阅读的浒苔问题就是其一。自筹备 2008 年奥运会海
上项目起, 浒苔问题就是我国海洋环境的要事之一。
治理浒苔必须从海洋生物学和生态学原理入手 , 方
能治本。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指出 , 本书虽然是大学本科
通识课的教材 , 但是对地学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
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可以
站在海洋科学的高峰俯瞰相关分支学科 , 从容地省
思分支学科与海洋科学整体的关系 , 以及海洋科学
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拓展个人的研究思路。本书对于
各级管理人士 , 包括科技管理者和沿海地方行政管
理者, 也同样有益。相信读者自可运用海洋思维开展
管理实践, 造福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