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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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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一生总揽

你曾经观察过鸡蛋孵成小鸡时其胚胎的变化过程吗？你知道

哪些动物有血液，哪些动物没有血液吗？你知道海洋中的美丽巨

的鲸，为什么不属鱼类吗？你晓得蜜蜂中的雄蜂，为什么有母无

父吗？

如果说，对以上的一些问题，你至今还不很了解的话。其实，

早在２３００多年前，就已经有人不仅知其然，而且已经知其所以

然了。

这个人就是古代最博学的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兼科

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３８４年出生在古希腊斯塔吉拉城（马其

顿）。由于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有名的御医，因而他要求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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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能够继承自己的医生职业。为此，亚里士多德从孩提时

代起，就被父亲诱导去观察许多复杂的生命现象。从而使他如饥

似渴地闯进了生命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亚里士多德１７岁时，就有幸进入了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柏

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年）主持的雅典学园，并在这里学习和

研究了达２０年之久，直到柏拉图死去为止。

从公元前３４５年起，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同学狄奥弗拉斯图（约

公元前３７１～前２８７年），在一起搜集和整理第一批植物标本，在

此期间，他们进行了广泛而真诚的合作。可后来，由于志趣的分

歧，亚里士多德则更多地转向了对动物学的研究。他于公元前

３５５年，在雅典首创了自己的吕克昂学园，并主持这个学园达３２

年之久。

由于亚里士多德渊博的学识和德高望重的品质，因而使他从

公元前３４３～前３４０年，担任了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前３５６～前

３２３年）的教师，并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

然而，好景却不长。在亚历山大死后，他却被雅典的反马其顿

党派，指控为同马其顿王宫有政治和私人的牵连，同时还受到亵渎

神灵的控告威胁。为了不致遭到像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

年）被教会处死的悲惨命运，他便逃往母亲的田庄———欧比亚岛的

卡尔息底斯避难。公元前３２２年，这位古代的伟人，不幸病死在异

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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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贡献

由于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和他对自然现象的具

体研究，正好顺应了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潮流，所以，

他竟成了人们崇敬的“学问之神”。

尽管他已经离开人们好久了，但人们一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

总是会说“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吧”。后来，人们甚至把他捧

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他说的话，句句都成了真理。

这时，你一定会问：“亚里士多德究竟有哪些不朽的著作呢？”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由于不断从事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使他在

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伦理学、逻辑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方面，

都有很高的成就。仅就他的动物学研究成果，就有下列５部著作：

《动物志》、《论动物的结构》、《论动物的发生》、《论动物的活动》和

《论动物的迁移》。这就难怪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把他推奉为“学

问之神”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先前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上来，看看亚里

士多德是怎样回答的吧。

“好像一块红血在蛋白的中间。这一点红的跳着动着，然后伸

出两条充满了血的血管，成为漩涡的形状。有一层布满血管的薄

皮包围着蛋黄。然后肢体才伸张出来，最初是很小而且是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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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鸡胚胎初期的发育过程所作的描述。

像这样翔实的科学记录，对于２３００多年前的古人说来，是多么地

难能可贵。

亚里士多德在对动物的分类过程中，发现了有血动物和无血

动物的区别。因而他把动物分成了两个大类：即有血动物为哺乳

类、鸟类、爬行类、鲸和鱼类；而无血动物为软体类、甲壳类、斧足类

和昆虫类。

“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亚里士多德根据自己的解

剖观察，在人类史上，首先把属于哺乳类的鲸，从鱼类家族中划分

了出来。

对于雄蜂有母无父的解释，现代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亚里士

多德首先发现了雄蜂之所以成为雄蜂，乃是蜂王孤雌生殖的结

果———“雄蜂是从未受精的卵蜕变出来的”。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研究，还有下面的精彩论断：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角的。”

“反刍动物有一种多重胃，但是牙齿很不行。”

“长毛的四脚动物胎生，有硬鳞甲的四足动物卵生。”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难道不是只有经过长期

地观察、思考和归纳、总结以后，才能得出的英明论断吗？

提出的论点是正确无误的，作出的解释同样是令人信服的。

对于第一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野兽有了长牙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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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自己了，何必还要再长角呢？”

对于第二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正因为它们的牙齿

很不行，才要靠多重胃来帮助消化。在自然界中，一贯是从这一部

分拿掉后，就会在另一部分加以补偿的。”

