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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讲座中，周忠和告诉同学
们，博物学是对自然的记述和系
统的解释，19世纪，博物学不仅
催生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现
代科学的学科分支，同时也深刻
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它的
跨学科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博物
学家，如西方的欧文、法布尔、华
莱士、达尔文等，中国的郦道元、
沈括、李时珍、徐霞客等。虽然在
达尔文之前，已有人意识到演化
的存在，但正是他首先以精细的
观察和严密的推理证明了演化
事实的存在。达尔文为整个人类
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并因此成为
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
启蒙思想家之一。

但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
想，周院士说，公众存在一些常
见的误解。

“自从进化论引进到中国，
‘适者生存’一词，就变得广为流
传，简直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代
名词，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生
物学意义上的‘适应’，与我们日
常生活中理解的主动‘适应’不

是一回事，严格来说是被动的过
程。或者说，是自然选择造就了
适者。而且，适应都是相对的，今
天适应，明天或许就不适应；此
处适应，别处可能就不适应。因
此，适应是一项特定环境条件下
的综合指标。”

从蚂蚁开始科学研究的威
尔逊，是“当代达尔文”，他在自
传《博物学家》中写道：“每个孩
子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而
我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

199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
物学》被国际动物行为学会评选
为继达尔文著作之后，最重要的
动物行为学著作。

从达尔文到威尔逊，周院
士告诉同学们，他们的研究领
域都从生物延伸到人类，并引
起争议；他们的影响都超越了
自然科学领域；他们都是意志
坚定、细心观察的博物学家，也
是基于野外考察的生物地理学
研究者；他们还是优雅的作家，
著作很多；还有一点十分重要，
那就是他们都拥有强烈的好奇
心。

如何理解“适者生存”的“适”？
周忠和院士分享达尔文和威尔逊的故事

“听了周院士的讲座，

我知道了达尔文和威尔逊

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

学说都遭受过争议，威尔逊

甚至被泼过水，但时间证明

他们都很了不起。我很佩服

这样的科学家精神。”

“今天的‘院士开讲啦’

让我知道好奇心是多么重

要，我们要保持对这个世界

的好奇。”

……

12 月 22 日，“院士开讲

啦”第12期活动走进鄞州区

惠风书院，中国科学院院

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为

同学们带来《从达尔文到威

尔逊——两位博物学家的

故事》科普讲座。讲座之后，

同学们纷纷交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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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之后的成功
就像饿过两顿后
吃到美味红烧肉

现场，同学们也充分发挥了自
己的好奇心，踊跃向周院士提问。

有看过周院士著作《一个人的
万物起源》的同学问，小时候观察
动物、与动物亲密接触的经历对他
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有什么样的
影响；有爱好螳螂的同学问周院
士，有人对昆虫存在误解，认为昆
虫恶心，对人有伤害等，该如何看
待这样的观点；还有同学问周院
士，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
的困难……

周院士对这些问题都耐心地
进行了回答。他说自己出生在农
村，小时候大家都比较穷，但有比
较多的时间可以观察小动物，或者
家里饲养的动物。“这些经历对我
认识自然的态度有帮助，我一直保
留着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比如我后
来去西藏，看到原始森林就特别新
奇，也一直对鸟类、对自然状态下
的动物有一种天然的喜欢，这些可
能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说到人们对昆虫的态度，周院
士说，昆虫是种类最多的生物，从
古生物学家的角度看，昆虫是非常
了不起的，它们的演化也与植物世
界密切相关。“此外，有一些昆虫也
是很漂亮的，比如蝴蝶。有一些昆
虫，大家不喜欢也正常，但这只是
一种欣赏的差异。我们要强调的是
包容的态度，是生物多样性，有一
些外表不那么美观的生物，会在某
些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说到研究中的困难，周院士
说，古生物学家有一项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要在野外挖化石，但这不是
想挖就能挖到的，有时候一周甚至
一个月，可能什么都挖不到，这个
时候，可能就会有挫折感。“但只要
你肯花时间，总能挖到重要的化
石，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很好。有
点像饿你两顿，然后给你一顿美味
的红烧肉，这种感觉很美好。”

当天，还有一场与周忠和院士
有关的展览在惠风书院启动。《一
个人的万物起源》是周忠和院士的
一部著作，内有动物篇、自然探索
篇、人物篇、成长篇、社会篇五大篇
章共34个故事。与周尧昆虫博物
馆签约共建“科学家故事众创空
间”的宁波9所学校，根据书中内
容让学生参与创作手抄报，优秀作
品将在9所学校巡展，第一站就在
惠风书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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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
院士，古生物学家，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
从事鸟类早期演化及相
关地质环境背景的研究。

先后当选美国国家
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
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
讯院士、美国鸟类学会荣
誉会员。现任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
事长、《科普创作评论》主
编、《知识分子》总编、中
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院长。

在各类媒体和刊物
发表科普、评论、随笔等
文章 100 余篇。曾担任国
际古生物协会主席、新版

《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
卷)主编。

这两位博物学家
都拥有强烈的好奇心

同学们踊跃提问。

讲座结束，周院士为同学们签名。

周忠和在讲座现场。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