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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及其是否适用于人
###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论争

刘华军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

"

摘
!

要!华莱士否认自然选择可以适用于人$达尔文为此辩护%达尔文认为$变异是个体差异$家养状态与野生

状态下的变异一致$华莱士否认%自然选择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为生存而斗争$一是有利变异的选择%华莱士

指出$相融和依赖是自然选择理论的两个基础$但在适用于人时失效%&本能'&基质'是(物种起源)(人类的由

来)中达尔文论证自然选择的两个辅助性假说%华莱士认为$本能不过是一个工作假说$不能成为论证的基础*

而用基质来说明人的智力适合自然选择实在牵强%为进一步论证自然选择不适用于人$华莱士列出头脑+手足

和人裸露的皮肤三个例证$并采用三种论证方法$指出达尔文论证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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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江苏连云港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

@A>A

年初$华莱士撰写的%论品种无限期偏离原初类型的倾向&中已有自然选择理论的框架'

(

@

)*前言+

12

他曾将论文送交给达尔文$希望得到达尔文首肯$并能推荐发表'达尔文只在与赖尔的通信中提及此事$

但没有作出回应'这篇文章也是关于他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首创权争论的依据之一'

然而$

@AD"

年$华莱士借在英国伦敦人类学年会发言的机会$指出自然选择理论适用的局限性$发言

稿以%自然选择定律之下人类种族的发展&为题发表'同样$华莱士将文章寄给达尔文'达尔文在
>

月
@#

日收到华莱士寄来的论文$在
!A

日的回信中给出两点回应'第一$不承认自然选择不适用于人'虽然他

表示赞同*人种之间斗争完全依赖于智力和道德品质+$但是仍然坚称自然选择起作用$比如格雷所描述

的澳洲野人,爱斯基摩人$因为捕鱼和造船技术可以遗传'第二$性选择是改变人种的有力手段'不同审

美标准这种现象在野人的繁育中可以体现出来$强壮的男人可以挑选女人$并且能够留下最多的后

代'

(

!

)

F!!BF!F

达尔文没有预料到华莱士会对自然选择提出异议$认为他不应该否认自然选择的作用'在%人类的

由来&中有一条注释$*华莱士把自然选择观点毫无保留地归功于达尔文先生$尽管--他独立地想出这

个概念$--他在同一时候发表'+

(

F

)

EF达尔文援引别人的话$回应华莱士对于自然选择的质疑'言外之意

很明显$华莱士你既然认为存在自然选择$又为何质疑自然选择'

在达尔文发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之后$

@AC#

年$华莱士将自己之前所有关于自然选择的

论文结集出版'论文集有一篇不曾发表过的文章""" %自然选择应用于人的有限性&$进一步明确自然选

择理论不适用于人'两年后$达尔文以%人类的由来&整体上回应华莱士的质疑$立足于人是由低级动物

演变而来$坚持自然选择理论适用于人'但是华莱士并不认可'达尔文去世后$华莱士
@AAE

年撰写%达

尔文主义&$系统论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再一次明确阐述自然选择不能应用于人'

研究华莱士离不开与达尔文的比较$因而比较的视角非常关键'华莱士后期主张颅相学$坚持唯灵

论'于是$有人就从唯灵论开始评述他与达尔文的学术贡献'华莱士论人$认为单祖论和多祖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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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人类的起源问题'于是$有人就从人的起源开始评述他一生活在达尔文的阴影之下'华莱士也提

出自然选择作为一种生物发育的重要力量'于是$有人就从自然选择的首创权开始评述他与达尔文的学

术地位'

实际上$华莱士系统地否定了达尔文的论证$对于变异,选择以及自然选择生效的机制都作出了不同

于达尔文的解答'同时$他还对达尔文所提出的两个辅助性论证$即对本能和基质!

$也提出异议$证明

在应用于人时自然选择理论具有有限性'本文尝试梳理二位生物学家的相关观点$比较二者的不同之

处$一并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变异

华莱士在
@A>A

年的论文中提出$*存在一般原理$引起许多变种使其亲本物种存活$引起后继变异越

发偏离原初类型$但在家养动物中依据这种原理$有变异回到亲本形式的趋势'+

(

"

)

>"这个原理没有明确其

为自然选择$但是它引出关于变异的讨论'自
@A>E

年至
@AC!

