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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已有150年，但它依然深深影响着现代科学研究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雀 

  

达尔文的遗产：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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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HMS Beagle）双桅帆船载着26岁的达尔文开始了伟大的发现

之旅 

 

1835年，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HMS Beagle)

双桅横帆船来到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时，他并未过多留意那些如今与他名字密切相关

的鸟类，他甚至错误地把一些小鸟当作蜡嘴雀(grosbeak)，其中就包括如今的“达尔文雀”

(Darwin’s finche)。回到英国后，鸟类学家兼画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为“小猎犬号”带回的

鸟类标本制作详细图解时才发现，达尔文眼中的“蜡嘴雀”，其实属于不同的雀科种类。 

 

从古尔德的工作中，达尔文这位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逐渐明白，雀科鸟喙的大小是经过几代改变，

才得以适应不同岛屿上植物种子和昆虫的体积差异的。1839年，达尔文回到英国后，发表了《小猎犬号

航海记》。他在书中写道：“看见在这样一小群有着亲密关系的小鸟中，居然存在这种渐变特征和结构

上的多样性，任何人都可能会想到，它们是由这座岛屿上最初的几只小鸟发展而来的——同一种群的小

鸟经过不断‘改良’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终端’。” 

 

大约20年后，达尔文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对雀科鸟类适应不同岛屿环境方式的理解，整理成为一

套完整的进化理论，着重强调了自然选择的力量——正是它确保优势性状能在种群内代代相传。多年

来，虽然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批评家们总在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观点，但这套理论却像一把钥匙，开

启了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生物学家仍在寻找能合理解释自然选择如何在分子水平

上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影响新物种形成的实验依据。 

 

人们对进化(往往是为什么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的思考已有悠久历史，甚至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时

代。18世纪和19世纪，很多科学家都提出过关于生命如何进化出来的猜想，其中就包括达尔文的祖父伊

拉斯谟·达尔文。 

 

19世纪以来，达尔文进化论是首个能经受科学界严格检验的理论。当代科学家配备有精密摄像设

备、高性能计算机和DNA取样工具，与当年“小猎犬号”上的设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而他们的研究

也证明了达尔文理论的正确性。今天，不论是生命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还是法证科学类的应用领域，

都与达尔文相关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全世界都在庆祝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物种起源》

出版150周年的原因。 

 

达尔文进化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其他重要理论体系一起，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支柱。正如哥白尼

推翻“地球中心说”一样，达尔文理论否定了人类主宰自然世界的说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

的进化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J·阿亚拉(Francisco J. Ayala)用“没有设计者的设计”生动地解释了

自然选择学说，同时一语双关地嘲讽了某些神创论者对进化论的刻意抹煞。阿亚拉在2007年写道：“达

尔文彻底完成了哥白尼式革命：他为生物学带来全新概念，将自然世界看作一个运动中的有序物质体

系——人类不需要借助任何超自然力量，就可以解释这个概念。” 

 

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150年后，他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仍然显著影响着当今世界：世界上的众多学

术著作都由《物种起源》衍生而来。这些“遗产”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进化论经历了怎样的巨

变：早期理论已与基因科学融为一体。对于达尔文和他之前的科学家而言，基因科学或许是个超乎想象

的研究领域。 

 



环球之旅 

 

与所有才华横溢的天才一样，达尔文自有一套行事方式。小时候，他在学业上并无超人一等的表

现。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一个富裕的乡村家庭。少年时期，他是个不爱学习，讨厌上

课的普通学生(和爱因斯坦很像)。后来，他遵从父亲的期望考入一所医学院，但由于不愿解剖尸体，没

能完成学业。与此相反，在狩猎时，达尔文很喜欢捕杀鸟类和小动物——观察野生动物和收集动物标本

是他给自己布置的任务之一。 

 

眼看着儿子一事无成，父亲罗伯特·达尔文(Robert Darwin)非常失望。无奈之下，他只得命令达

尔文去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学位，以便能加入牧师行列。在大学里，达尔文的一些想法被神职人员认为是

对宗教信仰的亵渎，但幸运的是，他最终勉强毕业了。 

 

当“小猎犬号”考察船向达尔文发出邀请时，尽管遭到父亲的竭力劝阻，他仍欣然接受。就这样，

达尔文以一名博物学家的身份，跟随“小猎犬号”开始了长达5年的环球之旅。对于达尔文，这段经历

是他受到的“第一次真正训练，或者说思想教育”。环球旅行为达尔文提供了深入自然的机会，也让他

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进化论思想便是由此成形的。 

 

航行途中，达尔文有过多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在巴西，他找到大量物种以及相关化石，比如在距离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面约640千米处发现了巨型树獭化石，这使达尔文开始思考物种是怎么灭

绝的；阿根廷草原上的牧民对当地土著人的杀戮，让他看到人类也具有动物般守卫领土的原始冲动；在

酷热难当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尽管只逗留了短短5周，当地地理条件却让他有机会思考，相邻小岛上的

海龟或知更鸟的亲缘关系到底有多亲近，它们是否源自同一祖先？ 

 

达尔文完全没意识到，他已踏上一段彻底改变生命科学的旅程。虽然在57个月的环球航行中，达尔

文没能像1905年的爱因斯坦一样，接连发表关于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以及其他主题的重量级论文

