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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前沿科技通俗读物《演化的

力量》（科学普及出版社），兴味盎然，颇

有感触。该书由戎嘉余、周忠和两位中

科院院士主编，邀请专业研究人员集体

讨论，由 10 位专家撰写。书中从古生物

学家的视角讲述“演化的力量”的故事，

除了对达尔文演化理论的基本介绍以

及对人类未来的畅想，还着眼于史前化

石的证据，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演

化的力量”的案例，生动形象地为人们

展现出一幅“漫漫地球史，悠悠沧桑变；

亿 万 生 物 种 ，演 化 在 世 间 ”的 瑰 丽 图

景。该书内容丰富、思考深入，语言生

动、轻松有趣，普通读者看不觉得深奥，

专业人士读也不会感到肤浅，称得上是

专业化与大众化有机结合的科普好文，

非常值得一读。

创造人类的是演化的
力量，不是神仙和上帝

这个基本观点和达尔文的故事早

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书中的讲述却引人

入胜，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开篇

的导语写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

哪里来？我们周围的花草树木、虫鱼鸟

兽，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有着怎样

的关系？这些问题曾困惑着生活在地

球上每个角落的世世代代的人们，也曾

有各种版本的解答广为流传。在我国

民间神话中，有关于盘古开天辟地、身

体各部化为万物的记载，也有关于女娲

仿照自己捏黄泥成人的传说。在西方，

《圣经》中描述，一位神力无边的上帝在

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先辈

流 传 下 来 的 创 世 故 事 常 常 深 信 不 疑 。

然而，在 160 多年前，随着一本名叫《物

种起源》的著作在英国问世，人们很快

开始相信：所有现在的生物都是由一个

共 同 祖 先 慢 慢 变 化 而 来 的 ，万 物 皆 亲

戚。这个全新的观念就是演化，它自此

不断颠覆着人类各方面的传统认知，直

至今日。

书中依据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

学，包括天体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

学和地球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基础理论

及世界最新科研成果，从约 100 亿年前

宇宙形成之初、产生构成生命的碳氢氧

等基本元素说起，简洁明了而又线条清

晰地讲述了地球生命一幕幕精彩而动

人心魄、漫长而辉煌的演化历史：约 38

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单细胞生物

（原核生物）诞生在海洋中。约 21 亿年

前，出现了藻类为主的早期真核生物。

约 5.2 亿年前，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早期

的海洋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鱼，有了

脊椎动物，拉开了生物多样化演化的大

幕。此后，经历了约 4.4 亿年前奥陶纪、

约 3.6 亿年前泥盆纪、约 2.5 亿年前二叠

纪、约 2.01 亿年前三叠纪和约 6550 万年

前白垩纪 5 次生物大灭绝事件。虽然遭

遇一次又一次巨大陨石造访、超级火山

爆发和极寒冰河时期等灾难，恐龙等无

数物种先后消亡，但地球生物的演化进

程从未停止，生命的顽强和蓬勃进化力

在每一次灾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地球

生物越来越丰富多彩。

泥盆纪灾变环境促使海洋生物登

上陆地、飞上蓝天，迈开了脊椎动物演

化的一大步。白垩纪使恐龙这样的庞

然大物消亡，却让灵长目生物有了更大

的生存空间，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海

陆空全面演化。到 6500 万年前的新生

代，鸟类统治天空，被子植物统领着森

林，哺乳动物开始主导世界，为人类的

出现准备着条件。到 2300 万~2500 万

年前，随着猴与猿的分化，与现代人类

有着更近亲缘关系的物种开始慢慢出

现。发现于非洲的最早的人属化石（如

能人）表明，约 250 万~300 万年前，发生

了从南方古猿到人属的飞跃。而在能

人消失之前或紧随其后，又演化出以 20

万~50 万年前北京周口店人为代表的直

立人。直到大约 20 万年前，从古老型的

人类演化出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

人”，人类有了高等智慧，我们的祖先才

从地球上的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从此

走上主宰地球的道路。

达尔文的演化理论驱走了神灵的

统治，使人类懂得，生命的起源和演化

不是上帝的力量，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

需要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地球生命

的演化时间也远比《圣经》“创世论”所

推断的 6000 年久远了约 60 万倍。现如

今的地球生命可能有 800 多万种，而早

已灭绝的生物远比这个数字多。迄今

为止，演化论不仅已得到几乎所有科学

界主流科学家的支持，而且在证据链上

越来越牢不可破。越来越多生物化石

的发现，日新月异的基因遗传学研究成

果，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生物演化理论

的科学性。可以说，演化论依然是当今

科学解释生物发生发展、成长与消亡的

权威理论。这和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

了人”的观点并不矛盾。人类学会制造

劳动工具，进行有组织、有社会分工的

劳动生产，正是人类在漫长演化历程中

的重大阶段性成果，是人类由生物性演

化向社会性演化的重大突破。

生物的发展变化是
演化，而不都是进化

过去看过一些书，介绍达尔文的学

说时多数说是“生物进化论”，这次认真

读了《演化的力量》，才知道更确切的表

述应当是“生物演化论”。为什么用“演

化”一词比用“进化”更贴切？作者通过

考察研究大量辞书文献指出，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一书中的英文原意为“带有

饰变的传代”。国外出版的一些权威教

材阐述达尔文学说时多用“生物演化”