年$%物种起源&先后有六个版本'其中$达

尔文把自然选择解释为*有利变异的保留$有伤害变异的拒斥+'

!一"变异的动因

%物种起源&有两处谈及变异的原因$但在第
@

版与第
D

版前后表述有很大差异'

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一章里$第
@

版中$达尔文将变异归因于生殖因素$且认为$在与生殖因素比

较时$生活条件的影响不重要'同时表示$判断生活条件这种直接原因非常困难'

(

>

)

@#B@@而在第
D

版中达

尔文将变异的原因作了大调整'生活条件对于变异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活条件自身对于

生物体的影响及其所带来的变异$在这一点上$他明显接受了魏斯曼的观点.另一方面还是强调生殖系

统$不过把生殖系统归结为间接影响'

(

D

)

CBA

在第四章*自然选择+中$第
@

版为$*生活条件变化作用于生殖系统$从而引起和增加可变性'+

(

>

)

D"第

D

版改为$*生活条件变化给可变性的增加提供一个倾向+$删除了*作用于生殖系统'+

(

D

)

D"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列举人的变异原因有/生活条件的改变,用进废退,发育中止,返祖遗传,

相关变异和人口增长$并主张人的变异与低等动物变异有同样的原因'

华莱士没有过多地讨论变异$他的论述是以地理分布为视角'*地理的变化必然某种程度上改变内

在条件$从而使某物种生存不可能'+

(

@

)

F生命现在的地理分布必然是先前所有变化的结果$包含地球表面

自身的变化和上面的生物的变化'

!二"变异是什么

达尔文说$变异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来证明的'*相同种族两个不同个体不一样$每个面孔都不

相同+'*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几乎任何一个细微的部分都有着各种很不相同的状态+'

(

C

)

FE达尔文在此

混淆变异性和多样性$更多地以变异性代替多样性'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里仍然强调$变异只局限于

个体差异/*我所指的不是明显的结构岐变"""那种间隔很长时间才发生一两次的$而是个体差异+'

(

A

)

@FD

%物种起源&第
D

版增加$*0变异1仅仅是指个体差异'家养动植物产生巨大结果是通过把个体差异

2

!

2

! '&.1G3(5)'

6

和
'&.1G3(5

两个词分别为形容词性和名词性$柯林斯词典解释为*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东西+'

'&.1G3(5)'

6

用在形容知

识时$还有不满足之意'中文翻译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译作*雏形+$有的地方译作*入门+'%物种起源&中的译法也不同$同一译者不同版本

译法亦有所不同'商务印书馆
@EDF

年版译作*退化+$再版后译作*残留+或*残迹+.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版则译作*退化+'%人类的由

来&中不同译本译法也不同$商务印书馆
@EAD

年版译作*残留+$北京大学
!##E

年版译作*残迹+'显然$这些翻译不准确'比如$在译作*残

迹器官+时$虽然一定程度上表达出*未使用+或*不使用+之意$但是并没有体现出*最简单+*最基本+的内涵'事实上$达尔文在%人类的由

来&中$对于
'&.1G3(5)'

6

器官与
()473(5

器官作出区分'

'&.1G3(5)'

6

器官要么绝对没有用$要么对现在的拥有者没有用处$不能认为现有条

件下能够发育起来$

()473(5

器官不是
'&.1G3(5)'

6

$但是会按照既定方向发育$尽管没有发育充分$但对其拥有者有用'

(

A

)

@CB@A可以看出$

'&.1G3(5)'

6

和
'&.1G3(5

更多地强调没有发育$是原因又不是原因$但一定不是结果'据此$

'&.1G3(5)'

6

和
'&.1G3(5

译作*基质+或*底质+为

是'



刘华军
!!

自然选择及其是否适用于人

加起来'+

(

D

)

D"第
@

版*有利于自然选择的条件+一目下有这样一段话/

!!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主题%大量可遗传和多样的变异是有利的$但我相信$只是个体差异起作

用%给一定时期内有利变异一个更好的表现机会$大量的个体将会补偿少量的每一个体内部的变

异$并且我相信大量个体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

>

-

CABCE

在第
D

版$达尔文对这段话作了修正$*大量的变异显然有利$这个术语通常包括个体差异'+

(

D

)

A#他在

*变异+之前删掉了两个定语$即*遗传的+*多样的+'删除了*只相信+个体差异$而将个体差异包含于变

异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一方面$*变异+不再限于*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有利变异不再限定于

遗传方面'

没有证据显示达尔文的调整源自于华莱士$但是华莱士所指的变异不是个体差异$变异是为变种$是

生物体出现的变化'变异对于物种的影响$*不重要部分发生变异$没有对维持生命能力产生明显影响.

