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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的信

亲爱的中国读者：

在此，我衷心问候各位，祝大家健康长寿，

身心愉悦，生活平静祥和。

多里昂·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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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那些学术上的条条框框，

像达尔文一样，

到你研究的人群中去。”

我的母亲如是说。

谨以此献给我的母亲

哈丽特·米特尔多夫（Harriet Mitteldorf）

（1922—    ）

J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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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新闻》（Science News）

 乔希·米特尔多夫和多里昂·萨根深入剖析进化论以及各类衰老

研究，支持了一种不流行的观点……两位作者观点独到。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理论生物学家米特尔多夫和科普作家萨根认为，基因编程是为了

促进自身的长期生存及群体稳定而产生……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有趣的、

具有挑衅性的读物。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不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细致地研究了衰老和死亡对生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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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距离》（Closer）

 科学告诉我们，你可以回调生命的时钟，让自己感觉年轻了 10 岁，

甚至 20 岁。在《不自私的基因》中，乔希·米特尔多夫与多里昂·萨

根描述了有关衰老的突破性研究，并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方案，让你避

免甚至扭转衰老症状。

《数字杂志》（Digital Journal）

 乔希·米特尔多夫和多里昂·萨根两人摒弃了旧的衰老原理，成

功探索出新的衰老原理……《不自私的基因》有多处让我想起《物种

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两部作品都改变了根深蒂固的思

想……米特尔多夫就像达尔文一样，对自然充满疑惑，试图推翻一些

时兴观念，开启一段通向研究最深处的知识之旅，呕心沥血地收集所

有能够证明群体选择思想的数据。我想为所有想知道科学是如何进步

的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将让你亲眼目睹作者推翻科学领域中的正

统观念的整个过程，使人受益匪浅。

彼得·克拉玛（Peter D. Kramer）

布朗大学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荣誉教授

《一般很好》（Ordinarily Well）、《神奇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作者

 这本书很有可能是你今年读到的具备独创性、极受欢迎的科普书

籍。乔希·米特尔多夫既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是一名优秀

的老师。无论你是否同意下面这个基本前提 ：我们注定会走向死亡，你

最终都将发现，《不自私的基因》会帮助你重新理解一个深刻的问题，

一个关乎人类生死的遗传结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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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华德·布洛姆（Howard Bloom）

《路西法原则》（The Lucifer Principle）、《全球脑》（Global Brain）作者

 本书的作者大力抨击了进化科学史上的最大悖论，即如果基因是

自私自利的，为何要在携带它们的机体上设置摧毁自身的密码？这本

书收录了自然界中许多迷人而真实的故事，每一项证据都对我们回答

这个大疑团发起了挑战 ：为什么基因不仅会为生存而存在，还会为了

毁灭自身而存在？

朱丽叶·霍兰（Julie Holland）

医学博士、《情绪女人》（Moody Bitches）作者

 在《不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作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衰老这

一话题进行了引人深思的阐释。你会发现一个悲伤的事实 ：我们是被

体内的杀手瞄准的猎物。被我们称为衰老的自我毁灭程序正在悄无声

息地运行着，但作者米特尔多夫和萨根仍不遗余力地寻找希望，为我

们活得更好和更长久提供实用性建议。

卡尔·沙夫纳（Carl Safina）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自然与人类学顶级教授

《言语之外》（Beyond Words）作者

 在对待衰老这一命题上，这本讨论进化理论的书籍确实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我们不是因筋疲力尽而死，而是基因出于社群

利益，设定了我们生存与死亡的时间。作者的这种观点正确吗？无论

如何，它的确极具说服力，且寓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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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弗莱彻尔（Angus Fletcher）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荣誉教授

《拓扑学的想象力》（The Topological Imagination）作者

 “人们是如何变老的？”乔希·米特尔多夫对这个微妙问题的理解并不

逊于当代许多作家，而且他的说明方式总能给人带来惊喜。他与合著者多

里昂·萨根巧妙地将生物学知识与文明对话结合起来，全书引人深思且可

令人大饱眼福。

苏珊·布洛克博士（Susan Block Ph.D）

《倭黑猩猩之道》（The Bonobo Way）作者

《不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精彩绝伦，敢于挑战权威，推陈出新 ；而

且文笔迷人，措辞精辟，推理引人入胜，并包含了最前沿的科学……在

这本书中，乔希·米特尔多夫和多里昂·萨根将通过全方位视角，深入

地与我们探讨慢性死亡和衰老的问题。如果你热爱生活并且想活出精彩，

那么这本饱含幽默内容的书非常适合你。即使你是个外行，也能轻易读

懂当代伟大的抗衰老专家正在设法解决的难题。

流氓保健网（Rogue Health and Fitness）

 这本书是本年度最佳的科普读物，也是我长时间以来读过的最好的

书……米特尔多夫引用大量的证据证明他的理论，也正是这些论据让这

本书引人入胜……任何一个对衰老、进化以及生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必须

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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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生命个体走向衰老是正常的，幻想过分长寿有悖伦理也不利于物种