之意。如在 2014 年出版的、由一众著名

学者编写的《普林斯顿演化导论》书中

是这样表述的：“演化指随着时间的推

移，物种产生变异并分歧产生多样的后

代物种的变化 。”2017 年 ，在由道格拉

斯·福图玛和马克·柯克帕特里克出版

的经典教材《演化》第 4 版中是这样定义

的：“生物（或有机体）演化指在代际繁

衍过程中生物群性状的遗传变化。”

按照达尔文所用英文词语原意翻

译成中文，对应的词有两个，即“生物进

化”和“生物演化”。严复介绍达尔文学

说的译著《天演论》，取的是“生物演化”

的意思，不过后来很多中文书籍里和现

在的网络上，用得更为普遍的是“生物

进化”。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达尔文的

学说就是“生物进化论”。作者进一步

考察各种版本的词典发现，对“进化”一

词的定义几乎完全一样，均指“生物（事

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逐

渐变化”。而“演化”一词的含义则比进

化更为宽泛，定义为“发展变化”，并均

将其作为“进化”的同义词。

书中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大量的考

据例证阐明，在生物演化历史中，复杂

与简单、高级与低级都是相对的概念。

数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好似一次漫长的

“长征”：适应的参与者生存下来并留下

后代，不适应者则被淘汰出局，然后又

不断有“新兵”加入。在征途中，每个生

物个体每一个微小的身体结构的改变

都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接受大自然

的 考 验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新 的 生 物 结

构、构造、组织、器官不断被创造出来，最

终那些有利的（也有一些中性的）被自然

选择的伟力筛选并保留下来，并在这个

过 程 中 创 造 出 一 个 又 一 个 新 的 物 种 。

生物学家们发现，在一个演化序列上，从

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单都是存在的；

在不同生物类群之间，实无“低级”与“高

级”之分，复杂和简单也并不是衡量或评

判生命适应成功与否的标准。生物演

化有没有预见性和目的性是一个持续

不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发生

的事件，不可能预先设定目标。演化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过程，

并没有什么所谓变得越来越进步的趋

势。因为，基于选择的演化乃是随机性

与规则性的结合，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的运气成分在里面。因此，用“生物演

化”一词应该更符合达尔文学说的真实

含义和生物演化的客观规律。

生物之间既有你死
我活的生存竞争，还有更
多共生共栖的合作共赢

戎嘉余、周忠和院士在本书“序言”

中摘引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演化生物

学家张德兴研究员的一段话：“从严复

先生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性

传播，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对进

化论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

面也使很多国人对进化论一知半解、不

求甚解，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鲜有

继 承 和 发 展 。 对‘ 物 竞 天 择 ，适 者 生

存’，现代中国社会却把这一概念滥用

到 了 极 致 ，以 至 于 达 到 了 一 切 在 于 竞

争，唯有最强者才能拥有一切，并且不

惜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接着指出：“生物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弱肉强食”

“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等，类似这样

描绘演化论的错误表述至今仍不时见

诸一些正式的出版物。殊不知，生物之

间除了竞争，还有更多的共生、共栖、寄

生、协同等关系，甚至利他行为在动物

界也不少见。

作者告诉读者，严复介绍演化论的

译著《天演论》所基于的底本并不是达

尔文的《物种起源》原著，而是赫胥黎介

绍达尔文演化论的一篇演讲稿《演化论

与伦理学》。而且，严复在翻译时有意

隐去了赫胥黎强调的伦理方面的内容，

反而掺入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观点（将达尔文的演化论直接用于解释

人类社会），突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优胜劣汰。这在当时亡国灭种

深重危机的形势下，对于警醒民众产生

了重大影响，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此一

来，不少中国人所理解的演化论其实是

“变了味儿”的。实际上，“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八个字并不能准确反映演化论

的内涵。在生物界“天择”不单单通过

“物竞 ”，也包括无所不在的互利与合

作；能够“生存”的“适者”不一定是强

者，更不会长盛不衰，“生存”与否取决

于内外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

书中列举大量自然界各种生物之

间共生、共栖、合作的例子，如真菌与藻

类共生形成地衣，白蚁用身体保护鞭毛

虫 、鞭 毛 虫 帮 助 白 蚁 消 化 木 材 的 纤 维

素，海葵用毒液保护寄居蟹、寄居蟹协

助海葵捕食，犀牛鸟通过吃犀牛体表的

寄生物帮助犀牛生活得更为舒适、而犀

牛鸟则从中获取食物，蚂蚁、蜜蜂等种

群内精细的分工合作……进而指出，在

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历程中，生物不仅与

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不同生物之间

也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这其

中不仅有惨烈的“你死我活”的种内斗

争和种间斗争，同样也不乏“同舟共济”

