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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40年前，科学研究的地位不像今天这样得到人们充分的肯定。
因此，在当时，为了使科学研究得到普遍认可，发起一场论争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由一股蒙昧主义和不拘形式的教条主义所汇成的势力在负隅顽抗。
就是这股势力，在几个世纪前对天文学进行攻击，在近代对地质学进行诋毁，而现在又对我们当代的
生物学发起了攻击。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阵地战，否则那些偏见和歧视以及保守观点的偏执卫道士就会阻碍科学研究的进
展。
　　在19世纪，有一位名叫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人，他竭尽
全力投入到捍卫科学的战斗中，从而为确保自由探索以及科学认识的进展打赢了决定性的一战。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许多论著因其通俗的形式，引起了众多有兴趣的读者的注
目。
可是，这种在40年前被认为是合适的好斗姿态，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过时。
不过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或许原来的战场已完全转移，或许原先的战场依旧存在，活跃于其间的主
要是幸存的老人以及在旧有气氛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
　　当前，唯物主义真理被否认或抹杀的危险几乎没有了，但有被夸大的危险。
虽然唯物主义真理在某些领域内会取得辉煌的战果和成绩，却不时被其热心的信徒无节制地推广到它
无法适用的范围中去。
这就好比狂热的摩托车手为他们在法国良好路况下的表演而感到洋洋得意，以为他们在撒哈拉沙漠或
者进行极地探险时也能同样挥洒自如。
　　而当代一些草率的思想家正在犯这样的错误。
他们企图推行像赫胥黎那样的大学者所提出的唯物主义主张和科学学说，仿佛这些主张和学说放之四
海而皆准。
这种做法并不是对唯物主义的真正拓宽，而是对世间万物的约束，是一种把多彩的宇宙限制到某一方
面的企图。
　　但是，这种错误并不完全是，甚至也不主要是那些追求唯物主义哲学虚妄曙光的热心信徒所犯的
，因为唯物主义正是他们所寄予期望的，进行尝试是一种有益的实践，他们会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种错误恰恰可能是那些深受唯灵论影响的人所犯的，因为他们乐于看到精神的力量能处处指引和支
配一切，而对其中起作用的机制却视而不见。
他们认为，那些热心于指出并且研究机制的人们正在动摇他们的信仰根基。
其实并非如此。
一位乘坐大西洋定期航班的旅行者，他也许宁可对船上的发动机、消防队员、所有的装置和船员艰苦
的劳动视而不见，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一切，他才可能惬意地在阳光普照的海面上破浪前行；他可以尽
情想象自己独自在一艘帆船上扬帆行驶，只靠上苍的保佑就可以前进。
但事实上，就像其他情况一样，海上航行同样依靠自然的力量来达到预定的终点，而轮船上发生的每
一个细节，包括从消防队员脏兮兮的身体上流下的每一滴汗珠，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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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赫胥黎在《物种起源》广受争议的背景下写成，赫胥黎通过梳理类人猿的
发现史，人类、类人猿和大猩猩在解剖结构和行为习性等方面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证据，详细讨论
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
赫胥黎的立场十分明确，他不仅拥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而且他毫不犹豫地从中推论，人类正是、也
只能是进化的产物。
赫胥黎在本书中强调，人类与黑猩猩等猿类的如此接近，表明人就是源于这样的动物祖先。
但是，他更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就是说，不论人是否由兽类进化而来，但肯
定不属于兽类。
    本书后半部分为赫胥黎的演讲集，通俗生动，从中可见赫胥黎卓越的演讲风格，对科学方法的注重
，还有他投入科学教育及其普及事业的极大热情。
他对达尔文理论的论述精辟凝练，以深厚的说辩技巧和俏皮睿智的文笔，酣畅淋漓地展示了物种进化
的浩荡长卷。
无论读者是否了解科学史，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发和阅读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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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萨洛蒙·米勒博士和施勒格尔博士合著的《荷兰殖民地博物史(1839-1845)》，是当前对猩猩最