演化。过好有生之年，活出精彩，才是正理。我本人虽不赞成基因自私

与否的提法，但考虑到道金斯作品《自私的基因》标题的广泛误导性，

现在平衡一下那种修辞确实必要。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从更宏大的视

野考虑演化问题，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命、自我及其意义。

张雷雷

各色 DNA 首席科学官

人口老龄化社会，衰老和长寿深受关注。这本书从生物、进化和哲学

层面去思考“人为什么会衰老”的本质原因，最终落脚到群体的利他性，

即人类通过衰老更迭，维持一定的稳态。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比如

基因研究的突破，人们不断挑战生命的凋亡，这又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什

么挑战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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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者声称，自然会尽力避免衰老，但为何为数不

多的可选基因，限制了她的选择能力……

第 1 章   衰老并非机械或化学的磨损过程  3

“进化”观与“机器”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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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自私的基因》

不能解释衰老？

在描述“衰老”时，除了使用“Aging”一词，科学家有时

也会使用“Senescence”。这两个词的共同含义是 ：随着时间的

流逝，生物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我们有时也会从人口

统计学的角度定义“衰老”，即其表现为 ：死亡的风险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增大。

众所周知，衰老是一种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不言自

明的真理，没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当医学遇见想自杀的躯体

20 世纪时，人类的医疗技术在抵抗传染病和愈合创伤方面获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特别是 20 世

纪 30 年代抗生素的发现以及大量疫苗的普及与接种，许多传染性疾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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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销声匿迹。曾几何时，小儿麻痹症、梅毒、百日咳、白喉和霍乱都是

可怕的“绝症”，而现在，这些疾病只是作为“微不足道”的脚注，被

填入死亡率统计表中。如今，折磨着很多人的疾病都与衰老有关。在现

代社会，患糖尿病、关节炎及骨质疏松症的人已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

癌症及阿尔茨海默氏病① 是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近几十年来，人类在

医学研究上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试图使用此前在传染病防治上屡试不爽

的方法来战胜这些老年性疾病。

这种方法的主旨是给机体提供帮助，刺激机体的生长，激发身体内

在的力量，从而提高机体本身对疾病的防御能力。即便是有着还原论②传

统的西方现代医学，也深受这种“自然医学”哲学的影响，不以技术或

者药物手段驯服机体，而是通过与机体协作来治疗疾病。然而，医学界

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们正在和一个想自杀的身体打交道。

“劝诱”身体保持年轻

“有人落水了！”

听到叫喊声，你迅速跑到栏杆边，将一个套在绳索上的救生圈抛给

落水者。若你能把这救生工具扔到他够得着的地方，那就能把他拉回安

全的地面了……

扔得好！

救生圈恰巧被扔到落水者的面前，但他没有伸手抓它。是他的身体

太虚弱，还是他已失去活下去的意愿？你向他喊话，他却尖锐地回答：“你

走开，别管我！”现在，你明白了，情况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他并非不慎落水，而是想投水自尽。挽救溺水的人是一回事，劝阻

他不要自杀是另一回事，应对这两种情况的方法截然不同。在这类紧急

的时刻，你可能会跳入水中，趁他筋疲力尽之际控制他，并把他强行带

①俗称老年痴呆症。—译者注。本书其余脚注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注。

②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

象可以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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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安全地带。但下一周，他可能会再次尝试自杀。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这

个人，就得了解他真正在意的事物，了解他为什么要自杀，并说服他继

续活下去。

同理，在治疗病人时，医生试图解救的也是一个个不愿意接受帮助

的躯体。恢复身体自然平衡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代谢活动总会走向自我毁灭。试图增强身体防御能力的努力也注

