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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的 柔 统 发 生 ”(M. M. 伊里 因 作 ) 两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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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植 物 的 种 内 相互 天 傈 与 种 问 相 互 关 全 
B. H. & KW X 

〈 ASCE RARE Hy Bae’ 1953 年 第 1 期 ) 

关於 自然 界 中 有 楼 体 的 相互 天 傈 问题 ， 特 别 是 植物 的 相互 

天 傈 问题 ， 是 最 重要 的 生物 学 问题 之 一 ， 它 具有 重大 的 实 跤 和 

理论 意义 。 

在 田间 耕作 、 收 草 栽培 、 造 林 、 以 及 果树 和 蔬 荣 栽培 上 ， 

队 极 少 例外 ， 植 物 都 是 种 植 得 相 党 稠密 ， 通 常 成 篇 密 于 的 草 头 
FUSES 而 植株 互相 分 见 生 长 (例如 在 公园 经营 中 的 某 些 情形 ) 、 

的 那 种 种 法 旭 较 少 。 在 自然 界 中 植物 也 大 多 是 成 需 寿 落 ， 成 篇 

草 六 ;它们 不 是 地 上 部 分 互相 靠 在 一 起 ， 就 是 地 下 部 分 互相 靠 
在 一 起 ， 或 者 是 两 者 都 互相 靠近 。 在 过 种 生长 的 情况 下 ， 植 物 

经 常 在 革 箱 程度 上 互相 影响 着 ， 它 们 的 生长 和 发 育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决 定 於 过 种 影响 。 

辩证 唯物 主义 哲学 的 基本 原理 之 一 ， 就 是 论 篇 自然 界 一 切 

的 对 象 和 现象 都 是 不 於 互相 作用 之 中 。 

党 植物 生长 得 非常 密 ， 东 上 且 长 期 固着 於 同一 地 点 的 土壤 中 
Be, FARE MZ AB AE ee a, Hf ASS Aa 

影响 ， 同 时 加 上 和 与 动物 的 相互 作用 ， 形 成 了 生物 的 环境 ( Ou0- 

THqecKag cpela), 刁 落 中 的 植物 是 经 常 上 厌 在 生物 的 环境 的 包围 

中 .只 有 在 极其 稀有 的 情况 下 , 植物 的 相互 影响 才 是 直接 的 。 生 



2 Baas ore i a A Ta Tat 

iB, BRE HRCI, (BE BR 
KA, TES AR Bre Ti, A 
USERS, (WIBIAY, AiR TE KORE LES 

一 般 的 自然 地 理 的 环境 (SR BSE. ALE, RCE), 因 
BY wT BE ORE, AC 
WS MAb, FR EP A REE RS 
境 而 生存 ， 我 们 研究 植物 和 植物 社会 一 定 要 和 自然 地 理 的 环境 
联系 起 来 研究 。 

可 是 植物 互相 间 的 过 种 相互 依存 性 ， 比 起 植物 骑士 壤 和 和 氧 

候 的 关 傈 来 ， 是 较 少 着 人 注意 的 。 人 类 很 早 在 自己 的 宝 路 活动 
中 ， 就 不 可 能 不 注意 到 植物 与 土壤 及 气候 的 关 傈 。 在 农业 朝代 
时 代 ， 或 许 还 早 一 点 ， 人 类 就 注意 到 过 一 点 。 因 此 对 讼 植物 与 
气候 及 土壤 的 关 傈 的 研究 ， 比 对 於 植物 自身 相互 关 傈 的 研 认 ， 
开始 较 早 ， 发 展 得 也 较 深 过 。 

如 果 不 涉及 寄生 现象 和 狭义 的 共生 现象 D， 那 未 ， 芝 植物 ， 
共同 生长 在 一 处 成 篇 和 王 落 Ce WaroreEoa) WF, FER 

相互 作用 的 各 种 形式 中 ， 特 别 引 八 注意 的 是 那 种 影响 ， 就 是 当 
生活 春 料 不 足以 完 双 满足 它们 所 有 的 要 求 上 时 ， 它 个 在 利用 这 些 

。 碍 料 的 过 程 中 所 表现 的 相互 影响 。 植 物 以 及 一 般 有 机 体 的 粗 互 
作用 的 过 种 形式 ， 是 属 认 尖 类 现象 的 ， 即 它 们 常常 是 零 联 合 在 
有 机体 相互 间 因 篱 生活 普 料 的 生存 门 备 过 一 概念 中 的 。 有 楼 体 

