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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篇：给生命一份明媚3

第一章  生命意识—生命发芽成长

    我只能坚持这样一个事实：生命意识透过我展示了她自

己，成为与其他生命意识相互依存的一员。

                                                          —史怀哲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意识是指个人对于人的生命的自觉认

知。生命的起源和存在是生命意识的前提。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是一个亘古

未解之谜，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多种臆测和假说，比如创造论、自然

发生说、陆地起源说、宇宙生命论（或泛生说）、化学起源说等，但这些假说

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人诞生于生命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中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宗教的大动荡、大

争论后，才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在以后的岁月里，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古生物

化石的研究，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人类的起源说。从无机物

到有机物，再从有机化合物到有机生命体的演化，同时掺和着很多的偶然性，

并不是有这种环境、有这种形成条件，就一定能产生生命。有人曾经比喻说，

这些无机物好像是在一个垃圾堆里面什么都有，塑料、塑料瓶子、铁、废弃金

属、油；而生命，一个单细胞，则就像一辆精美的奔驰车，在一阵台风过后，这

些垃圾组装成了一辆奔驰车。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生命起源的过程是非

常非常艰难的。也许，我们所在的这个蓝色星球才是生命唯一的乐园。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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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球，珍惜地球上的生命！我们不能奢望地球上第二次的生命起源。

生命不但具有生理学层面上的内涵，而且具有社会、价值层面上的内涵，因

为人具有了生命意识。人意识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认知、生命情感、生命

意志、生命责任、生命尊严、生命的意义等方面，这些都属于生命意识。

第一节  地球上的生命从哪里来？

生命的起源是一个亘古未解之谜：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于何时何地？是怎

样产生的？千百年来，人们在破解这一谜题之时，遇到了不少陷阱，同时也见

到了光明。这些问题是现代自然科学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也向来是人

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多种臆测和假说，并有很

多争议。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各种不同证据的发现，人们对生命起源的问

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一、生命起源的传说

（一）创造论

创造论者否认一切事物是自然形成的说法，认为哪怕是我们正在呼吸

的空气，也是需要被上帝、阿尔修斯之类的神所创造才得以产生。目前人类

在面临由各种自然资源枯竭、生态平衡被破坏而带来的各种灾难的威胁情

况下，难以驾驭大自然。人类面对大自然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幻想是依靠具

有超能力的神在左右着自然。就如《圣经》所言：“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

论这样一种解释生命起源的说法，早就已经被证明为是一种荒谬的观点了。

这种解释一方面是通过比照人的制造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恰当地应用概

率论。比如，某宗教徒用手表自我形成的概率为零，就认为必然要有造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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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制造出手表，从而就推导出人也是被创造的。这种推理的根本错误就在

于他不知道自然界普遍存在着自组织现象，比如说雪花、沙丘等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自动形成某种规则的形状，这显然不是被某一高级主体有意制造的，

而且也不能用概率论来推断。生命体的最根本特征是自组织的，不是被制造

的。现代科技使人类拥有了非凡的制造能力，但却对更多的生命问题无能为

力，原因也在于生命是自组织的而不是被制造的，纵使拥有的制造能力再大

也难以胜任。

（二）自然发生

这种观点又称为“自生论”或“无生源论”，认为生物可以随时由非生物

产生，或者由另一些截然不同的物体产生。如中国古代所谓的“肉腐出虫，鱼

枯生蠹”；在中世纪，有些西方人认为树叶落入水中变成鱼，落在地上则变成

鸟等。自然发生说是在19世纪以前广泛流行的理论，这种学说认为，生命是从

无生命物质自然发生而来的。如我国古代认为的“腐草化为萤”，即萤火虫是

从腐草堆中产生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自然发生论者。有的人还

通过“实验”证明，将谷粒、破旧衬衫塞入瓶中，静置于暗处，21天后就会产

生老鼠，并且令其惊讶的是，这种“自然”发生的老鼠竟和常见的老鼠完全相

同。在那个年代，科技水平低下，人们知识不丰富，这当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实

验。时至1860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设计了一个简单而

令人信服的实验，彻底否定了自然发生说。19世纪时，巴斯德发现，将肉汤置

于烧瓶中加热，沸腾后让其冷却，如果将烧瓶开口放置，肉汤中很快就繁殖

生长出许多微生物；但如果在瓶口加上一个棉塞，再进行同样的实验，肉汤中

就没有微生物繁殖。巴斯德认为，肉汤中的小生物来自空气，而不是自然发生

的。他的实验为科学家进一步否定“自然发生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陆地起源说

地质学家们于1946年在澳洲埃迪亚加拉山的赤红岩层中发现了最古老

的大型多细胞化石，其生存年限要早于寒武纪进化大爆炸，而先前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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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是在该时期产生了类似于这些化石的现代动物群化石。这些化石要追溯