定会失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防御系统会逐渐关闭。

医疗技术上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对抗上述三大老年性

疾病，但其采取的方式与对待传染性疾病时截然不同。我们不能只是一

味地协助身体，而必须采用“哄骗”“劝诱”等手段，甚至在适当的时

候与身体并肩作战。我们必须增加对激素及身体调节代谢活动的 “信号

语言”的了解；必须使用身体本身的生物化学语言低声告诉它“保持年

轻”。尽管我们对这种语言目前还知之甚少，但无论是在子宫发育过程

中，还是在衰老和死亡过程中，这种语言都规划着我们的一生。

DNA 调控着衰老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衰老已被内置于我们的身体。衰老的产生并非

毫无缘由，它是基因调节和控制的结果。与童年时期的成长及青春期的

性发育一样，身体自毁也已被写入基因的计划表里。按照 DNA 计划表

上的时间，身体的成长、发育和衰老依次到来。

但对进化论者来说，衰老不可与身体的成长和发育相提并论。强壮

的身体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和自我保护，而性成熟是繁殖的必要条件，这

两种机制均对人体及人体基因在未来的扩散有益。通过帮助个体在物种

之间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这些基因得以广泛传播。这符合自然选择的理

念，同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前提。要理解促进生长和性成熟的基

因是如何进化出来的，这很容易。它们是“自私的基因”，在帮助作为

载体的身体的同时，它们实际上也帮助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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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衰老意味着衰弱和死亡，不可能对身体有益。基因可能会导

致衰老，衰老却不能促进这些基因的传播—恰恰相反，衰老会终结那

些导致衰老的基因。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自

私的基因要杀死它们的载体呢？然而有很多证据足以表明，基因正在杀

死自己的载体。随着年龄渐长，基因启动了身体自毁，使我们的肌肉衰

弱、神经细胞死亡，并任由胸腺体萎缩，导致免疫系统崩溃。

在自然界中，这种自我毁灭相当普遍，但它并没有影响所有物种。一

些动物和植物就不会衰老。自私基因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

衰老，而本书第 8 章中的人口统计学理论则会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认为

理所当然的或属于熵① 性质的自我毁灭过程实际上是进化有意为之。虽

然这种“自杀倾向”不利于个体的健康长寿，但在整个进化史上具有重

要的作用：有助于群体的“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这些自杀基因是自私基因的对立面。在进化的过程中，导致衰老的

基因一定与自然选择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么，衰老基因是如何被

进化出来的呢？

自 150 多年前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被反复追问。

事实上，《物种起源》的第一版（1859 年）并未提及人的寿命或衰老等

问题。怀疑论者质疑达尔文：为什么自然界中各物种的寿命差异如此

大？为什么寿命不进化得再长一点？难道我们不应该期望从你的理论中

得到问题的答案吗？针对这些问题，达尔文在之后的版本中一反常态地

用模糊而不可信的话作出回应。

科学与偏见同源

尽管许多书和文章都在讨论衰老，但实际上答案只有三种。

第一种答案是，自然界不存在衰老。野生动物活不到老死的那一天，

①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以熵原理为核心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曾被视为堕落的

渊薮。有人甚至认为这条定律表明人种将从坏变得更坏，最终都要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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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先死于其他因素。这是一个“红牙利爪”① 的残酷世界。生物永远处于

危险之中，饱受掠食者和饥饿的摧残。只有那些被驯养的动物，由于受到

人类的保护，不会被天敌捕食，才会进入衰老阶段。同样，文明也保护

了人类，使我们活到衰老阶段，但这与我们的进化史完全不符。衰老是

人为保护环境下的产物，但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里，衰老根本不会发

生，所以也无从解释。

第二种答案是，衰老是自然选择经过权衡和妥协而产生的最佳结果。

尽管身体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修复自身并预防损伤，但仍有一些优先事项

使其不能完美实现自我修复。年轻时，为了专注于生存和繁殖这类紧急

事项，身体往往会允许损伤逐渐累积，即使这将致命。

第三种答案是，尽管对个体无益，但对群体而言，衰老至关重要。衰

老加速了种群的代际轮替，赋予了年轻成员机会，有利于人类适应环境

变迁。此外，它也有助于维护人口数量的稳定。衰老使生物逐步走向死

亡，能避免因饥荒和瘟疫而引发的灭顶之灾。

第一种答案（衰老是人为保护环境下的产物）已经被彻底否定。通

过对野生动物种群的研究，科学家已证实，在自然环境下，动物也能活

到老死的阶段。

第二种答案（衰老是自然选择权衡和妥协的结果）的关键取决于一个

假设，即在同一时间内，身体只能做好一件事。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加强某一方面的功能就必须以削弱