1 有 时 共生 的 概念 是 很 广泛 ， 甚 至 其 中 也 包括 共同 生长 在 一 个 考 落 中 的 植 

VR HRS, TERA Ae aS RA el 

个 生物 体 的 紧密 生存 , BE A ES PAE TEN BE, HES Alle (例如 地 去 ， 
菌 根 等 )。 



2a HARES BUR UPI BR ate 

CWA SBS, msn, Bee CTR ROE Ha 
A, TE ASS AK MRA T, TERME CAEN, FE 

— ERE LEB RN BAN, BECO Re 

"ETB BREE, EPIC TE ee RE, Ae 

ELA BIPERUE, APRA e a, ETS 

了 巨大 的 理论 意义 。 过 征 形 式 的 有 机 体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以 及 另 
一 种 形式 的 相互 关 任 一 一 有 机 体 的 互助 一 一 在 物种 形成 遇 程 中 

所 起 的 作用 ， 成 篇 生 物 学 上 一 个 重要 问题 ， 赎 和 绕 演 个 问题 的 热 

列 等 花 已 经 进行 了 数 十 年 。 某 些 作者 扩大 生存 六 等 的 概念 ， 把 

EY (GiiiyARish) 也 包括 在 内 。 

在 过 泵 文 驴 合作 们 夺 於 植物 之 间 的 生存 站 等 问题 ， 在 最 

近 数 十 年 又 生 夭 加 察 进 行 研究 ， 不 仅 在 自然 界 中 和 在 由 生产 人 条 

件 下 所 培育 的 农作物 中 进行 了 观察 ， 而 且 也 应 用 实验 方法 进行 

了 专门 的 实验 。 

天 帮 那 种 通常 称 篇 生存 同等 的 植物 间 相 互 基 傈 的 概念 ，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首 先是 由 实践 家 ， 即 森林 学 者 建立 起 来 。 还 在 

1605 年 ， 彼 得 路 斯 . 德 . 克 烈 斯 特 陈 久 斯 (Terpycne—Kpecruen— 

_ ?ayc ) 就 写 过 关於 森 林 中 的 生存 站 等， 站 把 它 和 造林 的 任务 联 
HEA 〈 克 列 FAR Clements, Kx# Weaver Five Hanson 、 

1928 4F), (22K, TRB RSE Ee A + ER (Twramer FI 

Mosco) 在 1760 年 和 1764 46, 也 从 过 一 秽 点 谈 到 了 植物 之 问 的 

生存 问 等 。 在 丹麦 在 1780 到 1796 年 ， 森 林学 者 们 就 有 了 -_… 种 

Has, WSS AS SH EAE PARE. 1G Be 

过 个 概念 利用 到 实践 上 。 在 英国 ， 在 1831 年 出 版 的 “造船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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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p, PASS (Matthew) 发 展 了 关於 森林 中 树木 之 问 

的 生存 向 等 和 自然 选择 的 理论 ， 这 一 理论 的 形式 ， 用 过 页 文 自 

己 的 话说 来 ， 与 他 的 选择 学 说 是 相似 的 。 马 休 所 以 研究 泻 个 问 

题 ， 是 因 篱 过 个 冉 题 和 实际 的 林业 任务 是 紧 密 地 联系 着 的 。 

| BA, HU AAAS WAL, eT 1. ®. SRE KEI CT. 

®. MoposoB) 教 授 所 创立 的 有 名 的 森林 理论 的 基础 (1912,1928)。 

我 们 过 位 卓越 的 学 者 、 生 物 学 家 、 森 林学 家 ;和 其 他 森林 学 者 
们 一 样 ， 观 察 植 物 在 自然 性 落 和 上 农作物 中 的 动态 ， 和 从 过 种 观察 

ee) HET HAWS, wae AeA. 