的合作共赢。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在参

与生存斗争的同时，一些物种逐渐与同

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或其他物种形成了

各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有利于生

物自身的生存。进化本身是神奇的，甚

至是不可思议的，生物间的协作共赢更

是奇妙的生物进化的重要表现。

我感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

的演化除了自然环境、物种基因的因素

以外，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样重大

而深远。不能简单套用生物演化理论

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文

化现象。人类社会的演变既受生物演

化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又有其特殊的

社会发展规律。这两种规律互相交融、

互相影响，共同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

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

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

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

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感悟生物演化史
——读《演化的力量》札记

■吴 铭

在这个被梅雨浸泡的夏天，总爱在

悠长缠绵的雨中曲里漫步。“连雨不知春

去，一晴方觉夏深”，梅雨过后便开始热

浪翻滚，步入盛夏最热之时，但“人皆苦

炎热，我爱夏日长”。因为，夏韵悠悠人

自醉，心静自然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境由心生，只要心

静便可闹中取静，不被所扰。同理，热中

取凉，也在于心静，就如白居易在《消暑》

诗中写的那样：“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

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

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

人同。”无论天气多么炎热，只要静下心

来，心无旁骛地端坐于空旷静谧的院中，

眼前没有遮拦，窗下清风，悠悠送爽，何

热之有？

基于此，白居易还有诗言：“人人避

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

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静，仿若一位

隐逸禅师闲云封户，打坐禅房，任凭夏日

炎炎，烈日炙烤，人们热得如热锅上的蚂

蚁暴走狂躁，唯禅师心不为之所乱，心平

气和，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泰然自若，只

管闭目养神，修身养性，怡然自得，安然

清宁，自然凉意渐生，不觉暑热烦躁。

韦应物在《夏日》一诗中写道：“已谓

心苦伤，如何日方永。无人不昼寝，独坐

山中静。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积

俗易为侵，愁来复难整。”说明不管是端

坐院中，或是打坐禅房，还是独坐山中，

要想心静自然凉，关键还是在于一种心

境和心态。若能物我两忘，无欲无求，不

悲不喜，不急不躁，就能静下心来感受幽

幽凉意。

心静自然凉，需要将心随时清空刷

新，打扫除尘，将一切删繁就简。给心留

白，不拥挤；让心洁净，不杂乱，才能静凉。

豁达空阔的天空，让清风自由穿行，扑面而

来，自然会沁凉入心，感到悠然清凉。

清幽淡然的境界来自心灵的丰富与

安宁。“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盛夏，

择这样安静的一隅，在浓密的树荫下纳

凉赏花，轻摇香扇，读诗品茗，以一颗素

闲之心来品读清赏，轻啜细品一杯“碧潭

飘雪”茗茶，心如幽潭，有芳雪在心中飘

过，浸润心底。清凉之气由内而外地从

胸中溢出，漾出心底，从而品出悠悠夏韵

和诗意芬芳的人生来。

原来真正的心静自然凉，不是避开

车马喧嚣、烈日酷暑，而是在心中修篱种

菊，花月静好，鸟语独幽，静听天籁，在清

远深美的意境中让妙响涤尘，月籁洗心，

让心远离俗务的纷扰、浮躁与烦忧，波澜

不惊，平静清雅。虽人在酷夏，却心栖诗

意，便无热能侵，无人能扰。

心中种菊

品清凉
■宋 莺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锻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

国方正出版社）一书，史论结合，内容丰

富，用事例阐释理论。全书以八项规定

破题，阐述了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正风肃纪反腐、选人用人、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等重大内容，系统梳理