(1905年被称作爱因斯坦的“奇迹之年”)，但他带回的“宝藏”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大型数据库：

368页动物学笔记、1,383页地质学笔记、770页日记、1,529个保存在酒精瓶里的物种标本、3,907个风

干的物种标本，这还没算上从加拉帕戈斯群岛捕捉的活海龟。 

 

1836年10月，“小猎犬号”返回英国。达尔文的书信和一些标本开始在英国科学界流传，不少科学

家已把他看作同行。学术界的认可更坚定了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他完全将父亲的期望抛在脑后。回国后

不久，达尔文便和表姐艾玛·韦奇伍德(Emma Wedgewood)结婚，搬到一处乡村住所——对于他的研究而

言，这里的花园和温室简直就是天然实验室。另外，得益于殷实的家底，达尔文能轻松维持生活与研

究。不幸的是，“小猎犬号”启航后不久，达尔文就患上不明疾病，头疼、心动过速、肌肉痉挛等症状

总是挥之不去，反复无常的病情打消了他再次出海远航的想法。 

 

进化论的诞生 

 

19世纪30年代末，达尔文开始著书阐述自己的理论。为了确保证据和论点无可挑剔，他在二十多年

后才将著作公开发表(达尔文急着发表《物种起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竞争对手阿尔弗雷德·罗素

·华莱士也准备发表相似的理论)。 

 

进化论的构建过程极为缓慢。读了莱尔的著作，达尔文接受了地质均变说的观点，并推测生物进化

也是如此：一个物种会衍生出其他物种。最初，一些具有进化思想的人也意识到生物体会发生改变，但

他们认为是一种“自然阶梯”(scalanaturae)式的改变：每个谱系的植物或动物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自

然产生的，初等生命会沿着向上的“阶梯”变得更为复杂，直至完美。 

 

但达尔文并不认同上述进化论，而是赞成“分支进化论”，即不同物种由同一祖先沿着不同路径分

化而来，这一点有悖于“新物种不会与祖先存在显著差异”的主流观点。达尔文回忆起，他在加拉帕戈

斯群岛上看到的3种知更鸟，很有可能是从南美洲一种知更鸟的近亲演变而来的。《物种起源》中惟一

的插图，就是达尔文所作的有许多分支的“生命进化树”。 

 

然而，要完善“生命进化树”这个概念，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进化是如何进行的？正是这个问题

促使达尔文产生了一个最具革命性的想法——自然选择学说。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达尔文了解到生物群体总倾向于迅速增长，从而导致资源缺乏。他对动物和

植物的繁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不时走访农贸市场并且收集植物图册。 

 

1838年，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当种群数量不断增长，它们所在环境的资源即将耗尽时，自然界自有

办法解决资源的供需矛盾，而不会像培育种牛的人那样刻意选择优势特征(最初，达尔文只和少数朋友

分享了这些想法)。在某个遗传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物种中，自然选择会“清除”一些优势特征较少的个

体——这就是阿亚拉所说的“没有设计者的设计”。另外，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群体长时间隔离(比如

一个在沙漠里，另一个在深山里)，他们很可能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且不能相互交配。 

 

1859年，华莱士撰写了一份手稿，部分内容与达尔文的结论雷同。迫于竞争压力，《物种起源》仓

促发表。该书的第一版是一份只有15.5万字的“摘要”，共印了1,500本，很快销售一空。读者的追捧

证明达尔文的论述通俗易懂，不像爱因斯坦的著作那样，“地球上大概只有3个人能看懂”。 

 

达尔文的晚年是在伦敦以南约26千米的唐恩村(Downe)度过的。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他仍在观察家

里的兰花和其他植物，不断探索自然选择现象。达尔文与世无争，从不为自己的理论作任何辩解。《物

种起源》的发表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神创论的拥护者至今还要求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里不能含有

与进化论相关的内容。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刻意避开了关于人类进化的问题，但在另一本著作《人类的起源》

(The Descent of Man)中，他提到人类起源于旧大陆的猴子。这个观点冒犯了很多人，漫画杂志因此创

作了讽刺漫画，把达尔文描绘成半人半猴的怪物。到了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堂兄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英国人类学、遗传学家)和其他一些人甚至开始批评，现代社会庇护“不适应环境”

的成员免受自然选择。这无疑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但从纳粹思想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流行文

化，类似的曲解和误用从未停止过。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还曾批评达尔文“宣

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但自然选择

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gemmule)从各种

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然选择学说才

被广泛接受。 

 

后来，现代进化综合论出现，扩展了进化论框架，并把自然选择学说与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理论融合起来。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

摇了。 

 

然而随后几十年，进化生物学的范围不断拓宽，科学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进化是否间歇性的

(一次突变发生后紧跟着一个较长的间隔期)？随机突变的出现或消失是否会改变生物的适应性？每一个

生物特征都是进化适应的产物吗？有些特征会不会是随机产生的优势特征的副产物？ 

 

进化生物学也将重审曾被我们否定掉的达尔文观点：作用于整个生物群体的自然选择可以解释生物

的利他特征。至于物种起源，单细胞生物之间经常交换整套基因组的现象是否动摇了物种的定义(一种

生物不能繁殖出另一种生物)？无休止的争论体现了进化生物学的无限生命力，也是达尔文留下“活的

遗产”的实际证明。 

 

(《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南方周末发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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