VSNL TE VERE, BE RWAV T AEPISH BBE, Sete 

是 和 林业 的 实践 有 直接 的 关 傈 的 。 理 论 是 变 用 实 跤 来 验 屋 的 ， 

EW AREERES AMES, RRBET EAA 

BMMWAHAS, is, REDE, ARR ARR 

Wy 2 VSS AE TE EB EE EE 

TE PT BM A Ey ALB BB Ey SE 

很 早 就 应 用 到 实践 上 。 植 物 播种 或 栽植 的 最 合理 的 密度 问题 

(植物 营养 面积 问题 ) 的 决定 ， 在 实质 上 就 是 把 过 种 理论 的 千 论 

应 用 到 实践 上 ; 汪 秆 千 渝 是 从 生长 在 一 起 的 植物 对 认 生 活 大 料 

(KS. BUR FISER) 的 竞 稚 的 观察 中 得 出 来 的 。 

当时 於 甜菜 、 胡 藏 萄 或 其 他 任何 播种 得 稠密 的 植物 进行 间 

Hi, BBB) BiB. BA, RRR, 

te EP RAC, fH EAR Oh 
RAR WAR, BK, Hiatck, OTR 
MA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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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AE OTS HE, AER BRIE EOP by AE ER 
验 ， 已 提供 了 可 信和 的 性 据 ， 伍 实在 自然 界 的 植物 中 时 有 种 内 的 

BF, WAM RS. | | 
差不多 在 任何 一 本 耕作 的 教科 书 以 及 蔬菜 栽培 和 果树 栽培 

HARES, TORK a, LE RE 

POG AAS: HAE EE 
SMP CR, i BRAE 
Vy REBRE (TRISIORAEEEZ PY), Ie 
HELE DS, MRAM See RED 

种 内 训 稚 理论 在 实践 上 的 应 用 ， 那 未 像 防止 厅 草 问题 的 研究 ， 
PRL PG BE 0g 

自从 1946 42 AERA BEET EEE BH 
HZ OARS, EAT MUIR, (BIRR ET 
HA Rie, NPE EOS CAE PS ES 
BAMRP, WHR “ERP MARINER ATE, IBA 
HRBERSLERAPE”, GL SRE 
ZHMEY, TAKHAREM MASS, DRO 
WHS”, HERP, Moz IE wet a 
作者 们 作 了 滩 一 步 的 理论 上 的 结论 和 在 造林 及 田 半 耕作 方面 的 

实 路 上 的 建议 ， 而 藻 学 家 们 则 企图 从 哲学 观点 去 论证 和 发 展 洛 
些 论点 。 李 森 科 及 其 追随 者 们 ， 在 过 个 问题 上 要 把 那些 褒 持 过 
MAHON A, 其 中 也 包括 K.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 列 入 局 
硝 茵 斯 主义 者 之 内 。 语 我 们 近 四 年 来 的 文献 上 时， 甚至 可 以 得 到 
温 样 的 印象 : 天 共 征 内 无 生存 丫 备 、 无 互助 的 意见 ， 哗 乎 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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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 的 了 。 
植物 在 同一 不 生长 时 的 相互 关 傈 问题 具有 特别 重 天 的 理论 

上 和 实践 上 的 意义 ， 由 於 它 的 重要 ， 将 有 了 关 芝 个 问题 正 已 知 的 
公 部 事实 材料 及 其 理论 上 的 说 明 作 一 纺 千 已 是 目前 追 切 的 任 

务 。 然 而 这 个 任务 在 现时 只 有 用 作者 们 集体 的 力量 才能 成 动 地 
解决 ， 因 和 需 有 关 芝 个 问题 的 材料 ， 不 仅 是 分 散在 植物 学 的 而 
HEP ACES. APRS, RAPE ESO, 
FREE A RR E R, ASERE 
Sa, ASI, Tee ieee 
ite | 

TEE W CHORE, BASSE AAP LE, ZESCER 
LEAKS, RAR, BORER LRM BSA 
HEH, WIE, ERE LER 
SiR, BOSSA ee AT, 

TEAS, RRS SEA 
互 关 傈 的 某 些 规律 性 。 至 於 植物 的 各 种 类 型 的 相互 关 傈 在 有 机 
体 的 进化 上 、 特 别 是 在 物种 形成 上 ， 以 及 在 植 帘 的 千 构 和 生活 
上 底 作用 的 天明， 应 该 是 一 个 特殊 研究 的 对 象 。 