另一方面的功能为代价。此外，有很多案例也已反驳了这个观点。

至于第三种答案（公共利益），虽然已受到很多遗传学研究和实验

的支持，但由于有悖根深蒂固的进化理论，许多科学家对此抱有非常强

烈的偏见。

这种偏见来自于个体竞争文化。在经济领域，个体竞争文化是自由

市场的神话。在社会领域，个体竞争文化则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

①“红牙利爪”（Red in Tooth and Claw）出自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长诗《悼念》（In Memor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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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才能和辛勤工作的奖励。在健康领域，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顺其

自然”的信念。而在生物进化领域，这种文化则基于这样的假设—自

然选择只发生在个体之间，从不会发生在团队、群组或群体之间。

待你打开本书，我希望能向你证明这些都是偏见，而不是科学，且

它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删除 AGE-1，寿命可增加？

人类驯养动物由来已久。早在有文字记录之前，狗就被人类所驯化。

不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门驯养技术才迈出了一大步，更接近定

量科学：得益于 DNA 测序技术，人们得以准确分析自己所具体培育的

生物的基因。在以实验室蠕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

研究衰老这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成绩斐然。这些蠕虫在有盖培养皿中快乐成长，它们一般只

有几周的寿命，而食物、温度和基因都会影响它们的衰老进程。

在培育过程中，约翰逊的蠕虫发生突变，缺失了一种基因。他发现，

缺失了这种基因的蠕虫能比普通蠕虫多活一半的时间，于是把这种基因

命名为 AGE-1。没有人能料到，一种单一的基因可能会对寿命产生如

此重大的影响。事实上，那些最好的进化论专家认为“一切都会同时磨

损”，因而任何单一的基因都不可能有引人注目的效果。不过，延长寿

命不需要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只需删除现有的基因。这种发现相当引人

注目。

约翰逊的实验表明 AGE-1 基因会缩短蠕虫的寿命，那么该基因在

基因组里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怎么到基因组里的？为什么自然选择会

容忍它的存在？

对此， 约翰逊有现成的解释。他深信（我相信， 他现在仍对此深

信不疑）一种传统的衰老理论——衰老是自然选择权衡和妥协的结果（即

上文提及的第二种答案）；而通过实验，他发现那些没有 AGE-1 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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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虫的产卵量只有其他蠕虫的 1/4。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达尔文所说的

“适者生存”的斗争中，这些蠕虫注定会成为失败者。事实上，约翰逊

的发现看起来更像是对下面这种理论的证实：衰老是基因在提高生育

率和增强个体机能时所产生的副作用。衰老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化选择，

而是作为高生育率的副作用，这并没有违背传统的进化论。

但在几年后，实验结果发生了 180°的大转变，与上文所述的第二

种答案对立起来。

约翰逊发现，那些发生基因突变的蠕虫实际上缺失了两种不同的基

因。除了 AGE-1 基因，在一个单独的染色体上还有另外一种不相关的

基因 FER-15。通过杂交育种，他将二者分离开来。只有 FER-15 基因

发生突变的蠕虫的生育能力有缺陷，且寿命没有延长。只有 AGE-1 基

因发生突变的蠕虫的寿命延长了，而生育能力正常。这形成了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悖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会缩短蠕虫寿命的

AGE-1 基因，缺失了这个基因的蠕虫会活得更长。就此看来，AGE-1

基因不是自私基因，而是衰老基因，而这样的对个体不利的基因理应

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现在，我们仍然要问：这个基因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它在蠕虫基因组

里起什么作用？

AGE-1 只是在蠕虫中发现的首例衰老基因，而现在已知的和衰老

相关的基因就有数百个。一旦它们被删除，生物的寿命就会延长。换句

话说，当这些基因存在于生物体内时，生物的寿命就会缩短。一些基因

能提高生育率，而另外一些则不能。一些基因对生物机体有益，但约有

一半能缩短寿命的基因不会对机体产生帮助，或至少其功用性还未被证

实。这是支持第三种答案的直接证据，尽管这种答案与传统的进化理论

背道而驰。

蠕虫及其他实验室动物身上都有衰老基因。除了蠕虫，科学家还常

用酵母细胞、果蝇和小白鼠研究衰老，这些物种来自于进化树上全然不

同的分支。尽管如此，它们仍有着共同的祖先。这得追溯到上亿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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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真核生物，其由一些带有细胞核和其他细胞器的细胞组成。你