如此变种可能与亲本种平行$要么引起进一步的变异$要么回到原来的类型'+

(

"

)

>E

!三"家养状态与野生状态下的变异

达尔文认为$家养状态与野生状态下变异一致'返祖趋势阻碍选择$但是这种趋势不阻碍人工选择$

不阻碍形成家养种族'达尔文主张存在变异$并可以被引导'*人类把个体差异累积起来$产生巨大的结

果$自然选择也是这样做的$而且更容易产生+'

(

>

)

D"家养状态下$奇异性变化具有可遗传趋势$利用这种趋

势能够实现*整体组织+可塑'在
@A>A

年
D

月与赖尔的信中$达尔文说他与华莱士的不同之处仅在于$

*我是从人工选择对家养动物所做的事情中得出自己的观点+'

(

E

)

"FE

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观点正好相反$*原理+的实现在家养和野生动物之间有差别'他认为基于驯养动

物的物种定义不能应用于野生动物'*把理论建立在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变异的证据之上$是达尔文理

论一个弱点'+

(

@#

)

21在野生动物中*原理+的发挥需要展现动物所有的生理能力$而在家养动物中只是显示

出部分'野生动物的生存依赖生理条件$家养动物因为有人的帮助$生理条件显得不重要'家养动物的

变异总体来看没有什么用$而野生动物显现优胜劣汰的效应'因此$不能参照家养动物讨论变异'

!!

两者!家养和野生"在各自存在条件中显得如此对立$以至于适用于一方的东西几乎肯定不适用

于另一方%家养动物是不正常的+不规则的+人工的*它们的变种在自然状态下从来不会发生$它们

的存在完全依赖于人类*它们许多能力已经被移除$失去真正的结构平衡$失去了这种能力的比例$

失去了组织的真正平衡%只有依靠这些能力+这种平衡$动物才能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才能继续生

存$完成物种的延续%

,

"

-

D@

二%选择的表现形式

讨论自然选择是否适用于人$或者说$评述达尔文和华莱士对于自然选择能否应用于人的争论$还需

要确立二人对待自然选择$准确地说是对待选择的态度'这里排除两个方面的讨论$就是人工选择和性

选择'自然选择区别于人工选择$自不必说.性选择实质是生殖权力的分配机制$多局限于物种内部$所

以不应包括在自然选择之中'

!一"为生存而斗争

达尔文认为$为生存而斗争*是一种隐喻$包含着一种存在对另一种存在的依赖关系$不仅包含个体

生命$而且还有成功地留有后代'+

(

>

)

>@

*为了生存而斗争+用来说明自然选择$即物种增加的自然趋势受到

抑制'抑制的途径有三种/一是环境$二是一切动植物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三是亲缘物种之间的

斗争'达尔文认同马尔萨斯的观点$繁殖力与人口数量相关'有机存在遵循统计增长原则$*既不能人为

增加食物$也不能谨慎地限制交配'+

(

C

)

CABCE

华莱士赞同*为生存而斗争+与物种种群数量之间存在关系$*野生动物的生活是为了生存而斗争'+

*诸如不利季节获得食物,躲避凶险的敌人攻击等条件决定物种的数量'+但是$他不赞同动物的繁殖力与

2

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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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丰富和稀有关系'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那么全球动物的数量将会稳定'

(

"

)

>"

@AAE

年$他再一次确认$

巨大的繁殖力不是物种快速增加的本质'

!!

在北美的某个地区$信鸽数量过多$经常有人描述其庞大的移居鸟群使天空变暗数小时*然而这

种鸟只产两枚卵%富尔玛海燕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鸟类之一$它只产一枚卵%..在植物中$一个

物种的丰富度与其种子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关系%一些草和莎草+野生风信子和许多毛茛在广阔的地

区大量出现$尽管每种植物产生的种子相对较少*..%

,

@#

-

F#

华莱士不认为亲缘生物之间的斗争是抑制数量的根本原因'

!!