指出 过 一 点 是 特别 重要 的 : 现时 在 殊 联 和 部 分 地 在 处 国 的 
文献 吉 ， 关 於 植物 之 问 的 和 互 关 傈 的 实验 研究 ， 已 经 有 着 某 些 
材料 ， 中 然 过 些 材料 暂时 还 非 常 不 充分 。 优 论 在 外 国 的 文献 训 
AURORE, MAILE: 最 初 有 意 截 的 生存 癌 当 实验 
是 在 1905 年 由 美国 学 者 克 列 门 蒋 (Clements) PSI, SHEE 
不 是 汪 样 。 毫 无 疑 间 ， 生 存 门 重 的 实验 的 开端 ， 是 在 我 们 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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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RFR HW. WALA MIE(H. Denaxonennit) $$2(1871, 
1872 ) 还 在 上 世纪 60 ECAR ET T EE He B— 
些 植物 所 排 榜 的 实验 。 

作乱 最 初 的 趴 正 的 过 页 文 主义 者 之 一 ， 烈 互 科 夫 斯 基 况 恰 
到 ， 篱 了 完全 地 芥 全 生存 门 征 在 进化 中 的 作用 ， 必 须 研 究 汉 个 
过 程 的 机 制 ， 必 须 关 明 在 生存 站 年 中 哪些 因素 使 得 一 种 植物 在 

其 他 植物 中 取得 优势 地 位 。 他 用 实验 的 方法 研究 定子 繁殖 和 和 营 
养 繁殖 的 各 种 形式 及 人 条 件 在 植物 相互 排斥 中 的 意义 。 在 70 年 

代 初 他 所 发 表 的 著作 ， 到 今天 仍 未 失去 其 意义 。 

关於 植物 之 癌 的 生存 轩 等 的 实验 工作 , 驴 和 后 在 外 国 划 有 少数 研究 者 进行 过 ，, 特 

别 是 克 列 门 鞠 及 其 同事 们 ， 从 本 世 和 加 和 开始 ， 在 许多 年 问 进 行 过 各 类 工作 。 在 

1929 年 他 和 威 弗 (Weaver) Ris (Hanson) 共同 发 表 的 一 册 很 大 的 著作 “村 

wmryxs? 是 三 十 年 工作 的 糙 果 (Clements, Weaver a. Hanson, 1929), {8 

是 ， 过 本 韦 路 然 包 括 许多 事实 材料 ， 但 对 艾 能 使 人 了 解 生存 加 第 的 一 般 规 律 性 及 

其 在 生物 进化 中 的 作用 的 材料 务 提 供 得 很 少 。 BOAT REM, 
本 韦 也 提供 的 不 多 。 尘 1929 年 久 前 讨论 站 个 问题 的 文献 各 本 书 作 了 非常 详 区 的 鲜 

述 ， 但 他 们 所 提 到 的 烧 乎 都 是 外 国 的 ( 指 非 俄国 亦 非 伦 联 的 一 一 必 老 广 )。 同 榜 我 

个 也 看 到 在 克 列 门 蒋 和 威 弗 合 著 的 “植物 生态 党 ”( Weaver a. Clements, 1938) 

一 书 中 有 关於 植物 之 癌 的 生存 疼 秆 的 很 长 一 章 也 是 一 嵘 。 

AMBP ePL, B. 互 . MUP (B.H. Jo0mxegFEo)、0. A. st 

格 洛 夫 (0. A. IIerrzop) 和 3. Il. 布尔 加 科 夫 (3. Il. Bysraxop, 1925) Hite 

行 过 有 趣 的 工作 。 关 於 植 物 的 生存 六 等 和 竞 等 的 研究 ， 还 可 以 至 出 A.W. Bw 

ACH. A. 也 yxremop 1922), B. 皮 沙 烈 夫 (B. Iacapep，1923)、 互 . B. sere 

Kye (A. B. KKpacopcKkag, 1931， 用 草本 植物 )、 了 .了 . sexe 48 (1. P. 9iiraareH) 

(1918，1922，1925，1934， 用 木 本 植物 )、B. UW. 爱 佛 里 斯 勤 (B. HW. Ogeanmteiin, 

在 蔬菜 的 营 凑 面积 的 研究 上 ，1931，1946 等 )、T. B. 耶 尔 密 洛 夫 (T. B. Epx 
HI0B，]1946) 玉 其 他 等 人 的 工作 。 - 

我 和 自己 的 同 素 们 在 25 年 多 的 期 间 从 事 了 植物 之 问 相 互 关 任 的 实验 研究 , 我 

MAAR BESET ROHAN, BAH MABE (CB. b. Rte 

té (B. Bb. Couana, 1926a, 19266), J. HW. 岛 斯 平 斯 卡 士 (IT. UW. Yeneuc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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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E. A. 斯 密 尔 主 娃 (E. A. Cumpmoza, 1928), A. B. SRE ALE (A. B. 

