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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全球化是当代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不能再无视入侵物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书描述东非维多利亚湖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种尖吻鲈的影响。
食肉鱼尖吻鲈重量可达一百多公斤，在殖民时代告终之际被引进维多利亚湖，是人力刻意为之，意在
为非洲人提供食用价值高出本土类鲈鱼丽鱼的鱼种。
　　意念之间，一个拎着装满幼尖吻鲈水桶的男子单枪匹马，便造成世界上最大热带湖泊生态系统的
全面崩溃，让人惶恐不安。
尖吻鲈兴旺发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繁衍生息。
尖吻鲈于1954年被引入，三十年来它们就像贪得无厌的吸尘器一般扫荡整个湖泊。
期间，至少有两百个本土鱼种灭绝。
复杂美丽的维多利亚湖生态系统，在环保主义者眼中丝毫不逊于伦勃朗的绘画，却永远地消逝了。
　　相反，渔业技师们的目标实现了。
事实证明，捕猎尖吻鲈，肥得流油。
虽然生物多样性已然锐减，但是贫瘠的生态系统仍在继续产出。
生物学家本来以为若干丽鱼物种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灭绝，不期它们卷土重来，呈浩荡之势。
它们似乎找到了逃避狼吞虎咽的尖吻鲈的窍门。
其形状发生变化，其行为可能有所改变，最微小的进化细节一一呈现，在达尔文看来属于天方夜谭的
现实进化范例出现了。
尖吻鲈乐于徜徉于开阔水域，那里惟有少数物种得以进化，何其不幸也。
　　在全球化的今天，&ldquo;拎桶男人&rdquo;比比皆是。
因此，把尖吻鲈引进维多利亚湖可以被看作是生物全球化的象征。
本土物种灭绝，入侵物种的恶果导致整个生态系统贫瘠枯竭，其重要性不亚于由于破坏像雨林和珊瑚
礁之类生物多样性环境而造成的灭绝。
在未来五十年里，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将会同气候变化和破坏自然生态而招致的灭绝一样
造成巨大影响。
中国也在所难免。
　　过去引进的外来物种彻底改变了中国生态系统的结构。
滇池和太湖的鱼群即可为例。
在两座湖泊里，曾栖息着大量绝无仅有的物种（即特有物种）。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本身。
我们几乎难以想象，曾几何时，栖居于中国森林的熊猫和长臂猿多于原始中国人。
如今，惟有一小片南方原始森林存留下来，惟有极少数真正的食物专家&mdash;&mdash;熊猫和长臂
猿&mdash;&mdash;在此栖息。
然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亿。
人类拥有大脑袋，靠两条腿四处走动，从而索取新领地。
况且，他们一路走来，吃光用光。
荷兰人如此，法国人和中国人同样如此。
人类天生就是全才。
实际上，你甚或可以认为，人类是一种头脑灵活、一门心思控制自然环境以便满足私欲的陆生尖吻鲈
，中国人也在其列。
它是一种机智灵活的物种，在纷乱无序的环境中无拘无束地发展壮大，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乱上添
乱。
它是熊猫和长臂猿之类无力自卫的食竹动物的入侵物种，直至自绝于它亲手酿造的环境问题。
　　泰斯&middot;戈尔德斯密特　　2007年7月于阿姆斯特丹　　后记　　自从本书荷文版于1994年问
世后，弗鲁鱼的进化画面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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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湖一万二千五百年前曾经断流干枯的发现，证实了弗鲁鱼以惊人之速进化的设想。
土壤样本，其中包括成年日久、采自维多利亚湖最深处的沉积物，含有陆地植物的花粉和种子。
这就意味着，几百个物种的起源时间不超过一万二千五百年，而根据最新的估计湖里曾有五百多个物
种。
果真如此的话，这种鱼进化新物种的速度在业已发现的脊椎动物当中是最快的。
　　有迹象表明，维多利亚湖的面积在一万二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大小不等，但它从来就是一个连成一
体的水湾。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爆炸式物种形成是在无地理障碍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鱼类统统无法逾越地理障碍
。
根据传统的异域性模型；无物种形成可言，新物种在周边湖泊了进化，水位上升之时，新鱼种找到大
湖的路，但是物种形成发生在同一水湾里。
　　1984年，华莱士&middot;多米尼阐明自己的信念：雌性对雄性的性选择在新丽鱼物种的进化中起
到关键作用。
我向来感觉他所言不假。
当某一特种鱼类的雄性有两种以上的颜色形态，经过性选择的物种形成可以快速出现。
雌性可以对某一颜色形态产生好感。
