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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
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
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
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
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
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
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
，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
《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
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
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
污染问题呢？
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
代表团团长讲的)。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
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
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
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
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
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
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
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
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
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
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
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
验不足的。
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
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
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
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
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
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
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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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
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
代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
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
盼一个绿色的明天。
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梁从诫    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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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儿·卡森的代表作，也是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开头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并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
方位地揭示了化学农药的危害，是一本公认的开启了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它既贯穿着严谨求实
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是一本赏心悦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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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匹兹堡附近的泉溪镇，1932年获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生物学硕士学
位，1936～1952年在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调查署工作。
著作有《海风之下》（1941）、《我们周围的海》（1951）、《海之边缘》（1955）、《寂静的春天
》（1962）。
1963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1964年4月14日因患癌症病逝。
1980年被追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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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在少数情况下也可免遭这一药物的毒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硫磷及其他的本类药物
分解得相当快。
故与氯化烃相比较，它们在庄稼上的残毒是相对短命的。
然而，它们持续的时间已足以带来从严重中毒到致命的各种危害。
在加利福尼亚的里弗赛德，采摘柑橘的三十人中有十一人得了重病，除一人外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
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
橘林是在大约两周半之前曾用对硫磷喷射过的；这些残毒已持续了十六至十九天之久。
弄得采橘人陷入干呕、半瞎、半昏迷的痛苦中。
这一事例并非最坏的纪录。
早在一个月之前喷过的橘林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而且以标准剂量处理过六个月之后，柑橘的果皮
里还发现有本药的残毒。
对于给在田野、果园、葡萄园里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全体工人所造成的极度危险，已使得使用这些药
物的一些州设立起许多实验室，医生可以在这里进行诊断和治疗。
甚至连医生自己也会处在某些危险之中，除非在处理中毒患者时戴上橡皮手套。
洗衣妇洗濯患者的衣物时也同样会有危险——这些衣物上可能吸附有足以伤害她的对硫磷。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滴滴涕一样为公众所熟悉。
它被园艺工广泛地使用，还普遍地用于家庭灭虫、喷射蚊虫方面，以及对昆虫进行总歼灭，如佛罗里
达州的一些社区用来喷洒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
马拉硫磷被认为是此类药物中毒性最小的，许多人因此就臆断他们可以随意使用而无伤害之忧了。
商业广告也在鼓励这种令人宽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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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寂静的春天》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七年间陆续译为中文，开首几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环境地贡与健康》上登载，全书于一九七九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寂静的春天》一九六二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
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
，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你若有心去翻阅六十年代以前的报刊或图书，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
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
确实，在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中，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
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
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
蕾切尔·卡森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
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
《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
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森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
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蕾切尔·卡森一九。
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普林代尔，并在那儿度过童年。
她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二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
许多环境问题。
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我们的海洋
》。
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一九五八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斯的信，诉说她在自家后院饲养的野鸟
都死了，一九五七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消灭蚊虫。
这时的卡森正在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她决定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
起初，她打算用一年时间写个小册子，但随着资料的增加，她感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为使论述确凿，她阅读了几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寻找有关领域权威的科学家，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
系。
在写作中，她渐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的一个朋友也告诫说，写这本书会得罪许多方面。
果然，《寂静的春天》一出版，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首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难，指责卡森是歇
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
随着广大民众对这本书的日益注意，反对卡森的势力也空前集结起来。
反对她的力量不仅来自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也来自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
这些有组织的攻击不仅指向她的书，也指向她的科学生涯和她本人。
一个政府官员说：“她这个老处女，干吗要操心那些遗传学的事？
’’《时代》周刊指责她使用煽情的文字，甚至连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
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
卡森迎战的力量来自她对真实情况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她一遍又一遍地核查《寂静的春天》
中的每一段话。
许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她的许多警告是估计过低，而不是说过了头。
卡森本无意去招惹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但她的科学信念和勇气使她无可避免地卷入了
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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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阻力重重，但《寂静的春天》毕竟像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
由于民众压力日增，最后政府介入了这场战争。
一九六三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
该委员会证实卡森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
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
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一九六二年底，已有四十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
剂的使用。
发明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滴滴涕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的名单中彻底清除。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这场杀虫剂之争已过去几十年了；尘埃落定之后，许多问题变得明澈。
第一，虽然滴滴涕和其他剧毒农药已被禁产、禁用，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业也未因此而被
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
上继续发展。
当环境保护刚起步之时，我们常在“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的疑问面前犹豫。
在“经济—环保”这一矛盾面前，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才能扭转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寂静的春
天》及其后的一段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第二，虽然卡森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虽然一些剧毒农药被禁了，虽然尔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
施了，但我们的环境在整体上仍继续恶化。
每年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正由局部向大区域甚至全球扩展。
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
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
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
众意识的根本变革。
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推动了许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
统一正在上升为导引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矛盾。
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
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
社会组织还有什么功效呢？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突飞猛进的时代。
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星球上所出现的新思考中，全球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
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
如今，卡森的思想正在变成亿万人的共同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觉醒正为人类社会向新阶段迈进做好准
备。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这一跨世纪改革时的痛苦思考是共同的。
中国，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若解决得不好，中华民族将会经
历更深更苦的磨难。
这是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关切和忧虑。
    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修订当初翻译时未能深刻理解从而未能准确译出的地方。
除改错外，早先被略过的原作者的话、致谢、参考文献等都在新版中补齐。
西安外语学院的高万钧先生协助翻译了本书第三章，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吕瑞兰  李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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