Cuurupepa, 1936), E. A. 222 (E. A. Pomanoza, 1947), B. H. ReEO 

夫 (1927, 1936, 1941, 1946) AY LE], RAH KAMAE, 
辛 尼 科 夫 (A. Il. IIergakop) 4 1939 ey 

作 了 一 个 很 有 价值 的 研究 ; 1950 年 他 在 他 的 “植物 生 郁 学” SS Sa fl PA th 

JT -HiaimiRAAS S 65. 

PRR ARTE RSE, TB 

AABRMM, RAT 〈 像 上 面 说 过 的 那 楼) HZ 

相互 关 傈 中 的 某 些 个 别 问题 。 首 先 我 要 均一 下 事实 材料 ， 然 后 

再 力求 就 演 个 问题 作出 某 些 结 论 和 和 综合 。 我 把 材料 分 配 在 按 我 

疝 篇 是 特殊 重要 的 问题 上 。 在 演 圳 我 特别 要 说 到 的 植物 之 间 的 

天 傈 ， 是 在 生长 一 起 的 植物 之 问 所 发 生 的 种 内 相互 影响 的 关 

傈 ， 因 篇 对 论 过 类 相互 关 傈 的 问题 现时 年 论 得 最 多 。 汪 类 的 关 

傈 对 於 植物 可 能 是 有 利 的 也 可 能 是 不 利 的 。 有 利 的 关 傈 常常 叫 

作 “ 互 助 "， 路 然 过 个 名 蛮 用 之 於 植物 芷 不 大 恰 沉 ， 不 利 的 相互 
天 傈 旭 通 常 烈 入 所 谓 生 存 站 十 之 内 。 演 个 名 蛮 也 是 借用 人 类 社 

会 所 通用 的 名 词 ， 更 不 恰 党 。 已 既 有 很 多 人 反 轩 使 用 它 。 我 也 

SRT MEA (MR, 1950), LM BRR 

过 ， 如 俩 文 是 把 它 理 解 得 非常 广 活 的 。 过 去 全 经 有 过 狂 小 其 理 ， 

解 箔 围 的 企 圆 ， 但 是 演 种 企图 站 未 得 到 普 逼 承认 。 除 去 在 表 逮 

其 他 作者 关 帮 演 种 现象 的 意见 上 时， 以 和 后 我 将 昼 量 地 不 用 过 一 名 

麟 。 我 把 在 震 落 中 对 认 植 物 不 利 的 相互 关 傈 ,， 叫 作 植 物 对 认 生 

TEAR ORES (KonKypentua pacrenuit u3-3a cpeCTB K MUSH), 

中 然 吉 一 名 鹿 也 不 能 说 是 恰 堂 的， 站 且 我 们 也 不 经 常 都 用 一 种 

意义 去 理解 它 ， 但 在 没有 其 他 名 鹿 的 时 候 ， 只 好 使 用 它 。 



ane He POE 8 BOR SCRE TA A BAER 9 

PPESENERS, LARA BYTE Ci eit K 

(Bexeros), 1896) 竞赛、 上 比赛 的 相互 关 傈 ， 不 过 对 肖 些 名 鹿 , 有 

ae A SRT ME, BR, FAA, APA 

悦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都 是 具有 隐 哈 的 意思 的 。 因 此 很 希望 能 对 认 

它 的 应 用 有 一 公 训 的 含义 ， 或 者 更 好 是 ， 对 所 讨论 的 现象 制定 

”一 个 新 的 更 合理 的 名 蛮 。 

一 次 定植 物种 内 和 种 问 相互 关 保 
HEU PE TRADER EE 

SRE, (RT SHIRA ee Za 
WEA Ei LAE, SER TER (在 
造林 上 、 在 牧草 栽培 上 、 在 田间 作物 的 混合 栽培 上 )。 
Bees A eS MAR Le, APES 

羡 等 方面 的 一 般 的 实验 工作 。 除 去 上 述 列 五 科 夫 斯 基 的 工作 只 外 ， 无 论 在 我 国 或 

在 外 国 , 都 有 很 多 的 研究 。 我 不 预 香 把 它们 全 都 举 出 来 【关於 道 个 问题 的 文献 参看 

MeEDK, 1935; 辛 尼 科 夫 (IIeraakoaB)，1939]， 只 是 指出 最 近 在 各 方面 的 孝 置 

最 天 和 最 有 趣 的 实验 。 汪 些 武 验 中 有 H. B. whe Kes (H.B. Kpacoscraa, 

1931) AIRS MAM SEM MHA Cfe, B. M. 波 尼 亚 托 夫 斯 卡 娅 〈(B. M. 