因此$如果一方在获取食物或规避危险+繁殖的迅速性或生命的坚韧性方面比另一方有如此微

小的优势$那么它就会增长得更快$而正是这一事实将导致另一方减少$并常常完全灭绝%毫无疑

问$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战争$强者杀弱者*但这并不是必须的$在某些情况下$体质较

弱的物种可能会占上风$因为它们具有更快的繁殖能力$能够更好地抵御气候的变化$或者更狡猾地

躲避共同敌人的攻击%

,

@#

-

F"

!二"选择有利变异

华莱士在
@A>A

年的文本中区分变异的两种影响$即有利变异与不利变异'

(

"

)

>A达尔文在表述上与其

一致$不过对于变异的处理方式$达尔文采用的是*保留+和*拒斥+$而在后来的论文集中$华莱士的标题

是$*有用变异趋于增加$无用或有伤害变异趋于减少+'

(

@

)

F"

达尔文以*选择的原则+处理变异$但是$变异与选择并不彼此独立'变异的动因中并非排除选择因

素$变异和选择相互交织'如果变异与选择在同一过程中进行$那么选择是对变异的选择$还是变异的过

程中实现选择3

实际上$自然选择更愿意关注有利变异$*除非发生有利变异$否则自然选择不起作用'+

(

>

)

D"

$(

D

)

D"如果

说不利变异不为自然所选择$那么自然选择对于不利变异不起作用'也就是说$达尔文所谓变异只限于

有利变异$不利变异不在自然选择理论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自然选择出现在变异发生的时候$不过只有

有利于物种个体的变异可以保留下来'

三%自然机制失效的两个依据

表面上$

@AD"

年华莱士在伦敦人类学年会上发言针对的议题是人类起源'发言给人总的印象是在调

和单祖论和多祖论$事实上$华莱士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挑战$指出当自然选择应用于人的时

候$自然选择机制失效'

!一"干预&相融'

华莱士总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有三个前提/

@:

每一类特性都可遗传.

!:

每个动物的后代的

所有组成部分都能改变.

F:

这些动物生活的世界并非绝对不可变'

(

@@

)

7*H1当这三个前提与*成长的相关性+

原则相结合时$必然得出*相融+的结论$即动物要与其生存的条件相融'

确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也是从生命外在条件的变化开始对自然选择作出解释'变化打破生命

体在空间上的平衡$当然$平衡依据*为生存而斗争+法则'正在此时$所谓自然选择*原理+介入'自然选

择介入显然需要以变异为先决条件'*某单一物种会在生命某一阶段或某些后代的短暂反复中受

阻+$

(

E

)

"">B""D自然选择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处理生物体相互间关系$因为生物体需要获得食物等生存的必需

品'这些生存的必需品都要来自生物体之外的其他生物体$制衡力量有两个方面$一是其他生物体的数

量$一是生物体自身的数量'所以$不论生物体自身$还是其他生物体$都将受到来自自然选择的制约'

华莱士认为$达尔文的论证不是纵向而是横向论证'讨论动物对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优势被看作是

自然选择的横向论证$后代与其父母乃至祖先的相关性则属于纵向论证$后代要与环境*相融+$不仅为了

能够生存下来$而且由于适应新环境而改变的性状以及所引起其他方面性状的改变$从而形成不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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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及其是否适用于人

物'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相融+'任何一个命题都不能被否定$*动物形态和结构变化的所有要素$与

周围宇宙中任何性质的变化保持精确的同步'+

(

@@

)

7*H1世界上$这种*相融+的变化非常缓慢'

对此$华莱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自然选择理论能够毫无顾忌地应用于人类的起源问题的追问上吗3

人性中存在一种东西$来自于这样的有机存在$它能够令后继突变产生如此强大的过渡吗3 换句话说$

*相融+在人为的干预下造成的影响是什么3 或者说$在动物和人类两种情形下会有什么不同3

华莱士的结论是$*当社会和悲悯情感产生积极作用$智慧和道德得到相当发展$人的身体形态和结

构就不再受0自然选择1的影响'+

(

@@

)

7*H111人是通过智力使他以不变的身体保持与变化的世界相和谐'在智

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前$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仍然生效'正因为此$人类之间出现不同$比如肤色,头