和我①、老鼠、蠕虫、苍蝇和酵母细胞都是真核生物，共享着部分基因（包

括有害的基因）。这是为什么？此外，大自然又为何会保留缩短寿命的“杀

手”基因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会反映生命的统一性。细胞的一些核心功能

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在漫长的进化后被保留下来。我们都使用相同的

遗传密码，把基因编写到蛋白质里；我们都使用克雷布斯循环② ，将糖

转化成能量；我们都使用细胞组合和分裂的方式（通称减数分裂）来进

行有性生殖；我们都会衰老和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衰老是几乎所有真核生物共有的核心功能。在酵

母细胞中调节衰老的基因是蠕虫、苍蝇及哺乳动物（包括你和我）体

内的衰老基因的近亲。尽管对个体来说，衰老无异于一场灾难，但进

化似乎一直在守护着衰老基因，就好像它们是生命的王冠一样。如此

一来，秘密暴露无遗：衰老具有某种基本的生物功能。

富人和成功人士的基因

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主要发生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老牌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中，而生态学上的人口周期与这类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同步关系。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通过了一项调节经济的“新政”，

由国家直接干预。随后的 40 年，美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

产阶级群体也迅速崛起。这是经济体制第一次为大多数国民带来了舒适

感和安全感。但从 1980 年开始，里根政府放松了监管，经济又一次回

到恣意妄为的自由竞争状态。

①本书中凡提到“我”，均指第一作者乔希·米特尔多夫，“我们”有时指两位作者乔希·米

特尔多夫和多里昂·萨根。

②克雷布斯循环，即三羧酸循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是需氧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

代谢途径，分布在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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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掠夺性暴露无遗，中产阶级群体开始萎缩，经

济周期不断缩短，富有的精英与 99％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越来越宽。在放松监管的 30 年里，美国股市发生了三次惨烈的崩盘，

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的萧条和痛苦的失业。

没有了监管，竞争的规则就不复存在。稳定而广泛的繁荣不可能从

纯粹的竞争中产生。但对于 1％的富有群体而言，没有规则和监管者的

环境最为有利。贪婪的企业大鳄永远会倾向于选择放松管制，而不是开

明的民主。他们提倡“自由市场”，并非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思想或任何其

他的思想，而是因为这种思想能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掠夺他人的自由。

从历史角度来看，论证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其与进化

论的类比。（只要看看大自然所创造的那些奇迹，你就会明白，这不过是

最为简单、直接的竞争而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义认为富人和成功人

士不仅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而且有着更好的基因。这是对达尔文思想的

歪曲。但从一开始，精英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用达尔文进化论为自身的

社会特权作辩护。20 世纪初，在塑造社会文化进化理论的过程中，社会

达尔文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在今天的社会中仍占主导地位。

精英世袭阶层的富有和强大是源于其父母的富有和强大，这其中并

没有任何公平或者公正可言。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正是由于精英世

袭阶层占主导地位，社会才得以有序运转。就像一个世纪前亚当·斯密

（Adam Smith）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一样，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也被

夸大，用来支持这样一种神话：精英奇迹般地把纯粹且不受控制的竞争

变成了和谐社会的必然条件。事实上，“红牙利爪”式的竞争在经济学

和生态学中并不奏效。竞争至关重要，但它必须受到监管，否则，整个

生态系统将遭受致命的打击。

作为贵族阶层，达尔文在解释合作在进化上的重大作用时遇到了困

难。然而，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

达尔文明确地谈到了群体问题。他指出，群体合作所具有的进化优势，

不只是简单的个体优势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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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叶，主流的进化学说彻底否定了合作的存在。而达尔文

理论的核心建立在物种纯粹自私的基础上，这与我们现在所处的超个人

主义（Hyper-individualism）的时代密切相关。

死亡编码

衰老绝对是达尔文所称的“适应性”的对立面，后者是衡量生物

个体竞争力和繁殖率的尺度。如果基因在控制着衰老—使我们变得

脆弱、失去生育能力并走向死亡，那么，在进化竞争中，这些基因是

如何获胜的，而衰老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

这是本书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自然选择不仅与个体的生命和死亡

有关，而且与个体所在的群体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兴衰有关。进化兼顾合

作与自私，而衰老已演变为一种责任，迫使个体参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

定。进化和生态系统已经在我们的基因中镌刻了死亡的编码。我们要用

生命来保护生态系统，通过衰老来提高死亡率，进而避免在自然状态下

因人口过度增长而导致整个种群灭绝。

衰老似乎是由一个特定的遗传程序引起的。因而，医学界需要从不

同的角度解决老年性疾病。我们不能使用自然疗法，无法协助身体自愈，

因为身体已放弃自愈的信念，正试图自杀。所以，我们必须破解触发自

毁的信号，并以富有活力的信号取而代之。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基于自私基因的进化理论并不完善。