IIoaaropcKkag，1941) 及 五 鲜 麻 (Warma，1938) 在 禾 本 科 植 物 和 豆 科 植 物 方 面 、 

的 工作 ，A. A. yee (A. A. IIaxog ，1947) 在 熙 生 植物 方面 的 工作 ， 工 ，B. 

IBRHBK (1946) 在 禾 本 科 植 物 和 豆 科 植物 方面 的 工作 。 ARB SE AY A . 

事 个 在 过 个 领域 讲 的 许多 工作 ， 特 别 是 在 田 问 作物 和 亲 草 的 相互 影 亚 方面 〈 马 斯 

平 斯 卡 娅 (ycreaekan)、 斯 密 泵 猪 娃 (CMtmpoaa) 及 其 他 人 的 工作 )。 草 场 学 家 和 
森林 党 家 对 於 过 类 问题 也 积累 了 大 量 的 材料 (特别 是 B. 工 . 契 莫 烈 耶 夫 (B. I. 

Taxopeep，1947) 轩 於 落 华 松 和 其 他 品种 的 相互 关 任 的 有 趣 工作 )。 

从 汪 些 工作 中 可 以 得 出 来 的 最 主要 结论 如 次 : 
1， 植 物 有 哪些 特点 使 得 一 种 植物 战 膀 同 一 虑 生长 的 其 他 



10 ERS PB BY RT a aT ata 

ly, TERE ARIE TD, BUPA, RE ER 
间 相 互 关 傈 上 或 多 或 少 是 清楚 的 ;) FT AERA ES LAU eR 
分 还 是 不 明 隘 。 

2. FAK, 在 种 问 关 傈 上 , 下 列 的 植物 蛙 性 是 有 最 主要 的 作 
用 : a) 和 结实 多 ， 在 多 年 生 植物 示 有 和 结实 的 频 度 ; 6) 种 子 散 个 
的 适应 性 ; a) 营养 繁殖 的 强度 和 方法 (特别 是 地 下 董 的 扩 展 )3 

r) 种 子 萌发 的 适时 性 和 生长 的 速度 ， 以 及 生长 的 形式 ; m) 克 
光照 、 水 分 和 矿质 的 不 同 程度 的 要 求 和 迅速 同化 的 能 力 ; e) 根 
系 的 相互 关 傈 ; ) 对 串 害 和 天 炎 的 抵抗 力 ; 3) ERS ， 

和 足 踏 时 植物 的 不 同 程度 的 抵抗 力 。 
在 植物 的 相互 关 傈 上 ， 根 系 常 较 地 上 部 分 起 着 更 天 的 作 

用 。 在 过 庄 必 须 把 以 下 三 点 放 在 首要 地 位 : a) ARB 
SM: 0) 根部 分 泌 物 的 相互 有 利和 不 利 的 影响 ， 演 些 影 
乡 是 直接 的 或 者 是 通过 很 系 周 围 的 微生物 的 ; 8) AR RY 
litt 

5 TE BY EH RUPP, 
Eee ae 
AR, Wid PSEA OS 
年 观点 是 和 以 前 流行 的 观点 相反 的 。 例 如 A. B. WEIR 
(Cuurupena, 1936) 症 明 ， 森 林 中 草本 植被 的 革 些 植物 的 发 青 
停 洽 ， 主 要 的 不 是 由 於 光照 不 足 而 是 由 於 根系 对 水 分 的 毫 符 。 

