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达尔文到威尔逊

——两位博物学家的故事

周忠和



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

这里的“history”并没有历史的含义

Natural history主要指的是对自然的记述、系统的解释

（description or systematic account）

博物学家 Naturalist



著名的博物学家

亚里士多德

大约在17世纪才有了博物学家这一称谓，而到了19世纪，经典的博物

学家大量涌现，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了巅峰；也是在19世纪，博物学

不仅催生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学科分支，同时也深刻

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博物学如今多被看着是一个“过时”

的学科，但博物学的跨学科思维仍有重要的意义。

拉马克林奈 华莱士 达尔文洪堡 欧文 法布尔布封



中国的博物学家

沈括郦道元 徐霞客 丁文江李时珍 竺可桢

气象学、地理学等地质学、地图学、

人类学等



他们也是博物学家

牛痘疫苗的发明人——詹纳

昆虫学、气象学等哺乳动物、鱼类、鸟类、植物、化石等

遗传学之父——孟德尔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

物理学、数学、气象学、海洋学等



从达尔文说起



生物学家达尔文

1846年—1854年，专心致志地研究海生甲壳类节肢动物———藤壶，     

完成四卷专著，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金奖

达尔文雀

1838年—1843年，编纂五卷巨著《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动物志》



地质学家达尔文

《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1842年)

《火山岛屿的地质考察》(1844年)

《南美洲的地质考察》 (1846年) 

1859年被伦敦地质学会授予英国地质

学界的最高奖励——沃拉顿斯奖章 
加拉帕戈斯群岛

珊瑚礁



达尔文与古生物
采集的化石 

箭齿兽

大地懒

他对南美古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启发了他对地球
历史上生物灭绝现象以及物种可变性的正确理解



达尔文思想三部曲

《小猎犬号航海记》——《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18591839 1871

达尔文为整个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并

因此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启蒙思

想家之一。

老年达尔文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

《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群

的物种起源》



本书第一版问世前，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

绪论
第一章        家养下的变异
第二章        自然状态的变异
第三章        生存斗争
第四章        自然选择
第五章        变异的法则
第六章        理论的诸多难点
第七章        本能
第八章        杂种现象
第九章        论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
第十章        论生物在地史上的演替
第十一章     地理分布
第十二章     地理分布（续）
第十三章     生物的亲缘关系：形态学、胚胎学、发育不全的器官
第十四章     复述与结论

《物种起源》的内容

内容涵盖：博物学、地质

学、古生物学、生物学、

生态学、生物地理学、胚

胎学、行为学等。



《物种起源》的核心知识与思想

生物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机制，前提条件是可遗传的变异

虽然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人意识到演化的存在，但正是他首先以精细的观察和

严密的推理证明了演化事实的存在。

                   ——龙漫远

具有影响生存与繁殖能力，以及可遗传差异的个体



进化思想的萌芽

达尔文之前，法国的拉马克（1744—1829）是最重要的进

化论者。他认为生物是进化的，但机制搞错了，犯了直觉的错

误。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还在犯一样的错误。

科学很多时候是违反直觉或反常识的

● 生物变异是环境变化所诱发的 

● 环境变化所诱发的变异是可遗传的 ？

● 简单的生命形式不断自生并自动向更高级形式发展
拉马克



达尔文与拉马克的主要区别

拉马克：环境诱导变异；生物主动适应环境

达尔文：变异是内在的；生物被动适应环境



达尔文主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

——龙漫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公众对进化论的常见误区

进化=适者生存

生存斗争=弱肉强食

进化=进步

。。。。。。

除了混淆达尔文
与拉马克之外



常见的曲解 1——“适者生存”

强按到达尔文头上的标签

自从严复先生将进化论引进到中国，“适者生存”一词，就变得广为

流传，简直成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是很不准确的。

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与我们日程生活中理解的主动的“适应”不是一

回事，严格来说是被动的过程。或者说，是自然选择造就了适者。而且，

适应都是相对的，今天适应，明天或许就不适应；此处适应，别处可能

就不适应；因此，适应是一项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综合指标。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提出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把自然选择片面地解释为适者生存。达尔

文《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才把这一表述借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被学

术界普遍认为是一个败笔。

严复



常见的曲解 2——“生存斗争”

“我应首先说明，我是在广义与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生存斗争”这一名词

的，它包含着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含着

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维系，而且是其能否成功地传宗接代……沙漠边缘的一株

植物，委实可以说是为抗旱求存而斗争，虽然更恰当地说，应当把它称之

为植物对水分的依赖。”

      “在这几种彼此相贯通的含义上，为方便计，我使用了生存斗争这一普

通的名词。”
—— 达尔文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的重

要时期。太平盛世的英国社会思想开放，坚信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比较容

易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但也为“生物演化的不断进步论”埋下了伏笔。

然而，《物种起源》一书从未表达或暗示过生物演化是越来越进步的，这

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质上是不相符合的。

常见的曲解 3——“进化=进步”

说一种动物比另外一种动物高级其实是很荒谬的       

                                                              ——达尔文



现代综合进化学派

“新达尔文主义”