每一个母亲教给孩子的第一件事情是要照顾好自己，而教给孩子的第

二件事情是在学校和家里学会与他人合作。母亲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对他人

的事情漠不关心吗？不，并非如此。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大自然母亲会

劝告她的孩子不要过度自私。她希望他们好好照顾自己，这是肯定的，但

同时，她又希望他们与世界友好相处，为此，她采取了自私与利他主义并

行的方法。

这似乎是一个仅凭日常观察就可获知的真理。对于进化生物学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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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人而言，它很容易理解。值得庆幸的是，不少专业的进化论学者已

经意识到，许多教授基于自私基因的进化理论与现实并不相符。

狭隘观点自私基因

衰老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活跃的领域，其范畴在不断扩大，而相应

的新型实验室、新技术和创新型人才也层出不穷。目前，这一领域并非

停滞不前，而是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鉴于会议报告和期刊所给出的实

验结果常与理论预期不符，一些研究人员试图蒙混过关，然而，他们的

解释往往会出现逻辑不顺或其他明显的缺陷。大多数人仍会如实填写实

验数据，不过，也难免提出诸多疑问：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实验对象出现某种失调现象，不能做出预期的反应。

真奇怪，身体所遭受的损伤似乎完全可以避免，但是……

他们所看到或拒绝看到的是，身体正按照计划表上的时间走向自我

毁灭。进化理论学家试图用过去的理论解释衰老现象。每当一个新结果

出现时，很多专家只会像熟练工一样，机械地扩充和修正该理论，剔除

例外，并再次详述基本要旨。这些专家缺乏深谋远虑，几乎不会后退几

步来观察全景，更遑论留意到该理论的基本原则已与现实观察不相符的

困境了。

问题的本质是，这些理论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并将个体和个体

的成功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并没有犯这个错误。生物进化学

领域在 20 世纪才出现了这些理论）群体选择的作用被忽视，而合作也

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体作用的总和。现在，基于自私基因的这个狭

隘观点的进化理论非常流行。那些进化论科学家很清楚，他们的理论是

基于个体的研究而来，并将群体的适应性排除在外。对这种偏好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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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群体的做法，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原因之一便是博物学总是滔

滔不绝地谈论“群体利益”，这使进化论学家做了过度反应。尽管生物

数学家有理由对群体选择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他们是

错的。尽管目前我仍属于少数派，但并非只有我意识到流行的理论出了

差错。许多聪慧的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从事该领域前沿

研究的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今天的进化科学缺失了某种极为基本的内容。

无论你对此是否有察觉，都会在本书后续章节中读到相关内容。

群体视角：应按计划时间表死去

有固定的寿命，按照计划表上的时间死去，对个体生物来说的确没

有好处，但对群体而言，有着极大的益处。为了解衰老及其由来，我们

必须采用群体进化的视角。如果只局限于自私的基因，你终将发现，在

解释衰老的作用时，该理论有着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

即在典型的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从群体竞争的角度思考自然

选择，那你就有可能理解衰老的含义。近 50 年来的主流进化论只考虑

了个体竞争问题，而弃群体竞争于不顾，这正是科学界不能很好地解

释衰老的根本原因。

上述内容我在一些科学论坛和生物期刊上阐述过，现在我要越过专

家，听听你们的评判。18 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学术界对群体进化论（其中

也包括我的观点）的反应。科学界的反应既令人非常满意，又令人极度沮丧。

令人满意的是，科学界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令人沮丧的是，其前进速

度缓慢。在“群体选择”问题上，科学界还存在着大量未经思考的偏见，

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仍在用已被证伪的理论来解释研究结果。

我的母亲如今虽然已 93 岁，但思维相当敏捷。几年前，我曾试着

发起一场科学大讨论，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我向她抱怨科学界非

常守旧。“不如把评判权交给大众。”她说：“去写一本书吧。”这个计划

一波三折，一再延后，终于在两年前开始。然而，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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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多里昂·萨根。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对衰老的想法，并帮我把这

些想法置于更广泛的基础上，让它们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本书是我们

的初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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