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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日进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回答这些问题。
他的体系以学术理论的形态反映了20世纪困扰着西方人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试图去克服这些矛盾的
一种思想方向，因此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的对象。
德日进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力图赋予科学研究活动以一种与信仰相一致的精神价值。
这种努力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之，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加以客观的分
析。
我们既反对把科学与人文精神割裂开来，也反对使科学成为宗教境界的一个方面。
我们坚信科学是人类自我解放的伟大努力的重要方面，但我们同时相信，人类解放也包含着人类从宗
教中解放出来。
我们希望本文集的读者充分注意到编者的这一基本观点。
        本集是从13卷《德日进著作集》的240余篇作品中精选出30多篇论文或专著节选，编成六个部分：
一、内心世界；二、宇宙观与人类史观；三、关于科学与技术；四、关于爱情；五、关于基督教及其
他宗教；六、灵修篇。
各部分大标题为编者所加，文选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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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德日进（1881-1955）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宗教思想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之现象》、《德日进
著作集》等。
在20-40年代，德日进曾长期在中国从事古生物研究。
他的哲学著作融合了东方的思想，表达了对西方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精神价值丧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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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仅就一些选择适当的有蹄类和食肉类动物群（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而言，我们可以毋庸置疑地看
出，有一些明白简单和恒定不变的规律支配着生物体渐进而“有导向”的复杂化过程。
沿　　时间看，各种形态的物种相互交织，如同树枝，延枝演化，有些特征（身材的大小、牙齿的复
杂化或简化、肢体及颅骨形状的改变等）不断得到强化。
每一枝权都是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个性和命运：诞生、发展、定形，然后消亡。
于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根据对一块骨的特征的观察较有把握地确定这一特征在形成之前都经历
了哪几个中间阶段。
例如，一趾或二趾蹄意味着这之前必定在某处有五趾蹄存在。
如果没有第二上切牙短小的先前状态和全口出牙，大象的牙在动物学上就无法理解，等等。
　　经过对较熟悉动物种群的研究，古生物学获得了“有向变异”的珍贵概念，于是便有：了着手研
究一些较少被表现的动物形态的工具。
即使对有些动物只占有一些不完整的或间隔较大的骨样，也能够掘此划出“线条”或谱系草图，而他
们对有些相当大的空间所作的填充是合乎情理的。
假使我们只知道一块猫颅骨，也可以根据已知的其他样例不加犹豫地肯定这只今天下颌骨只有一颗锋
利臼齿的动物以前必定是有过三颗尖臼齿的食肉动物（此已被科学观察确认），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
上是这些完全不像猫的动物的后裔。
这只在我们的采集标本中假定为独一无二的描，单独就代表一系列相继出现的非常肯定的种类。
　　研究哺乳动物的古生物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并且仍然进行着耐心的定位工作，今天是长线，
明日是短节，他们不断地往生命演化图上添标着越来越多的门类或门的节段。
让我们来　　看一看以此种方式绘制出的全图，虽然还很不完整，但它的含义却一目了然。
生命型态的分布是一种运动和散射现象。
线条比我们原来想像的要多，交叉得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频繁，距离我们也不那么近。
就算如此吧!可这些线条存在，并且向下逐渐趋同。
　　有机体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在少量种群身上发现的。
现在这些规律却毫不费力地用于越来越大的单位。
不仅是科和目，而且是一个个区系连同其所有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像单一物种一样在整体移动。
　　如不加思索，我们很容易以为所有曾经存在的哺乳动物都类似我们今天的马、狗、大象。
　　而实际上，远古世界这群我们较熟悉的野兽只是生命在哺乳动物这条线上所实现的很小一部分。
第三纪时期，巴塔哥尼亚高原曾生存过大量奇异动物。
那些魔幻般的动物（贫齿类、无蹄类等等）与我们北方的哺乳动物同属一个基本类别，它们有同一起
源，这一点可以证明：只是从白垩纪后期开始它们才在地域上被孤立了，于是有了完全另样的历史。
同样，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种多样的有袋目动物无疑也是很久以前（大概在侏罗纪）与广大胎盘
哺乳动物分隔开的一群动物经过长期唯独发展的结　　　　现在让我们先把熵放在一边，回过头来看
生命世界。
以物理化学用语说，生命现象的根本特性（恰好与物质相反）是向着可能性最小的方向演化。
有机物质堆积出不稳定大分子，是来必有的事；最小原生物的结构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其可能
性极小；高等动物的构造种类迅速增长；并且通过地质年代逐渐变形，也是未必发生的事；最后，最
高的未必有事件就是思维的出现、留存及世间组织性⋯⋯人被托起在一个由未必有事物搭起来的令人
目眩的脚手架上，其中每一次进步都使之加高一层。