详尽的博物学记述，而我讲述的有关猩猩这一课题，几乎完全根据上述两位作者在其论著中的记述。
同时我还从布鲁克、华莱士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引用过一些重要的细节，补充到各个章节里。
　　猩猩的身高看来似乎很少超过4英尺，但其身材却很庞大，据测量它的身围，是身高的三分之二
，见图9。
　　一方面，猩猩仅分布于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但它们在这些岛屿也不常见。
它们常住在这两岛低矮平坦的平原上，而从未在山区发现过。
猩猩喜欢栖居在从海岸延伸到内地的极为茂密的森林中。
因此，猩猩只在苏门答腊东部有森林分布的地方才可以见到，尽管偶尔也发现它们游荡到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在婆罗洲，除了在山区和人口稠密的地方外，其他地区一般均有猩猩的分布。
在适宜的地区，猎人如果运气好，则一天内可以遇到三四只猩猩。
　　除了在交配期，老年雄猩猩常常是独居生活，而那些老年雌猩猩则和未成年的雄猩猩往往三五成
群。
年老的雌猩猩偶尔有小猩猩陪伴着，但是怀孕的母猩猩通常是分居的，且有时分娩幼仔后仍继续分居
。
小猩猩似乎得到母猩猩极长时间的抚养，这可能是由于小猩猩生长缓慢的缘故。
当母猩猩在攀登时，总是把小猩猩抱在怀里，这时小猩猩就紧紧抓住母猩猩的毛。
至于究竟到几岁时小猩猩才具有生殖能力，以及母猩猩和小猩猩一起究竟要住多久，都不太了解，但
看来很可能要到10岁或15岁才成年。
在巴达维亚，有一头饲养了5年的雌猩猩，还没有达到野生雌猩猩身高的1/3。
很可能当它们成年后，还要继续生长。
尽管长得较慢，但它们可以活到四五十岁。
据戴耶克人(Dyaks)称，那些年老的猩猩，不但满口牙齿都已脱落，而且攀登时也显得相当困难，它们
靠那些被风刮落下来的果实和多汁的野草来维持生活。
　　猩猩动作迟钝，完全不像长臂猿那样，具有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
似乎只有饥饿才能激发它们。
可是，一旦吃饱肚子，便故态重演，又进入懒洋洋的状态。
当它坐下来时，便弯腰俯首，两眼直盯着地面。
它们有时用手抓住树枝，有时却把两手无力地垂在体侧，甚至可以在原地几乎不动，以同一姿势呆上
好几个小时，而且还不时地发出深远而低沉的吼叫声。
在白天，它常常是从一棵树梢攀缘到另一棵树梢上。
只有在晚上，它才从树上爬到地面。
万一遭到危险威胁，它便立即躲藏到树底下的阴暗处。
如果不被猎人所袭击，它可以长时间逗留在同一地方；而且有时可在同一棵树上，呆上好几天，并在
树枝间找一个坚实的地方，作为它睡觉的床。
猩猩很少在大树的顶上过夜，这可能是由于树顶风太大又冷的缘故。
一旦夜幕降临，它便从树的高处下来，在树的较低和较暗的地方，或者在树叶多的树枝上，找到一个
合适的“床”就寝。
在这些小树中，它们偏爱尼帕棕榈、露兜树，或那些使婆罗洲原始森林显现特有景观的寄生兰中的一
种。
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它确定要睡觉之后，它就为自己搭建一个巢。
这种巢选用小树枝和树叶，铺在它选定地点的周围，然后它将树枝弄弯，和叶子相互交叉在一起，再
铺上蕨类、兰类和露兜树、尼帕棕榈及其他植物的大型叶子，以使床铺变得柔软。
米勒所看见的那些巢，多数是最近才搭建的，它们位于离地面10英尺到25英尺的高处，而其周边长度
平均为二三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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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巢竟填了几英寸厚的露兜叶，另外一些，显然仅仅是把折断的树枝，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铺设成
一个规则的平台。
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爵士说：“他提到的在树上所建成的简陋茅舍，既没有屋顶，也没有任
何遮盖，将其称之为坐席或巢更为合适些。
它们造巢之敏捷，真令人感到吃惊。
我曾经有机会见到一只受伤的雌猩猩，只见它仅用了一分钟，就把树枝编在一起，然后就坐在其上。
”　　根据婆罗洲的本地人戴耶克人说，猩猩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和在大雾被驱散之前，难得离开它
们的床舍。
它们每天大约上午九时起床，大约下午五时就寝，但有时一直推迟到黄昏以后才人睡。
它有时仰睡，或者转向左侧或右侧而睡，将两腿向躯体收缩，把手枕在头下。
当夜间寒冷、刮风或下雨时，它常常把建造床铺时用的露兜树、棕榈、蕨类等大量叶子，覆盖在身上
，而且特别注意将头埋在树叶里。
就是这种遮掩身体的习性，也许是导致猩猩能在树上建造茅舍的传说的起因。
　　虽然猩猩在白天大都栖息在巨树的树枝之间，却很少见到它们像其他类人猿，特别是长臂猿那样
，蹲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
相反，猩猩只栖息在细小、长满叶子的枝丛中，所以它栖居在树顶上的身影刚好能落人人们的视野，
这种生活方式跟猩猩后肢的构造，尤其是跟它臀部的构造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它的臀部不像许多低等猿类，甚至像长臂猿那样具有胼胝，它们那称之为坐骨的骨盆，在表面形
成了坚固的骨架，猩猩坐着的时候，身体就靠这个骨架支撑，它的骨盆不像其他具有胼胝体的猿类那
样张开，倒是更像人类的骨盆。