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历程中的重要

会议、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等，兼具理论

性和历史感，是一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理论参考书。

《锻造》

探寻治本之策
■杨 柳

案头忙碌之余，每每轻携文字的气

息，徜徉在思古忧怀的字里行间，仿佛巡

阅多彩的世间万物。回望读书生活，细

品挑灯夜读的时光，思绪良多……

读书的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

是需要，满足工作生活现实需要，提高

应对当前问题的能力。一种是兴趣，无

功利性，为了喜好热爱钻研或浏览。还

有一种是为了创造，不但爱读，而且有

所领悟、超越和贡献。这时，读书已不

再是靠兴趣支配，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工

作之需，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

理的渴望。

常念为经、常读为典。常读具有时

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经典著作，多读那

些有闪光思想和高尚语言的书；多读那

些经过时间淘选而传承下来的书；多读

那些能够激活感性、启发知性、锤炼理性

的书；多读那些对自己有用、有意义的

书，而不为追求潮流而读书，不按是否畅

销的标准而选择图书。

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呢？一靠勤，二

靠悟，三靠“化”。奉敬畏心、持纯粹心、

秉通达心，老老实实地读、彻彻底底地

读，整本整本地读，伴着笔墨读，并且善

于钻进去再跳出来，把厚书读薄，读出要

义、读出精华，悟原理、明真理；把薄书读

厚，读出见解、读出融会贯通，悟得出、化

得好，达到由博返精、由精入神、出神入

化的境界。

博览群书，成为饱学之士；学以致

用，成为实干之人。把所学知识转化为

行动力，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就是掌握

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读书是学

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

习。能读书，能用书，能用好书，方是读

书 人 的 至 高 境 界 。 道 不 远 人 ，在 学 与

用。为用而学、在用中学，才是最好的

学。所以，一味面对青灯黄卷寻章摘句，

专注于茶杯里的风波、文字上的游戏，终

究是境界低了点。当一个人真正达到融

读书、讲论、思虑、做事于一体，就不仅能

成为谦谦如玉的君子，还能成为铮铮如

铁的汉子。一句话，别做文字匠，要做思

想者。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这是怡心之乐；“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这是养性之乐。人要

多读书，才能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达

到对人性的感悟与同情，达到对世事的

洞察与掌握，达到个人心性的从容。这

时便会觉得，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不

只是超越了某一人或某一事，而是超越

了人生。

当读书成了习惯，你就会觉得，每天

不读点书、不获取一点新观点、新启迪，

就感到内心空虚、本领恐慌。时光流逝

之后才能切身感受到年轻时没有珍惜读

书时光的遗憾，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一定

要珍惜那稍纵即逝的大好时光，从读书

中涵养家国情怀，品味人生欢愉。

有 人 说 ，“ 从 来 名 士 皆 耽 酒 ，自 古

英 雄 不 读 书 ”“ 十 有 九 人 堪 白 眼 ，百 无

一用是书生”，这样的话，用在赵括、马

谡 之 流 是 可 以 的 ，讽 刺 他 们 不 能 学 以

致用，只知纸上谈兵，也用来形容一些

读书人的迂腐疏阔、不堪一用。但是，

这 些 不 能 从 实 际 出 发 、只 知 道 照 本 宣

科的反例只是个案。那些为中华民族

文 化 思 想 的 发 展 做 出 过 贡 献 的 人 ，哪

一位不是读书之人呢？书不能改变世

界，但读书可以改变人生。最终，人是

能够改变世界的。

遇见更好的自己
■张 钧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报告文学集《功勋》（人民日报出

版社）一书，收录了《人民日报》等权威

媒体公开发表的数十篇文章，真实记

录 并 生 动 还 原 了 于 敏 、申 纪 兰 、孙 家

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

屠呦呦、钟南山 9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感人至深的事迹。

先进事迹激励人心，榜样力量催

人奋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身上

生动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他们的感人事迹

和 优 秀 品 格 ，有 利 于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命，有利于擦亮忠诚底色，有利于形

成尊崇英雄、争做英雄的良好氛围。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共和国

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

章，是为了肯定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建 设 和 保 卫 国 家 中 做 出 巨 大 贡

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而设立

的，也是为全社会树立新的标杆和榜

样。《功勋》收录的九位“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就是当代中国的英雄。作为庆

祝建党百年的优秀作品，该书的发行

与传播，可以激励人民群众从英雄的

点滴故事和心路历程中不断营造尊崇

英雄的社会氛围。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功勋》

收录的这些英雄，也是千千万万为党、

国家和人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

人士的代表，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是国之砥柱、世之楷模。学习他们的

英雄事迹，就是要传承他们身上展现

的忠诚、执着、朴实等优秀品格，这也

再次证明了“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

伟大”的真正意义。只要脚踏实地做

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就会创造不平

凡的业绩、收获不平凡的人生。只要

每个人都像英雄一样坚定执着，像模

范那样接续奋斗，就一定还会产生更

多的英雄。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这是英雄们平凡一生、光荣一生的真

实写照。《功勋》还原了每位英雄不为

人知的故事，还有他们最真实、最本来

的生活场景，将一个个共和国英雄塑

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在这部书

中，英雄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

形象，他们就像普通人那样平凡地生

活在我们之中。或许，这就是“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身上散发出的持久的人

格魅力。

平凡中的伟大
■赵丽丽 陆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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