　　面对世界的一部分不断向着未必有状态上升这一不可否认的巨大事实，科学迄今为止一直在试图
闭目不见或把目光转询别处。
生命的构造没有可能性，是吗?所以就是偶然的，对于思　　辨与计算无意义。
于是生命继续呆在物理学之外，如同一个脱离常轨的畸变，一股奇怪的涡流，偶然诞生在熵这条唯一
原始和永久不变的河道中。
　　然而难道就不可能有另外一种观点吗?它甚至能从我们为表述宇宙经验所能找到的最简单的字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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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中自动进发出来?有，在宇宙中我们面对的，有基本单元物质的两种重要运动，一种向着概率最高
的方向，另一种向着概率最低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在这双向潮流中，在这同样普遍、同样重要和属同
样范畴的两种现象中，设法看到这是同一个极其广泛事件的两面或两向呢？
　　简言之，为什么生命不会是熵的一个复件或反面呢?　　当然，生命要能称得上为世界第二大基本
潮流，还有其表面上的空间局限和极端脆弱的弱点。
人们会提出，由于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巧合而包裹了我们小小的地球的、由会建巢的自发生　　命构成
的不稳固表膜，怎么能同宇宙能量宏大而不可抑制的铺展相比呢?我们犹豫，不敢将这两个有如此明显
差异的量值放在同一天平上，这不恰恰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人之现象的全部寓意吗?　　生命还裹在“
本能”形式里时，人们多少有可能将其归为一些简单的机制。
但是，在人身上，它却爆发出永远不可化简为物理学法则的属性，它遵循并利用这些法则。
在人身上，生命被带至思维，显露出如同世界各种能量的一个Sui generis（统属）面。
这一新能量的表现处所很狭窄，但它的预备史和成功看来是与物质世界的全部进化过程共延的。
的确，目前它还显得微不足道，但将它不停步地一直载至人类的脚步却坚定可靠，不负使命，因而也
就摆脱了一般巧合事件所具有的各种危险。
生物进升的坚韧和义无反顾下面，隐藏着某种与物质世界同样不可抗拒的东西。
我们往往有些幼稚地将最终平衡及世界的稳固性，归在概率最高的组合一边。
谁知道，也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价值阶梯头尾调转过来，就是说，也许宇宙的真正稳固性，真正坚实
性应该在未必有的事物增长的方向中去寻找?　　　　积极地说，除了把这些事实的相续当作巨大的心
理和生物操作之外，我看不出有更和谐、更科学的看法，这就是说把它们当作大综合，当作把今天地
球上所有有思想的元素集体地或个　　体地笼罩住的“高层安排”（super—arrangement）。
　　本来大综合是切线的，但因此也必附带造成向心能在演化主轴上的跃进：产：生更多的复杂性和
更多的意识。
如果实情确是如此，则仟仰孤亿学说深处所有的大错不是很明显地呈露出　　来丁吗?把未来看成是给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用来实现“人人为我”目标的极端见解，自然是错误而不合理的。
除非偕同并靠着众人的参与，没有一个单位能行动或成长。
　　另外一个错误而且不合自然的见解就是种族的偏见，误以为自己一枝可以吸取树液的全部，从其
他枝叶的枯萎中发展出我个己的一枝。
但花要绽开炽盛，便非得花叶整体合共成长。
　　世界的前程，未来之门路，通往超人的入口——这些都不只向一些秉赋优秀或受选的人们开启，
而排斥其他的人。
它们必向“全体”田。
敞开，让“全体”一道参与，使他们在大地精神的复苏中找到完善之路；所谓复苏，它的物理真切程
度在下面就要考虑以及加以描述，使它更形清楚。
　　二、大地的精神　　1．人类　　人类 现代人一旦对进步的理念有所醒悟，就会把个己难免于死
亡的事实，与他无法不有的对无限未来的希望配合在一起。
“人类”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对象，只是被感到而已，并不是可以了解的，人们有一个暧昧的印象，
认为人类的不断成长是要跟普遍的友爱并存的。
人类一度曾是信仰的对象，虽然这个信仰十分幼稚，但是它的魔力在今天仍然能施展威风，说服冥冥
的大众，也说服了“知识分子”；其威力胜过所有的批评或思潮的更迭。
不管你诚信这个信仰，或讥讽它，即使是今天仍然没有人能逃避“人类”这个理念带来的魔力，甚至
于无法不受制于它。
　　在18世纪的“先知”们的跟光中，世界不外只是一堆混乱而散漫的组织而已；需要有虔诚信仰的
人的胸怀才能感触这个胚胎的心脏搏跳。
但在不到200年之间，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穿　　透先人们所期待的实体了，至少在物质层面上。
这短短几代中，全球性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都已在我们周围发生，并且不断地扩张着。
今天，我们的日用“食物”，不再像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只有面包，我们还需要铁、铜、棉花、电
气、油、镭、电影、国际新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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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再简单，整个地球，不管它多么广大，都要被用来滋润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文字果真能表达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岂不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大身体的诞生么?它；有四肢、神经
系统、明确的器官，还有记忆。
这个大身体实际上乃是那个要用来满足新近获取意识和反省能力的人所欲望的大“东西”（Thing）。
人企望能和演化的“全体”（A11）合而为一，并担负它的使命。
　　确实，既然我们有心要统摄、要组织这个世界的各个脉络，结果一定会把我们带回初期博爱主义
者本来希望的情形，把所有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邪说一并消除。
因为如果不能跟其他　　的人相结合，那么演化就没有未来可指望。
昨天的梦想家早巳看出这一点了，我们也看得出来。
由于我们又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因此能看得更清楚，发现了它的宇宙性的根源、特殊的物　　理质料
，以及我们人类的特性，后者对当时的人只是预感，但对我们来说则是除非我们闭眼不看，否则便不