发,眼睛,体格等性状'而当智力进一步向前发展$自然选择将向相反方向作用'智力愈发增进$生理结

构则保持不动'如果要证明自然选择对人的影响$那么在讨论人类祖先时$就需要找到人类所留下的痕

迹'而相应证据的缺乏可以说明$自然选择对于人类的作用有限'

!二"理智使人不再&孤独'

华莱士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选择对动物的影响主要来自*自我依赖+和*个体孤立+'对于动物来

说$每一个体都要达到所有的生存条件$否则$*微小的伤害都会致其于死地'+*成年动物之间缺乏互相帮

助'+

(

@@

)

7*H11事实上$形成规范一致的标准$自然选择才能够生效'

人则不同$具有社会性和同情心'因为社会性和同情心$所以弱小者不会因为弱小而被淘汰'因为

精神和道德品质$人可以获得动物没有的能力$从而免受外在的苦难$获得更好的生活'生理特征显得不

再重要$自然选择受阻'

(

@@

)

7*H11对于人类$自然选择更多地表现为群体性$在共同体内部表现为精神和道德

层面的协作和分工$人类的群体性不属于自然选择'

对于动物来说$为了生存$生理结构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是利用的个体变异$因而能

够与自然选择定律相符'人则不同$生理结构不必作出相应的改变'人类不必通过身体的改变经历自然

选择的过程'人类有能力制造工具,制作衣服,种植庄稼获得粮食,驯养动物$逃避内在结构与形式缓慢

而持久的改变'

华莱士认为$人在部分获得理智和道德能力之后$身体结构将很少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人可以通过

精神的力量使身体不变$以便与变化的世界保持和谐'在人的理智能力面前$自然选择失效'达尔文坚

持认为$在理智能力的进展上$自然选择仍然起作用.从总体上$达尔文认为人的理智和道德能力是可变

的$而这些变异是遗传的'所以$人的这些能力将通过自然选择达于至善'为此$达尔文给出两个例证'

其一$在*自然选择随着0为生存而斗争1而来+的基础上$将人某些气质性的活动获得归功于自然选择'

*美国的巨大进步$美国人的性格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欧洲那些精力充沛,不断进取和敢于冒险的人在

那里取得极大的成功'+

(

A

)

@CE其二$自然选择会导致人口变化$而人口的变化与智力相关'*智力和道德能

力的变异性是由自然选择稳步推进的'推进需要许多有利条件$+这个条件中有人口增长因素'

(

A

)

@A#

*荒

蛮的社会状态下$睿智的人,那些发明和使用最好武器的人,那些能够最好保护自己的人将养育最多的后

代'+

(

A

)

@>E

四%本能是否能够存在

在
@AC@

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华莱士增加了一章"""%论人与动物的本能&$明确指出$那些可以归

因于本能!的人类行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本能+没有处理好理性与自然选择的关系'在%达尔文

主义&中$他再一次申言$本能在自然选择理论中失效'*本能的完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

选择的极端严厉$任何失败都涉及到毁灭'+

(

@#

)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从两个方面进行辩护$一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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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给自然选择设定的两个辅助性假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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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活动降阶$理智活动的原因不再需要理性$不再源自经验.二是以低等动物为类比$理智能力中存在

基质$符合用进废退定律'

!一"达尔文将本能与遗传相结合

达尔文没有定义本能$只是说用本能解释一些不同的精神活动'人与低等动物类似$低等动物的心

理活动是通过精神器官的变异获得的$因此他认为$其间当然有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低等动物的心理活动

与有意识的理智无关'人的理智活动也出于本能$本能是理智的源泉'理智活动转变为本能$从而理智

活动可以遗传'本能可以变异$本能的变异也就成为自然选择的依据'这是达尔文为了维护其自然选择

理论的一个根本想法'

达尔文说本能$目的在于遗传$只有遗传才能证明自然选择$遗传是自然选择的要素'

!!