A. A. 水 雹 夫 (Ilaxos, 1947) 指出 了 根系 的 生理 特性 对 

虽 涡 土壤 上 的 裹 生 植物 下 落 中 植物 议 委 的 作用 。 作 者 鹃 明 ， 在 
许多 更 兴 的 世代 中 ， 某 一 世代 的 个 体 之 问 的 竞 征 的 烙 局 决定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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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 条 件 。 在 一 代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门 征 中 ， 估 首要 地 位 的 是 允 认 
水 人 的 吝 和 ;在 植物 震 落 中 做 个 物种 的 个 体 在 许多 更 兴 的 世代 
中 的 问 等 中， 发 生 更 大 作用 的 则 篱 根系 对 论 土 壤 的 矿质 方面 的 
先 择 能 力 。 由 帮 选 择 能 力 的 不 同 ， 和 结果 可 以 使 得 土壤 的 矿质 状 

” 驳 的 人 条件 和 蓝 生 植物 本 身 的 生活 力 发 生 爸 化 ， 过 种 人 释 化 对 某 一 

物种 是 有 利 的 (提高 其 生活 力 )， 对 另 一 物种 则 会 是 不 利 的 ( 降 

” 低 其 生活 力 )。 

二 在 这 个 问题 上 我 们 不 能 不 指出 五 尔 麻 (Warma, 1938) 的 
工作 ;他 在 过 个 问题 上 的 研究 屋 明 ， 根 尖 泛 透 压 的 小 量 增加 就 

是 以 使 得 具有 过 征 特 性 的 植物 在 获得 水 分 和 营养 物质 上 不 认 更 

好 的 情况 。 因 篇 植物 的 渗透 压 在 混合 种 植 上 时 是 较 一 个 牧 种 单独 

种 植 时 篇 大 。 所 以 在 混合 种 植 上 时， 渗透 压 加 大 的 物种 就 会 在 活 
透 压 不 能 加 大 的 物种 之 中 取得 优势 。 五 俩 麻 认 乱 根系 所 分 泌 的 

有 毒物 质 在 植物 的 相互 关 傈 上 也 有 作用 。 

，， 士 培 中 积聚 着 根 的 苞 遗 ， 从 它们 的 破坏 和 分 解 而 得 到 的 产 

物 ， 也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汪 个 问题 更 加 艇 杂 的 是 ， 根 和 柔 的 相互 

需 傈 的 过 程 送 与 其 他 因素 互 坊 影响， 特别 是 根系 周围 的 微生物 

的 分 泌 物 ， 组 臣 演 些微 生 物 的 成 分 不 仅 决 定 於 土壤 的 性 质 ， 而 

得 决定 论 根 部 分 泌 物 的 性 质 。 一 般 在 高 等 植物 的 相互 关 傈 中 ， 

微生物 的 作 上 用 非常 大 ， 对 认 过 一 点 堂上 时 B. P. 威廉 斯 合 葵 与 

很 大 的 注意 。 最 近 的 研究 也 指出 过 一 点 ， 特 别 是 世 联 学 者 们 如 
H. A. 克拉 西里 尼 科 夫 (CH. A. Kpacuspnuxos), E. H. KARE 

”多 (E. BH. Mumyenm) 等 人 的 著作 。 
在 某 种 情形 下 ， 植 物 地 上 部 分 的 繁荣 和 千 构 对 於 它们 的 相 



12 EIR Es Ln BT FR a a 

EWR ARAWTE, S. RAVENS wy (BARA 

3; (Mom) HAR ERE See, F£4-( Torun, 1942, 

1944,1946,1951,1952) 和 B. M. 柯 卓 - 波 亮 斯 基 (18. M. Koao- 
Tlomsuceuit, 1948) 关 帮 植物 抗菌 素 〈@aroamaxz) 的 著作 等 ]， 

PTW PARAS “OSEAN ER” C Bene REFS (1947), 

Prins KE (Czarnowsky, 1952)) Sey AeA B KATE 

用 。 

研究 各 种 植物 根系 的 相互 作用 ， 是 一 种 巨大 而 又 标 其 有 趣 

的 工作 ;特别 重要 的 是 关 明 根 的 分 刻 物 的 影响 和 根系 周围 的 微 

生物 的 相互 作用 。 在 自然 办 中 可 以 看 到 ， 革 些 植物 能 很 好 地 同 

左右 的 郑 居 和 和 平 共 厌 ， 而 另 些 植物 旭 处 於 允 抗 状 态 。 很 题 然 ， 

在 许多 情形 下 演 是 决定 论 根系 的 相互 作用 的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在 