对于第三个论点，亚里士多德给以十分有趣的解释。“这说明

动物是可以分为好多类的。不同类的动物，其生育的方法也是不

同的。如果说，雄的是木匠，那么，雌的就是木材！”

显然，亚里士多德解释的指导思想，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动物器

官的相关性了。

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类的遗传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他

曾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遗传现象：“有一个白种人的女子嫁给

一个黑种人，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到了孙儿那一代之中，却又

有黑色的了。那么，他们白色的子女中，如何藏着黑色的血统呢？”

尽管这个问题，一直到２０００多年后，人们才由孟德尔（１８２２～

１８８１年）所创立的遗传基本规律中找到了答案，但发现这个现象

的亚里士多德，同样是了不起的创举！

亚里士多德有这样渊博的学识，这与他特别喜欢亲自动手去

做实验，并善于分析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一生

当中，他至少解剖过５０种不同类型的动物，从而弄清了它们各不

相同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把５４０多种动物，按照它们的不同形态和

结构特征，划分为１１大类，并写入了他的生物学著作之中，从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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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了人类首次对动物进行详细分类的先导。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宗教的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中，包含了许多唯心主义的成分。比如他认为：

“心脏是人思考的器官。”

“一切能自由行动的动物，都是有灵魂的。”

“被动的、有机的质料（物质），通过形式的活力，可以变成有机

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露水、湿泥、干木和旧的肌肉就会产生出

蠕虫、昆虫、蛙类、蝾螈和其他动物。”

尤其，亚里士多德把一切生命过程都解释成目的性的唯心观

点，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动物本能的认识。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燕子靠自然界筑窝，蜘蛛靠自然界织网是为了某一

种目的，植物生出叶子是为了结出果实，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出，某

种东西具有什么性质，它是如何产生的，哪种原因在起作用……而

且一切其余事物都是为了目的而存在，所以目的事实上就是

原因。”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不就把目的论引进了生物学吗？要知

道，这种唯心主义的精神支柱，竟被宗教势力所利用长达２０００年

之久，直到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以后，才驳倒了这种错误观点。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伟大业绩，直到今天，仍旧铭刻在

人们的心中。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语来歌颂他：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６
























　
　
　
　
　
　
　
生
命
的
再
现

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贝尔纳也赞扬他：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最博学的人。”

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年）也尊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这就难怪，在由德国数十位

教授和博士所共同编著的《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中，第一位所

介绍的就是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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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之下的选择

在我国古代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苍蝇是腐肉化成的，萤

火虫是腐草化成的。在１８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上也存在着类似

的看法。在当时的欧洲，很多人都相信许多动物不需要母体，它们

都是垃圾堆的私生子。

生物会不会自发地产生呢？一切生物是不是都需要有母体？

在欧洲，这个问题一直到１８世纪，才由意大利微生物学家斯巴兰

扎尼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指出，生物是不会自发地产生的，一切

生物都必须有母体，哪怕是微生物，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这些微小

的东西，但它们却也有母体。斯巴兰扎尼的这个结论纠正了千百

年来人们的错误认识，为微生物学的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斯巴兰扎尼于１７２９年诞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斯坎提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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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就是从来不向大人问

长问短的去惹人讨厌，总是独自手忙脚乱地去捉甲虫、苍蝇和蠕虫

做实验。他想要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跳、为什么会飞。有时他扯

掉它们的脚，撕掉它们的翅膀，然后再想办法装上去，他可不管这

些小动物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兴趣的导向

在斯巴兰扎尼不满３０岁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母校勒佐大学

的教授。在这里，他开始进行关于微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他为什么对微生物那么感兴趣呢？这和当时欧洲生物学界正

在展开的一场激烈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的主题就是：生命能不能

够自发地产生，一切生物是不是都需要母体？

在当时，不仅是一般人，就是许多科学家也认为生命是可以自

发地产生。当时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罗斯就曾说：“怀疑甲虫、蚂蜂

产自牛粪，就是怀疑理性、感官和经验。”他还说，就是像老鼠那样

复杂的动物也无需要父母；埃及的田野里老鼠遍地，也都是由尼罗

河的淤泥滋生出来的。

斯巴兰扎尼认为，主张生命可以自发产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包括微生物在内的一切动物，它们的出生，一定都有母体。他之所

以研究微生物，正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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