人既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会遗传一种倾向$一面对他的同伴表

示忠诚$而一面对他的部落的领导表示服从*因为$就大多数的有社会性的动物来说$这些品质是共

同的%他也因此会具备一些自制的能力%根据一种遗传的倾向$他会乐于和别人一道进行对同类的

保卫工作*并且$在不太妨碍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强烈的欲望的情况之下$准备随时对他们进行任何

方面和任何方式的帮助%

,

F

-

@D"B@D>

智力和道德能力可变$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异倾向于遗传'因此$如果这些能力对于原始人和类人猿

的祖先很重要$那么这些能力会因自然选择而完全和推进'达尔文承认$正因为智力和道德$才确立人在

世界上的位置'但是$他认为生养子女多与人的所谓睿智相关$聪明的人生育多的子女$而这些应该归功

于自然选择'理智的完善通过自然选择'

既然达尔文否认华莱士的观点$否认自然选择在人中的应用受限$那么他就要否认人与动物在心理

活动中的边界$否认各种情绪变化,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推理能力,使用工具和武器$甚至抽

象能力,自我意识,一般的概念,心理个性,语言,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等理智活动只是属于人的'

!二"华莱士认定本能是工作假设

华莱士认为$本能只是一个工作假设而已$本能理论无法被证明'如果要给本能下一个定义$本能就

是*在完全没有指导或事先获得知识的情况下$动物复杂行为的表现'+

(

@

)

!#"华莱士说未经指导的行为并

不存在$*但是$没有人能说蜜蜂没有经过指导就可以建造$没有人能说同年新蜂群中没有长者$在建造新

的蜂房时可以作为老师'现在$在科学调查中$可以证明的观点不应该被假定$当已知力量充分的时候$

一个完全未知的力量也不应该用作解释事实'+

(

@

)

!#>只能在穷尽其他可能性的时候$才能用本能作为解释

的工具'也就是说$本能理论不能为事实所证明'

!三"社会性与本能的相关性

达尔文把社会性理解为是本能$是道德的基础'

@:

动物有愉乐,同情及服务'服务具有本能性$这种

本能是
I14-)(.'3).1(344

$这就将服务解读为一种
+33*1(

/

'

!:

不满足的本能$它会产生竞争'

F:

共同体成

员的愿望的表达'公共意识指导行动$公共意识依赖于同情'这些社会性本能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

!!

来自社会的愉悦感可能是父母或子女感情的延伸*这种延伸可能要归因于自然选择$但或许只

是习惯%..关于亲子之情的起源$明显是以社会之情感为基础$它无望得到猜测%但是我们可以

推断$它们很大程度上通过自然选择得到%

,

A

-

A#BA@

华莱士承认$在社会或者群体范围内$自然选择起作用$但是$人形成时空,无限与有限等抽象概念的

能力$这些能力的发展与自然选择无关'因为这些才能在人类早期所谓荒蛮时代不可能起作用'

!四"本能表达逻辑不自洽

达尔文借助于本能$消弭低级动物与人的区别'*低等动物的一些社会性发乎本能$是内在固有的$+

这是不可争议的'*低级的受到特殊本能的指引$高级的依然'+

(

F

)

@D>

*在此情况下$人同样受到本能动机的驱策$与英勇的美国小猴无二$打击大而凶猛的狒狒$救下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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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员'+

(

A

)

AC但是这种行为能不能归属于道德领域$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而对于本能自身$达尔文却又作高低之分'

*就人类而言$社会本能比另一些本能$比如自我保护,饥饿,性,复仇等$更为有力'--在这方面$

人与低等动物有着深刻的差异'+

(

A

)

AE对于本能的起源$达尔文并不清楚$他似乎不想知道$他想要的是$只

要能够说明人的这些行为中没有推理即可$能够说明人的行为只不过是本能的结果'

华莱士认为$*文明人尽力阻止淘汰的过程--文明社会的弱者同样繁殖他们的种类+'

(

@

)

F>F参照家

养动物的培养$这种情形对人种有所伤害'

达尔文将*阻止+理解为同情心的结果$而此同情心则为社会本能$只是在文明社会$此同情心变得脆

弱和分散'如果人的本性中这种同情心带来恶化$那么就要阻止'*家畜种族的退化快得惊人.几乎没有

人无知到让最坏的动物繁殖'--但在稳定的行动中至少有一个制约因素$即社会中的弱者不像健全人

那样自由地结婚.尽管这比预期的要多$但身心上的弱者导致这种限制可能会无限地增加'+

(

A

)

@DE

五%基质能否证明连续性

!一"精神能力是否是基质

华莱士最后对自然选择应用于人的质疑是从达尔文论述基质问题着手的'达尔文的结论是$从人性

及其所有才能$包括道德,智力与精神$都能在低等动物中找到基质$试图解决人与低等动物之间的连续

性问题'基质在自然选择理论中的角色是*物种确曾变化+的依据$

(

E

)