最终会出现不同类别的雌性，她们对呈现特殊体色的雄性各有偏好。
如果颜色偏好变成绝对偏好，那么每一种不同体色的雄性，连同对该体色明显持有好感的雌性，形成
一个新物种。
　　当时，我和先行者们都发现了呈现不同颜色形态的新物种。
这就是我为什么着迷于卵斑假说的原因，它或许也可以解释爆炸性物种形成。
这些口育鱼中性活跃的雄性臀鳍上统统长有卵子图案。
而这些图案的起源原因肯定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雌性选择长有仿真卵斑的雄鱼。
这样一来，雄性臀鳍上的二维仿卵的起源原因肯定是由于挑三拣四的雌性。
栖居于某一特定水湾的某一雌性种有时产下小卵，而栖息于另一水湾的同一物种产下大卵。
在我看来，栖居于不同水湾的巢域型雄性的卵斑与雌性卵子大小相仿。
也就是说，前提条件是：雌性继续选择长有最逼真仿卵的雄性，而栖居于不同水湾的鱼类很少移居。
某些物种的卵子拟态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雄性臀鳍上的卵子形态和大小如鬼斧神工，精确得匪夷所
思，甚而连颜色也极其逼真。
在这样的情况下，雄性卵斑特征的地方性差异就有可能充当物种形成的导火索。
一旦栖居于不同水湾的雄性卵斑特征产生分化，其他特征，如：性活跃雄性的颜色图案或者行为会随
之趋异。
　　物种形成或许确实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并非如此。
否则的话，我对大量物种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应该发现了卵子大小和卵斑大小的直接联系。
我反而有别的发现：浑水中物种的卵斑大于雌性的卵子。
反其道而行之，清水中物种的卵斑小于卵子。
看起来，卵斑的外观是一种折中方案，既要吸引同种雌性，又要避免招摇过市，引起食鱼类鸟和水獭
的注意。
卵斑特征趋异导致爆炸性物种形成，该假说不具备普遍效力，尽管少数物种有可能如此起源。
我断言，诗性真理坚不可破，科学无可摈弃。
斯豪森（Seehausen）是我的接班人之一，他另有高见。
他巧遇一种机制，借此或许可以解释大量岩栖类弗鲁鱼种，甚而可以解释其他生境中的鱼类。
　　斯豪森是细致研究岩栖类弗鲁鱼的第一人。
他发现，岩栖类栖居于那些岩石丛生的湖岸地段，或者聚集于维多利亚湖众多岩石岛中的一座附近。
这些物种中的雌性通过该物种的颜色形态特征来识辨同种雄性。
同域性孪生种中的雄性代表性体色是离光谱中心最远的两种颜色，他们出没于岩石生境。
体色或蓝得耀眼或红得瞩目的孪生种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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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孪生种身上发现了相同的二色现象，在这些岩栖类鱼的单一物种身上有同样的发现。
经试验证明，太阳神（学名为&ldquo;Haplochromis nyererei&rdquo;）是一种岩栖类鱼，其中的雌性偏
爱拥有这两种颜色形态中一种的雄性。
遗传学家表明，新物种可以如此飞快地、反复地形成。
我在前丈中写道：&ldquo;倘若两个同种种群的雌性对其配偶身上的第二性征外观不产生相同的好感，
两个种群的雄性有可能进化出不同的外观。
在某一区内，起初呈紫色的雄性可以变成蓝色，而另一区内的雄性可以变成红色。
由于这种装饰性趋异现象，种群之间可以形成繁殖障碍&hellip;&hellip;挑三拣四的雌性因而在新物种起
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弗鲁鱼的情况或许同样如此。
&rdquo; 如今，新物种起源的可能性更加大，甚至大可不必有什么&ldquo;紫色的发端&rdquo;或者不同
种群的存在。
某一物种内部的同域性颜色形态最终可以进化成新物种，可这并不是说该物种的形成机制是过去一万
二千五百年间惟一运转的机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水土流失和滥伐森林现象，维多利亚湖的水质持续变浑。
这对雄性体色的能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影响到以体色为基础择偶的雌性。
水质越清澈，岩石生境中的近缘物种数量越大。
一种以上颜色形态的物种也出没于这些清澈透明的湖区，而少有出现在浑浊的水里。
本书描述了，数百个弗鲁物种如何由于尖吻鲈和可能的过度渔捞而灭绝。
近来对岩栖类物种开展的研究理当给人希望，因为至少有两百个物种似乎在岩石生境中幸存下来。
这一次，威胁其存在的不是尖吻鲈，而是日益浑浊的水质。
在混沌的水里，雌性更难分辨或者根本无法分辨雄性的体色，性选择所致并维持的颜色差异消失了。
结果导致不同弗鲁鱼种的个体进行杂交。
在非比寻常的情况下，这一杂交现象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但是在岩石附近将发生截然相反的事情的概
率更大。
由于雌性越来越无法在黑暗中辨别同种雄性，越来越多的物种将走上穷途末路。
迄今为止，几乎从未有人思考过物种就这样灭绝的可能性。
不过，可以想见，如果交流中断，物种有可能永远消亡。
倘若水质开始再度变得清澈透明，新物种或许有一天重见天日，这一想法倒是让我们寄予希望。