到近5.42亿~6.35亿年前的埃迪卡拉纪时期。埃迪亚加拉纪化石代表了一种

独立的陆地生命进化辐射模式，这种模式要比寒武纪进化大爆炸所出现的

海洋生物至少早2000万年。长期以来，远古时期的多细胞化石被认为是早期

海洋生物的先祖，它们生活在海洋里，是一些陆栖地衣或其他微生物菌群的

残留部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正如查尔斯·达尔文140多年前所说，地

球生命确实起源于陆地上一个“温暖的小池塘”，而并不是起源于海洋。最初

的原始细胞可能是在充满冷凝蒸气的池塘里开始发育的，是地下热水或从

地下蒸发出来的水泡形成了这些池塘。这些观点同生命起源于大海的普遍

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人员分析了古老内陆和海洋栖息地岩石的化学特

征，并与用基因重组所得到的地球原始细胞做了比较，发现这些远古时期的

多细胞生物与陆生生物具有共性，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而非

生活在海洋里。

（四）宇宙生命论(或泛生说）

这一假说提倡“一切生命来自宇宙”的观点，认为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来

自宇宙间的其他星球，即“地上生命，天外飞来”。这一假说认为，宇宙太空

中的“生命胚种”可以随着陨石或其他途径跌落在地球表面，即成为最初的

生命起点。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已发现的星球上，自然状况下是没有保存

生命的条件的，因为没有氧气，温度接近绝对零度，又充满具有强大杀伤力

的紫外线、X射线和宇宙射线等，因此任何“生命胚体”都是不可能保存的。

这个假说实际上把生命起源的问题推到了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去了，同时这个

假说对于“宇宙中的生命又是怎样起源”的问题，仍是无法解释的。

（五）化学起源说

化学起源说是被广大学者普遍接受的生命起源假说。这一假说认为，

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地球温度逐步下降以后，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由非生命

物质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一步一步地演变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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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芝加哥大学学生米勒在实验室中完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实验。

米勒实验的装置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气体环路。为了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环

境，他按照一定比例将原始地球大气的主要成分甲烷、氨、氢气和水蒸气注

入实验装置，然后用紫外线持续照射实验装置，并对混合气体实行放电操

作，以此模拟原始地球中强烈的宇宙辐射以及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米勒在

火花放电的头125个小时内，不断打开“U”形管的活塞抽样，进行分析，发现

首先合成了大量的氰化物和醛类；之后它们的合成速度逐渐下降，而在整个

实验期间，均以近乎恒定的速度合成氨基酸。这就是说，首先甲烷与氨作用

生成氢，甲烷与水作用生成醛类；然后氢、醛类与氨作用生成氨基腈；氨基

腈水解就生成氨基酸。米勒在实验装置的水溶液中检测到了多种形式的氨

基酸。米勒实验装置中所放置的完全是无机物，而经过模拟原始大气环境中

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却得到了构成生命所必需的有机物—氨基酸，而蛋白质

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他认为生命是从无到有的理论将可确立了。但也有

人对他的实验提出几点质疑：（1）米勒试验提供持续的电能，但是原始时代

的地球不一定；（2）不能完全确定米勒试验各物质浓度的配比；（3）氨基酸

很可能是宇宙流星和彗星在撞击地球的时候带出的，因为当时这种现象十分

普遍，科学证明氨基酸可以在宇宙的恶劣环境中存在。

生命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难以研究的问题。虽然19世纪70年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

的。”20世纪20年代奥巴林和霍尔丹也相继提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观点，

即认为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无机物可以转变为有机物，有机物可以发展为

生物大分子和多分子体系，直到演变出原始的生命体。但这些都只是理论的

推测，还缺乏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而米勒首次在实验室内模拟原始地球还

原大气中的雷鸣闪电，最终能够从无机物合成出有机物，特别是多种组成蛋

白质的氨基酸，这是生命起源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后来，科学家们仿效米

勒的模拟实验，已合成出了大量与生命有关的有机分子。例如，有人用紫外

线或γ射线照射稀释的甲醛（HCHO）溶液获得了核糖和脱氧核糖（1966）；

用紫外线照射氰化氢（HCN）获得了腺嘌呤和鸟嘌呤；用丙炔腈、氰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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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N）和H2O，在100℃下加热一天得到了胞嘧啶（1966）；将NH3、CH4、

H2O与聚磷酸加热到100℃～140℃获得了尿嘧啶（1961）；将腺嘌呤和核糖的

稀溶液与磷酸或乙基偏磷酸盐（ethyl-metaphosphate）放在一起，用紫外线

照射，可生成腺苷（1977）；将腺苷、乙基偏磷酸盐封入石英玻璃管中用紫外

线照射，可产生腺苷酸（A）（1966）。此外，长链脂肪酸也可通过在高压下用

γ射线照射乙烯和二氧化碳而获得。可以说，几乎全部的生物小分子，都可

以通过模拟原始地球的条件在实验室内合成了。

中科院院士赵玉芬说：“尽管我们在探索生命起源中的化学进化进程中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要揭示生命本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摆在我们面前

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遗传密码子起源的化学和物理依据是什么；化学

与生物起源的问题—蛋白质骨架只用左旋的氨基酸L-а氨基酸，核酸骨架

只用D-核糖（而不用其他种类的糖，如葡萄糖），为什么DNA和RNA只采用

磷酸二酯键作为基本骨架等。我们期待着从磷化学角度尤其是从高配位磷

化学的结构与活性的特征来解开生命起源的奥秘。”a

二、人类的起源和进化

人类的历史始于人类的出现。人类如何起源，历来传说、争论很多。达

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

宗教的大动荡、大争论后，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在以后的岁月里，古生物学

家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人类的

起源说。他们认为，人类是古猿经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万物更迭交替

变化中逐渐进化而来的。人类的祖先是古猿，古猿为了适应环境气候的变化

而渐渐进化成人类。古猿是由同为灵长类动物、较为低等的古代猴子一类的

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古猿与现代的猩猩类似，都是没有尾巴的，而现代

猩猩的近亲中还有长有尾巴的一类猴子，它们直接来源于古代的低等灵长类 

动物。

a  赵玉芬. 生命起源的现代探讨[J]. 科技导报，2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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