　　猩猩在攀登时，是那样地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它的动作看来更像人而非猿。
它在攀登时，特别注意自己的双脚，似乎要比其他猿类更经不起受伤的样子。
长臂猿在树枝间来回摆动时，主要是靠它的前臂；而猩猩不像长臂猿，它甚至从不做最短距离的跳跃
。
在攀登时，它的手脚交互向前移动，或者用手紧紧抓住树枝之后，将两足一同收缩。
在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时，它总是要找到两棵树枝接近或者是两枝交叉的地方。
就是当它被紧追时，它那小心翼翼的模样也实在令人惊叹：先摇一摇树枝，看它是否能载得起自己，
然后才逐渐地把自己的体重靠在一根悬垂的树枝上，使树枝压弯形成一座桥，然后从这棵树爬到另一
棵树上。
　　猩猩在地面上总是靠四肢行走，显得既费劲，又摇摇晃晃。
刚起步时，它比人要跑得快，但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赶上。
当它奔跑时，它那长长的双臂只稍作弯曲，身体明显地站立起来，姿势就好比一个驼背老人扶着拐杖
走路一样。
猩猩在行走时，身体通常一直向前，不像其他猿类那样，在奔跑时身体多少向两侧倾斜；除了长臂猿
以外，它在行走方式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明显与其他的猿类有别。
　　猩猩不能把它的双足平踩在地面上，而是靠脚底外缘来支持其体重。
脚跟更多着地，而弯曲的脚趾通过其第一个关节的上部着地，双脚的最外侧两趾则完全着地。
它的双手则以相反的方式起到支撑作用，亦即手的内侧成为主要的支撑力量。
手指以这样一种方式弯曲，即手指的前面关节，尤其是最内侧两个手指的前面关节以上部分着地，而
可以伸直和自由活动的大拇指指尖，不过作为一个辅助支点而已。
　　猩猩从来不是单靠它的后肢站立，可是，所有的插图都把它画成后腿站立，而且还错误地认为，
它是用棍棒来防护自己的；其他类似的插图，也同样是虚构的。
　　猩猩的长臂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不但用于攀登，而且可以从不能支持其体重的树枝上采集食物。
无花果、各种花和不同类型的嫩叶都是猩猩的主要食物。
但是曾在一只雄猩猩的胃里，发现过两三英尺长的竹片。
还没有听说过它们曾吃活的动物。
　　猩猩在幼小时被活捉后加以饲养，会逐渐变得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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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似乎的确想融入人类社会。
尽管在外观上显得迟钝不够活泼，但它毕竟是一种非常粗野而又胆怯的动物。
婆罗洲本地的戴耶克人曾断言，当老年雄猩猩仅受箭伤时，有时竟然离开树林，并愤怒地向它们的敌
人冲击。
在这种时刻，它的敌人出于安全只能马上奔逃，否则如果被抓住，肯定会遭到猩猩的杀害。
　　尽管猩猩力大无比，但却少有自卫企图，特别是当它们受到火器攻击时。
它们遇到这一情况，便尽力隐匿自己，或者沿着树梢逃逸。
它一边逃，一边折断树枝，并将断枝掷下。
当它们受伤后，便逃到树梢的顶端，而且发出一种怪叫，声音单调，最初是尖厉、刺耳，经过较长时
间后，便转为发出像豹子那样低沉的吼声。
当猩猩发出高音时，便把自己的嘴唇，突出成漏斗状；而当发低音时，就把嘴大大张开，同时它的大
喉袋囊也变得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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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不仅是一个不断探索自然奥秘的历程，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其根基是西方文化传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原因，在“西学为用”、“
科学救国”等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注重的是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文化性。
即使看来好像是毫无器用价值的进化论，也被人们用来作为宣传的工具，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致使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发展发生了偏颇，影响了人们从根本上
建立起一种科学文化的努力。
因此，阅读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科学典籍，特别是原创性的论著，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
通过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科学的文化背景，建立起我们自己真正的科学文化。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一本这种类型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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