泰斯&middot;戈尔德斯密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达尔文的梦幻池塘>>

内容概要

　　1981年泰斯·戈尔德斯密特前往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观察丽鱼科鱼，即一种以惊人的速度繁衍成
新鱼类的鲈形类小鱼。
这位生物学家从事研究时，目睹了动物区系里发生的可怕灾难，大批的尼罗河鲈被引进，它们迅速灭
绝了上百种丽鱼科鱼类。
　　戈尔德斯密特巧妙地把维多利亚湖生态系统崩溃的故事、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探讨、以及他作为一
个周旋于官僚、传道士、渔夫之间的研究者的亲身经历编织在一起。
生态系统的崩溃，然而渔业却欣欣向荣，数百万非洲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戈尔德斯密特运用难以数计的趣闻轶事阐明他所关心的进化原理，无论是为了研究专用船只计划
的陆用运输而测量铁路隧道，还是为其中一位助手寻找合适的嫁妆，或是体验疟疾引发的幻觉，林林
总总，戈尔德斯密特的旅行是一次进化生物学和坦桑尼亚文化盘根错节的旅行。
他妙趣横生的叙述使人感动犹如阅读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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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泰斯·戈尔德斯密特，荷兰著名生物学家和作家，现任荷兰莱顿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
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广泛涉猎生物学、文学、绘画、摄影等领域。
其非小说类著述《达尔文的梦幻池塘：维多利亚湖上的悲剧》结合生物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享誉欧
美，并于1995年荣获荷兰国家科学组织（NWO）颁发的“科学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达尔文的梦幻池塘>>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第一章　震撼第二章　独缺食眼鱼——万象中的分支第三章　马亚拉国家公园温泉——弗鲁
鱼的先祖第四章　水泡——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第五章　手上之吻——物种起源第六章　嫁妆——性
选择和性别差异第七章　生态龛——生物群落结构的起源第八章　杀戮战场第九章　救星——压力下
的生态系统第十章　神谕续篇终篇名词解释参考文献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达尔文的梦幻池塘>>

章节摘录

　　姆万扎1981年　　首先，谈谈旅程。
长路漫漫，似乎没有终点。
乘着爱洛夫罗特航空公司飞机到达莫斯科，又经过开罗来到亚丁。
心情烦躁，徘徊于各大机场，几天之后才抵达目的地&mdash;&mdash;达累斯萨拉姆。
等了四天之后，终于坐上幻影飞机飞往姆万扎。
事实上，这几乎是一架空飞机。
而在此之前，我被无数次地告知，飞机已经满载，每个座位都被预定了。
我坚持了好几天才订到座位。
买了机票的人统统上哪儿了？
我们已经升空了吗？
我什么也没听见，更别说有何感觉了。
我的双腿沉沉入睡。
麻木感缓缓地、真真切切地蔓延至腰部。
我何苦要自我放逐呢？
我是否能胜任工作，人生地不熟，找到自己的位置，创造出自己的生态龛呢？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过了一会，飞得更低些，仿佛走下一个浓雾笼罩的石阶。
前方有碧蓝的湖泊、湖岸边的纸莎草沼泽地和湿软的土地。
棕榈树宛如墨水一般，洒在红路和小径上。
无数的泥棚和盖有波状铁皮屋顶的小石屋。
时间一分分地流逝，非洲人渐渐充盈起来，越发接近真人大小。
白鹭鸶纹丝不动，白的好似从绿色背景中穿孔而出一般。
我正受到这片风景的诱惑吗？
　　飞机反复数次轻触机场跑道，打断我的神游。
但飞机一停下来，我又开始想入非非。
梯架顶端拂来一阵和煦的暖风，散发着油乎乎勺味道。
在融入姆万扎之前，我能在这儿小坐片刻，沉思一番，那该有多好。
我感觉有人用肘轻碰我的后背。
　　我走下楼梯，缓步朝到达大厅走去。
接下来便是令人不安的遭遇。
站在那儿迎接我的人是谁呢？
正是那些我以为离开荷兰就能逃避的人。
他们面带微笑。
他们笑得越久，我就越发坚信他们有一天将永不再绽露微笑。
这些欧洲1人紧紧围住我，大部分是晒黑了的同胞。
其中一人甚至还轻轻碰了碰我。
　　&ldquo;我们稍后再讨论。
&rdquo;　　&ldquo;他们永远学不会。
&rdquo;　　各种声音在四周响起：&ldquo;不，他们学得会，只是慢点&hellip;&hellip;&rdquo;　
　&ldquo;这些坦桑尼亚人？
&rdquo;　　&ldquo;永远学不会，我们都试了五十年了&hellip;&hellip;&rdquo;　　我们，他们，它？
我在哪里着陆？
周围有一个坦桑尼亚人吗？
我的四周只见一群幻想破灭的欧洲人。
哦，谢天谢地，有一颗孤零零的黑脑袋，像电子一样围绕着这群白人悲观者之核，对我们敬而远之。
