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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以前从事动物学研究的时候，朋友常问我，怎么能够投入三年的时间，只专门研究一种鸟类？
普通的松鸡难道还有那么多值得研究的吗？
我的答案常令人觉得自负且刺耳：关于人性的研究虽有两千年历史，但所知仍然非常有限；人类除了
稍微有点特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哺乳类的一种；除非能够了解人性的演化过程，否则我们无法完全
了解自己。

    有鉴于此，本书前三分之一专论演化。
此外，有关人性的探讨，也仅在这些篇幅加以论述。
演化的基础相当重要，但对于基因运作提不起兴趣的人，演化这个课题确实有点困难。
但请千万不要因此气馁。
我小时候所受的庭训是，一定要先吃完正餐才能享受巧克力蛋糕，甚至到了现在，当我享用巧克力蛋
糕时，仍然常有（但也故意忽略）罪恶感。
如有读者觉得本书中后半部较易了解，因而跳过前段，直接吃“巧克力蛋糕”，我也可以谅解。

    本书充满独道的见解，但其中极少是我的发现。
科学家忙于研究，无暇发表他们的新发现，科学作家则常需探究他们的心灵，代为公诸于世，因此常
自觉是智力的剽窃者。
如以单独的章节而论，写作比我更出色的大有人在，但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就全书而论，水准能够到
达如此程度的人为数不多。
我的角色即在综合各家的发现，呈献于读者面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色皇后>>

书籍目录

自 序
第1章  人性
第2章  谜样的事物
第3章  寄生物的力量
第4章  期因的叛变和性别
第5章  孔雀的故事
第6章  多偶和男性
第7章  单偶和女性
第8章  心中有性
第9章  美人计
第10章  棋赛斗智
后  记  自我驯化的猿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色皇后>>