"""人的道德性与智力是这些基质逐

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华莱士对于达尔文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方法上不是从道德性的演变开始$而是对

于所谓基质的否定'

依据达尔文的论述$好奇心,模仿,注意力和记忆被当作推理的基质$动物这些情绪或能力是*更高级

精神能力的重要基础+'

(

A

)

"!动物也具有推理能力$理性居于顶峰地位'

(

A

)

"D能发出不同声音被当作语言的

基质$*语言和物种两方面都不断地呈现基质'比如$

)G

里字母
G

是我$因此$0我是的1表达中就有多余

的基质'在一些字的拼写中$字母经常作为读音的古代形式的基质'+

(

A

)

D#对于颜色的使用被当作美的意

识的基质$*当我们看到雄鸟在雌鸟面前展示羽毛和绚丽的色彩时$而其他没有如此装饰的鸟不这样展

示$那么毫无疑问$雌性欣赏男伴的美'+

(

A

)

D"宗教的基质可以在狗对于主人深深的爱之中找到'达尔文作

出类比$借用
J')&K)7-

教授之口$*狗看主人与人看上帝一样'+狗有*对主人的深情,完全的服从,恐惧或

者其他一些感情'+人对宗教也有*爱,对神秘力量的服从及其强烈的依赖感'+

(

A

)

DA

华莱士指出$*证明从动物到人的道德能力的连续性和渐进发展$并不等于证明这些能力是通过自然

选择发展起来的'+

(

@#

)

"DF达尔文并没有做到对后者的论证$因为说身体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容易$而

说人的精神能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难'

!二"精神能力的起源

人的智力和道德性不是由变异和自然选择独自形成和发展而来$应该还有其他动因'数数并不意味

着数学才能的拥有和使用$十进制的引入非常关键'而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有两种$要么承认史前和野人

中没有这种才能或者只有一点点基质$要么说这种才能对其实际生活没有意义'对于华莱士来说$这两

种解释都有问题$因为前者需要回答这种才能是通过什么手段发展到文明程度$后者需要设定它们从未

使用过的才能的存在'

(

@#

)

野人与文明人之间的连续性如何填补3 如果说野人拥有这种才能$只是基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育$

那么必须要回答这种基质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数学的$中间的连续性没有办法解决'数学才能各个阶段

的连续发展与拥有这种才能的人的生死的关系$与部落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斗争$与种族的生存与灭绝

之间的关系没有相关性'因此$数学才能不可能由自然选择产生'同时$华莱士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理论是有用变异的保留$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产生影响$没有因为这种才能产生的后果$这种才能就不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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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选择所产生的'数学就是这样一种才能$同样的才能还包括音乐和艺术'

六%自然选择有没有发生

华莱士说$他要冒险指出自然选择的一系列问题$超越科学的边界'

(

@

)

2111其实$科学边界的阐述中包含

科学方法的应用'华莱士的方法显然比达尔文的方法要丰富和灵活'他是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应该发生

而没有发生的$来说明自然选择应用的有限性'

达尔文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出变化$或者说是变异'变化之中一定有自然选择的作用'*如果展现

人现在的变化$那么就证明之前以同样方式改变'+

(

D

)

@#C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理结构$二是社

会习性和智力能力'如果设定人是由类猿生物转变而来$那么必要条件是身心两个方面都应该变'接下

来就是寻找证据'

华莱士给出大脑,毛发和手足三个例证$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分别作出回应'

!一"大脑与智力

华莱士采取反证法$说明智力高低与大脑尺度之间没有关系$用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如果任何

特别发育的器官仅仅是无用的$或者其用途与其发育程度不相称的话$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器官'大脑

是思考的器官$文明人比野人聪明'依据自然选择定律$应该是文明人的大脑大于野人'但是$事实并非

如此'也就是说$野人的大脑与野人的智力程度不相匹配'说明自然选择不起作用'

表
!

!