难道我飞了八干公里就是来会见一群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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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逃进卫生间。
我自言自语道，得啦，人活一世，五年不算什么，别总装模作样，像刚进了卑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似
的。
他们中总会有些好人。
但得立刻向他们说明你不喜欢玩花招。
　　我在一个粪便满池而无水冲洗的厕所里剧烈地呕吐。
想到在欧洲人堆里发现的那颗沉默的脑袋，我才稍稍宽心。
充满野性的咖啡色卷发，圆圆的脸上有一双警惕的眼睛。
像伦勃朗一样火暴的脾气，一个死于医疗保健制度或者化肥工业的小伦勃朗。
　　半个小时之内，我得知自己被划入&ldquo;单身汉&rdquo;一类，而最好别被这样归类。
当询问住房情况时，我被清楚地告知了无希望。
只有等所有家庭下榻后，单身汉才有资格分到一套属于荷兰社区的房子。
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住旅店，或者自行安排住房。
我对此不甚在意。
我可没兴趣同一群欧洲人住在高档住宅区里。
　　我偶然得知白人神父修道会静修所闲置着，没人居住。
静修所房顶漏水，但可以修补一下。
它位于离姆万扎十二公里远的卢古鲁山顶上，是方圆数里的最高点。
没有哪个外国人想住在山上，因为许多年前曾有位神父惨遭小偷的毒手。
众所周知，山顶是孤立而危险的地方。
我很想租下看门人的房子，但教会办事处的一位神父告诉我，教会打算把房子留给家庭居住。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进城去了。
我担心，自己最终得在肮脏的姆万扎市中心某家阴郁的旅店里落脚。
我在街上溜达，想出了一招，并在若干天后落实。
我从一位男同胞那里借用了一位表情严肃的妇女及其小孩。
我手里牵着小孩，孩子他妈站在一旁。
我再次问道：&ldquo;不知有无可能&hellip;&hellip;&rdquo;一位友好的神父，不是我第一次到访时碰到
的那位，还有一位健壮的修女，同情这个颠沛流离的小家庭，于是乎我终于有了落脚之处。
　　那是1982年的事，我已经在卢古鲁山上住了好几个月。
结果证明，我并不孤单。
列沃卡图斯&middot;恩诺卡（Levocatus Enoka）是教会静修所的看守。
他还是一位土医生，在离看门人住处不远的房屋里给病人看病。
莫迦和埃里莫也住在山上，他们的小房子离我的住处不过一尺之遥。
时不时会有几位客人到访，大多是来自欧洲和美国高校的科学家，有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
家。
这些访客经常感到失落，初访非洲者尤为甚之。
他们把我当成救命稻草，一来我这就寸步不离。
这是好事，因为我渴慕志趣相投的人，而这样一来我的身边总有同道。
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我们领域里的最新进展。
更何况，他们还会随身带些乳酪、烈酒和电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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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巧妙融合科N-写作与旅行文掌的超凡功力，将其独具匠心地编织成引
人入胜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理当获得全球读者广泛的喜爱和共鸣。
　  &mdash;&mdash;《纽约时报》　  戈尔德斯密特对于复杂进化过程清晰而精辟的解说，构成本书论
述的精华所在：而另一个主题，他的西方意识与坦桑尼亚观念的遭遇战，则展现了趣味盎然的文化洞
见。
透过进化与文化这两大鲜明的主题，戈尔德斯密特书写了一部迷人的佳作。
　  &mdash;&mdash;《书单报》　  戈尔德斯密特在这部丰满充实而富有启迪的作品中，呈现了生物世
界神秘多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然而，他也描绘出人类既渴望了解自然生命，而又对其进行掠夺性剥削的双重心态，的确值得我们深
刻反思。
本书堪称当代针对维多利亚湖苏库马人和丽鱼生态田野研究的上乘佳作。
　  &mdash;&mdash;作家 贝利&middot;罗帕士　  很久没有读到如此有趣的生物书了。
书中的科掌论述精辟完整，对于维多利亚湖的生态浩劫也加以剖析阐发。
全书层次分明、架构严密，戈尔德斯密特清新的文风贯穿始终，读起来酣畅淋漓，余香满口。
　  &mdash;&mdash;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馆馆长　  日记？
进化参考书？
诗集？
环保请愿书？
旅游指南？
小说？
经典？
戈尔德斯密特在本书中集各种体裁与主题于一体，使其成为一部既能赏心悦目又能启迪广大读者心智
的作品。
　  &mdash;&mdash;2thi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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