会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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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刘东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这是本世纪以来第二次比较活跃的东西学术文化交流。
第一次是从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开始的，继五四之后，兴盛于二三十年代。
在那一次交流中，有许多国际知名的西方学者来华进行讲学、考察和长期的合作研究。
他们对东西方的交流和民间友谊作出了贡献。
　　法国天主教神父，巴黎科学院院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就是其中的一位。
自1923年他到天津和桑志华（Emile Licent）神父共同创建由北疆博物馆（现名天津自然博物　　馆）
与巴黎博物馆联合组成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起，直到1946年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
，为时23年之久。
其间他虽然曾几次回国和到其他地方做考察工作，但在中国度过　　了大部分的岁月。
离开中国以后，他深深地怀念中国，在逝世前几年曾给协和医院原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古生物学家杨
锺健先生来信表示想再来中国。
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是值得纪念　　的。
　　在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古脊椎动物学家，但几乎没有
一个人谈到他还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甚至连与他合作很久的杨锤健先生以及后来在协和医院新生
代研究室工作的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等也很少谈及这一方面。
这可能是因为他治学严谨，不愿在纯科学工作之外谈及其他，或许还因为他的一些重要哲学思想形成
于1937年以后，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五六十年代，裴文中先生注意到了“德日进学”在法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
影响。
不久，德日进的哲学思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视。
1981年，在纪念德日进诞辰100周年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周明镇和李彦贤两位
先生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直到这时我们才对德日进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的学说略有所知。
但是限于某些客观条件，我们对于他的哲学著作仍然知道得很少。
他的20多卷的文集中有——半是自然科学，一半是关于哲学和神学的。
在我国，读过他的书的人不多。
有的人知道德日进的名字还是通过英美人写的文章。
大家都很想知道德日进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但国内译文也很少。
最近王海燕同志等把德日进哲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出来，为我们了解德日进的哲学思想提供了
资料，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对他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德日进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
作为一位古生物学家，他是完美地结束了一个时代的代表。
但是，在哲学思想领域，他则是一个勇敢地开辟新境界的人物。
　　德日进在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工作近20年，对中国第四纪地质新构造运动，对中国的花岗岩
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古哺乳动物和古人类的研究，提出过精辟的见解，作出过富有意义的、贡献。
他在古生物学方面不愧是一位权威。
　　德日进一生以古脊椎动物的演化为其研究的主题。
在纯粹古脊椎动物学研究中，他似乎意识到了古典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杨锺健先生曾说过：“德日进曾想把古哺乳动物　　所有门类都研究一番，并且为每一种都写一本古
生物志。
”我想这句话不仅代表了德日进当时的心态，而且也代表了古脊椎动物学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
共识。
德日进在中国的工作，像那个时代的最好的专家一样，对所研究的问题详尽地占有材料，精细地观察
和描述，简洁扼要地归纳和总结。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日进集>>

他的这些研究对于后来者是一种宝贵财富。
　　对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是一个门外汉，无法深入。
我们从他在古生物和古人类学研究中所透露出的一点信息知道，他在40年代所提出的哲学上的见解正
在逐步显露其意义。
他关于“智　　慧圈”的论述，他在《人之现象》中提出的人类共同的问题，都是他的思想的精华，
但在当时和者甚寡。
在他逝世以后，才开始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对于未来的时代可能是，一个先驱。
即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感到德日进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对于当代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是一项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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