孟德尔（G. J. Mendel）开启的遗传学 

分离定律（Law of Segregation）

自由组合定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

父 母x

√



遗传学的发展

解释了达尔文无法理解的变异的机理问题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演化发生的随机性

摩尔根
賴特费歇尔 霍尔丹

1920s-1930s



“现代综合进化学派”的诞生 

自然选择＋遗传学＋古生物学

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 演化生物学家赫胥黎

辛普森（GG Simpson）－古生物学的贡献

1944



前苏联时期的李森科否定经典遗传学，推崇拉马克、米邱

林的获得性遗传，片面强调环境作用，使得前苏联的遗传学倒

退了几十年，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五十年代初我国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然而袁隆平先生具有

可贵的科学精神（特别是质疑精神），坚信孟德尔、摩尔根的

遗传学说，最终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伟大的成就。

历史的教训



“当代达尔文”威尔逊



Nature Science PNAS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BBC，AP 等世界知名媒体进行了报道与评论

博物学家 



1996年 被《时代》杂志评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

之一，《自然》评论他：“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美国国家科学奖、克拉福德奖、泰勒环境成就奖、

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奖章、两届普利策奖得主

工作狂，著作等身；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但对

很多人而言，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巨大的科学成就



威尔逊在他的自传《博物学家》中写道：

“每个孩子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而我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

从蚂蚁开始的科学生涯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1967

40岁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9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成为现

代保护生物学的基础，也推

动了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19901971

《蚂蚁之旅：科学探索的故事》

1994

《昆虫社会》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蚂蚁》



2020

威尔逊的首部

虚构作品

2010

《蚂蚁的故事》《蚁丘》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最后一章引发争议

“MAN: FROM SOCIOBIOLOGY TO SOCIOLOGY”

“人类许多社会行为（包括侵略性、自私性，乃至于性爱、道德伦理和宗

教等方面），都是源于对物种的生存有益，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筛选、保留

而演化出来的，这跟其他生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哈佛同行的反对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喜欢人性具

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

                           —— Wilson 1999



“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出版

的时候，是一个激烈的政治争论

时期，其中大部分与越南战争、

民权和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有

关。”

      在197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上

演讲时，威尔逊被贴上了“种族

主义和优生学”的标签，一位年

轻女士拿起一罐冰水从背后泼在

威尔逊的头上，还说了句一语双

关的话：

“Wilson, you are all wet” 

“泼水事件”

纽约时报报道该事件

—— Wilson



1995年，《社会生物学》被国际动物行为学会评选为继 达尔文著作之后：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著作



科学与人文的知识大融通



本书在社会生物学引发争议的背景下，从进化生物

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类的攻击、性、利他行为、宗教等

1978

“《论人的本性》研究了真正基于进化论对人类行

为所作的解释必定会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带来的影

响。”



1981

涵盖了广阔的知识领域：物理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

宗教、伦理与艺术等，力图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

建立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来解释人性的产生和本质

“文化来自基因，并且永远具有基因的痕迹”

1998



2016

“人文诞生于符号化语言。而人类仅凭借符号化语言这一种能力，

就将人类自身和其他物种鲜明地区分开来。语言与大脑结构共同进化，

将人类思想从动物大脑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创造力，并由此进入不受时

空限制的想象世界之中。人文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重要节点，从食植物

到食肉的适应性转化、狩猎、火的使用与制造工具，及至围篝火烤肉及

夜话时的“扯闲篇”（gossip） 和“讲故事”（storytelling）。”

   “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的大融合，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贞不二的盟友。”



2019

“Genesis: The Deep Origins of Society”

“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

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

   “演化史上的大转变：1.生命的起源；2.复杂（真核）细胞的出现；

3.有性繁殖的出现；4.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5.社会的起源；6.语言

的起源。”

    “在生物演化史上，每一次从较低的生物组织水平迈向更高的生

物组织水平，都离不开利他主义。”

“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800px-Hominin_evolution

我们从哪里来？

人属

沙赫人

地猿人

千禧人

南方古猿

能人

直立人

智人

180万年

30万年

百万年七百万年

尼安德特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Hominin_evolution.jpg


Bae et al. 2017. Science

30万年

20万年

？万年

现代人与尼人

尼人与丹尼索瓦人

现代人与丹尼索瓦人

我们从哪里来？ 来自古DNA的证据



在百年诺奖历史上，研究进化的学者第一次获得诺奖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现代欧洲、亚洲人含有2%

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PHOTOGRAPH] The picture shows Svante Pää虉bo, Ed Green, Adrian Briggs and Johannes Krause, who were involved in sequencing the Neandertal genome [Image courtesy of Max-Planck-Institute EVA] Breakthroughs of 2010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10/images/1216sp_boy_neanderteam_1024.jpg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认识生态系统的基础



1984 20011992

《亲生命性》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



“生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fe）”2008

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 2005



《半个地球：人类家园的生存之战》2016

“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一个奇迹，是值得我们拜读的漫
长而精彩的史话，是经过数千万年的挣扎最终出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赢家，是最优中的最优者，是其所生
存的自然栖息地中身怀绝技的专家。就象我们人类一
样，它们掌握着在所处生态系统中生存的独门绝技。”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2011. Nature 2020. PNAS

2021. Science



达尔文vs当代达尔文

• 研究领域从生物延伸到人类，并引起争议，

影响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

• 意志坚定，细心观察的博物学家，基于野

外考察的生物地理学研究，优雅的作家

• 学习思考过程中对宗教信仰的改变

• 都拥有强烈的好奇心



揭示了人类的“卑微” 身世

揭示了人类天性的“卑微”基础



揭示了生物多样性形成的机制

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逻辑基础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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