章节摘录

　　纠缠复杂的河岸　　其后几年，威廉姆斯的学说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名义重现，包含了许多纠结
。
大体上，依数学模式而言，必须获得特奖，彩券模式才有意义：同理，必须多少有一些扩散者获得生
存，而且表现良好，性才能获得报酬，否则性只是白费力气。
　　由于受到这种限制，也由于多数物种并不生产必须飘洋过海的后代，所以彩券理论没有获得生态
学者的青睐。
然而还是直到贝尔要求提出彩券模式的直接证据时，这套理论才真的崩溃。
贝尔根据物种生态和性的差别列出目录，试图找出生态的不确定性和性之间的关联(威廉姆斯和史密斯
都或多或少暗示这种关联的存在)。
他认为，由于气候变化较大，环境也比较恶劣，生长于高纬度、高地域的动植物，有性生殖应该更普
遍；生长于淡水地区(淡水经常变化不停，有时干旱，有时洪水，夏天干涸，冬天结冰)比稳定的海水
地区普遍；生长于环境混乱的杂草丛中的动植物，以及小型生物进行有性生殖的情况也更普遍。
可是贝尔的发现却完全相反。
无性生物反而体型较小，而且生存于高纬度高地域、淡水和混乱的环境之中；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变
化无常，物种数目无法达到饱和状态。
结果，就连蚜虫和轮虫的性与恶劣时期的关联都成了神话。
蚜虫和纤毛轮虫变成有性，不是因为干旱或寒冬，而是因为数目太多，食物供应不足。
在实验室中，只要使它们过度拥挤，立刻就转换成有性生殖。
　　贝尔对于彩券模式的评断颇具杀伤力：　　就算当成一种观念加以接受，它仍然经不起比较分析
的考验。
　　彩券模式断言性最普遍的地方，事实上却最稀少，而且情形正好相反。
在变迁环境中繁殖最旺盛的小生物，性居然成为例外；在稳定环境中，大型、长寿、生育缓慢的动物
，性才是通则。
　　这种说法对威廉姆斯有稍欠公允，因为榆树／牡蛎模式至少还指出，榆树进行有性生殖，是子代
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激烈所致。
1974年，吉思林针对这个观念再加以发挥，并指出许多与经济潮流类似之处。
他说：“在饱和的经济体系中，分化显然有利。
”他认为多数生物都是兄弟姊妹相互竞争，所以只要和兄弟姊妹稍有差异，生存机会就大增。
改变父母赖以生存的做法比较有利，因为在原来生存的领域中，父母的兄弟、朋友早已采取相同的做
法了。
　　贝尔仿照《物种起源》中著名的最后一段，称之为“纠缠的河岸”(tangled bank)理论：　　纠缠
复杂的河岸上面长满各种植物，小鸟在树丛中引吭高歌，虫子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
仔细想像，真是有趣：这些精致的物种外型各异，互相依赖的方式微妙之至，却都是一些定律的产物
。
　　贝尔以钮扣制造商为例，指出相似之处。
一位钮扣制造商没有竞争对手，独占了当地市场。
他该怎么办?他可以继续销售钮扣的代用品，也可以增加钮扣的花样，然后鼓励消费者购置各种不同的
钮扣，试图扩大市场。
同样的，如果性机制能在饱和的环境中生产具有差异的后代，就可能使后代适应新的环境，进而避免
彼此的生存竞争。
他详尽研究动物王国的有性和无性生殖，结果认为“纠缠的河岸”是所有相关的性生态理论中，最合
理、最可能的理论。
　　河岸派专家有得自大麦和小麦的充分证据：不同变种的混合，其产量大于纯种；植株一经移植，
其表现就不如在原地之时，似乎显示基因比较适合故土；在新环境互相竞争时，移植或插枝不如(有性
的)播种；性似乎提供了某种可变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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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的是，敌对的理论也提出同样的预测。
威廉姆斯说：“如果一个理论的推论与另一理论的推论互相抵触。
命运之神可真仁慈。
”这是争辩中最尖锐的问题。
一位科学家说，这近似于一个人要确定湿淋淋的车道，是下雨、喷水机或河川泛滥引起的。
打开喷水机或观看下雨来确定它们都能淋湿车道，根本没有意义，这犯了哲学家所谓的“确定结果的
谬误”。
喷水机可以淋湿车道，并不代表车道就是它淋湿的。
同理，纠缠的河岸符合事实，并不证明它制造这个现象。
　　目前，纠缠河岸理论已经没有热心的支持者。
他们的主要困扰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损伤，性为什么要修补它?从牡蛎的观点来看，虽然一只牡蛎的大
多数子代都将死亡，但他长大到能够生育，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若真如纠缠河岸论者所假设，基因与此有关，为什么就可以认定在这个世代表现良好的基因重组，到
了下一代就会失败?纠缠论者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听来都像是特殊的抗辩或诉求而已。
指出一两件个案证明性确实有好处相当容易，可是要提升到适合一切哺乳类、鸟类或每一棵松柏的通
则，归纳出性确实有超越单性生殖两倍生产力的优点，却无人胆敢尝试。
　　实验上也有不利于纠缠河岸理论的证据。
这个理论推断，子代体型小、为数繁多、彼此竞争的动植物，对于性有较大的兴趣。
表面上，为性所做的努力与后代体型的大小无关。
世上最大的动物蓝鲸，其幼鲸也相当庞大，重达五吨以上；最大的植物美洲杉，种子却微小之至，其
种子重量和大树重量之比，约等于美洲杉和地球之比。
然而两者都是有性繁殖。
对比之下，变形虫以分裂方式繁殖，后代跟本身一样大，却是无性生殖。
　　贝尔的学生伯特(Austin Bun)以实际的观察，确定纠缠河岸理论是否符合实情。
他的重点不在有性生殖或无性生殖，而在基因重组的程度。
他计算染色体的交叠数目，发现确有交换基因的现象。
他以哺乳类为对象，发现基因重组的数量和后代的数目无关；跟体型大小关系不大，却和成就所需的
时间有密切关系。
换言之，长寿、晚熟的动物不论体型或生育能力的大小，基因混合比早熟、短命的动物频繁。
依据柏特的衡量，人类约有三十次染色体交叠；兔子十次；老鼠三次。
纠缠河岸理论的推论与此正好相反。
　　这个理论也和化石证据互相矛盾。
演化生物学者在70年代就了解，物种的变化不大：经历数千个世代，物种还是大致相同，然后突然被
别的生物取代。
纠缠河岸理论抱持的是渐进的观念；如果理论正确，物种迁徙至能够适应的栖息地，每代都有轻微的
变化，不可能经因数千世代仍然保留原姿状。
物种的逐渐演变发生于小岛之上，或小数目的种类之间，原因略似于穆勒的棘轮效应：偶发的灭种或
突变导致的偶发繁盛。
大数目的种类，其性的过程阻止了这种现象，原因是新的差异发生，迅速扩散到整个种类。
小岛的物种因为近亲繁殖，性无法发挥这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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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里德利务求解释清晰、笔锋流畅、陈述简单明了的事实，而非固守乏味的了“政治正确”教条。
这是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
　　——理查德·道金斯，著有《自私的基因》　　性是什么？
性何以牵涉生物学上两大未解之难题⋯⋯，里德利详细解释了这个错综复杂又引人争议的课题，立论
清晰精确，趣味盎然。
　　——《经济学人》　　本书精彩检视了性如何演化、性为什么产生演化的科学论战，以及男性与
女性之间无穷尽的演化纠葛⋯⋯充分展现了创意与才智，令人赞叹不已。
　　——《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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