关于大脑与智力关系的不同表述(

A

)

@">

$(

@

)

FF>BFFD

达尔文 华莱士

随着精神能力的发展$人脑会变大$人脑依据身体比例大于猩

猩'

大脑质上的差异只是增加和减少量上的影响$不是问题的核心'

不存在所谓低等人类脑的减少与智力低下的关联'

人脑的大小与智力的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从野人与文明人之

间的颅骨比较中可以得出'

野人大脑的绝对容量不必然比文明人少'

可以看出$达尔文采用的是归纳法'从大量数据中得出结论$从一些大脑大小的数据中找到一个规

律$即文明人比野人头颅大'但是$只要出现反例$这种论证方法即失效'说明不是自然选择造成这种情

况$而可能有其他规律或者其他力量'

!二"人体皮肤的裸露

表
"

!

关于毛发作用的不同表述(

A

)

@"CB@"A

$(

@

)

F">BF"A

达尔文 华莱士

没有毛发也可以有利$比如鲸等海洋动物$有利于在水中滑行.

没有毛发也不一定造成伤害$没有因为体温丧失而受到伤害$脂

肪保护其不受冷'

根据自然选择定律$毛发对身体有保护功能$没有它会对身体造

成伤害'比如四足动物全身毛发$野人表现出对于毛发覆盖的

欲求'

腋下长毛是因为它出现在人直立之前'

如果说人的直立与体毛消失有关$那么不能以无用说明这种现

象'

人体没有毛发可依据性选择而论$人没有毛发是因为其装饰目

的'

人体裸露的皮肤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不是由没有毛发的祖先

变异积累而成'

!!

达尔文的解释建立在*选择有利变异+的基础上$这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逻辑上推断的必然结果'

因此$当他面对华莱士的质疑$必然论证并提出证据表明皮肤裸露的有利'

华莱士论证的路径从*不利+开始'选择既然是有利的选择$那么在人中找到一些特性$这些特性实

际上对人有所伤害$这就说明不可能是自然选择产生这些特性'皮肤的裸露显然不利于人$自然选择必

然不选择这样的性状'反过来说明$动物有毛发这样的特征与自然选择无关'

(

@

)

F>EBFD#

!三"手与足

达尔文与华莱士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完全不同的推理方式'达尔文论证的结构是$人直立运动在与狒

2

A

2



刘华军
!!

自然选择及其是否适用于人

狒爬行的比较中体现自然选择的作用'人手的灵活是使用的结果$在与狒狒的比较中体现了人手的变

异'既然出现变异$则能够说明自然选择起作用'

表
#

!

关于手足分工与直立行走的不同表述(

A

)

@FEB@"!

$(

@

)

F"ABF>#

达尔文 华莱士

狒狒这种运动是环境造成的$崎岖多石' 狒狒只适合爬行$不适合简便的直立运动'

能够认识人是如何直立的'这是人与其近缘的最显著区别' 如何构想早期人类以纯直立运动获得东西3

人不用手就达不到今天的支配地位$人手极好地适应其意愿行

事'

人手具有野人不用的潜能$这种能力在旧石器时代人的祖先也

很少用'

如果不直立$手就只是用来运动以及支撑身体的重量$就不能制

造武器,长矛等$手的触觉灵敏程度依赖于其反复使用'

有为文明人准备的器官$使文明成为可能'

狒狒*也用拇指和其他手指相对成握的办法+$同样认为狒狒的

使用表现得非常笨拙'

类人猿很少使用分开的手指和相向的拇指$表现笨拙'

直立是人类祖先的优势$猴子是中间状态$手足的变化带来其他

结构的变化$如骨盆,脊柱和头颅$但是很难认定这些结果是自

然选择的结果'手足与直立行走既是因也是果'

智慧的力量指引和决定人的发展$而这种力量不能证明自身的

存在'

对于华莱士来说$他实质上否定直立运动是进化论!确切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直立与爬行并没有

先后'狒狒的身体结构只适合爬行$而人开始就是直立'人手在旧时没有达到现如今灵活的程度$不是

因为人手当初没有用$而是人手已经为未来作好准备$当然这里有智慧的因素'人手不存在变异$也就不

存在自然选择的作用'

七%结语

在%达尔文主义&中$华莱士声明$他赞同达尔文早期的观点$甚至表明他致力于解释自然选择在新物

种产生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依然坚持对达尔文一些观点的不同意见'在华莱士看来$自然选择理论应用

于人与动物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也就意味着$当进一步讨论自然选择应用时$必然涉及变异,选择等基

础概念的辨析'华莱士所谓达尔文论证的缺陷$表达了他们对待自然选择的不同态度$事实上$也成为研

究两位生物学家思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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