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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岗岩：地球动力学意义》共分10章，第一张是全书的引子，笔者删繁就简，将纷繁复杂的花
岗岩研究归结为两大主题：一是花岗岩自身性质的研究，二是花岗岩功能的研究。
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并不难，难的事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本书部分内容已见诸于杂志，如第 2、7、8、9章以及第5章的部分内容，有些是有几篇文章合并而成
的，收入本书时对原文作了部分修订，有的增加了较多的内容（如第9章），其余未发表过（第1、3
、4、6、10章）。
本书内容广泛，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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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旗、李承东所著的《花岗岩——地球动力学意义》共分10章。
第1章是全书的引子，笔者删繁就简，将纷繁复杂的花岗岩研究归结为两大主题：一是花岗岩自身性
质的研究，二是花岗岩功能的研究。
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并不难，难的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揭露复杂现象的简单本质，是科学的至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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