BR (Picea excelsa) 的 附近 有 些 植物 如 花 攀 、 标 子 、 RAT 

等 生活 得 很 好 ， 内 然 它 们 的 根系 常常 溃 密 地 和 有 老 杉 的 根 交 错 在 

—#, KAR, RBEBAM TE (Syringa), RRR 

( Acer tartaricum) , BER (Rosa rugosa), Fi) 3232333 AW FE 

Ts RAY B38, PIERS US 3 ERO FP Hi ts Te HE BSED fa 

RA AERS FAR, Ta MR RE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同一 属 的 许多 物种 ， 和 与 雪 杉 相关 时 具有 各 种 不 同 的 反应 。 例 如 

BUT ITT i BA AE wh ROSE TO, FT i (Rosa 

acicularis) 或 桂皮 车 蕉 (Rosa cinnamomea) BRYZATSS TABU 

YE, Fragaria vesca FERASZ PARK IREF, FTA AE 

ACER ARR, BUA RIL, IRE REAR, WR 

SB, We RAB, ASABE RE ABA SCTEDARA 



ae HOTEL AA eR UB BAR ee... 

hCAABRABHMHRA HAP A, BM 
时 知道 的 还 不 很 清楚 。 

林学 家 们 根据 在 昔 围 和 森林 训 的 观察 ， 很 早 就 了 解 到 禾 本 

科 情 物 对 许多 栅 种 的 生长 和 发 青 的 不 利 影响 ， 可 是 过 个 问题 爷 
卑 还 没 有 用 实验 的 方法 研究 过 。 在 过 太 面 工 UW. Mee RES CI. 
V1. Buropos) 的 论文 (1950) 是 很 有 趣 的 ， 在 过 个 论文 庄 他 描述 

_ The (Agropyrum repens), Bee (Bromus secalinus ) 和 

PEX (Artemisia absinthium) MARIUS, BB, Pepa 
AMANDA LAME AMER, ise ewe, 
HEDIHOZEAAT , BRIS AD AAR Uy ES PE ST BS 
MET SEE, PA EZ ES ARAB BE PA IER LE, 
显然 的 ， 洋 艾 对 过 些 植物 也 有 着 不 利 的 影响 。 由 认 演 个 问题 具 
有 重大 的 理论 上 和 实 跨 上 的 意义 ， 特 别 是 在 培育 树木 种 类 的 时 
候 ; 因此 很 希望 在 演 厂 面 天 大 地 扩展 实验 工作 。 

 ” 毫 无 疑 间 ， 在 自然 界 中 ， 常 常 在 一 个 地 落 训 共 同 生 长 的 杆 
in, 写 们 之 间 在 过 方面 已 经 形成 了 一 定 的 适应 性 。 例 如 ， 常 常 
AERER: BULB URIEMK (Sorbus) 能 在 非常 溃 密 的 
Rea (Rubus) YEE" tH Blind HE AMR? TESS 
fk, BEBE -EWRORE, TER ARCHE 
S, WAAKEASANOEA, SENHA aaa 

MES Hy EE ARSE, FT RR PAB ee Rea PAY 
Fl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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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DD SEF Pn a) ES SA he EY DR 

mia, LOBES 2 Se PSR TK 

HE, LABRSMARFLANRPECRERED, AB 

AES LAR, EPI ARIAS, Pee ee 

大 的 植物 更 要 察 张 。 过 页 文理 论 中 的 过 一 原理 具有 极 重要 的 意 

义 ， 因 篱 它 决 定 着 所 谓 性 状 分 歧 的 法 旭 。 B. 下 PBRREE 

wl YY SEAR HN Sy PTZ Nf SE 

义 。 李 森 科 院士 ， 像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的 那样 ， 则 抱 着 正 相反 的 观 

点 ;他 完全 和 否 况 自然 界 中 种 内 欧 征 的 存在 。 

但 是 不 能 不 指出 ， 梅 契 尼 科 夫 (于 MW. Meqaagop) 在 其 青年 

时 代 所 写 的 关於 过 泵 文 的 理论 的 第 一 个 评 葵 中 ， 用 严格 批 制 的 

龙 度 半 待 巡 泵 文 关於 生存 站 等 的 理论 。 他 把 在 结构 上 越 是 相近 

的 有 楼 体 越 是 以 更 大 的 力量 来 完成 它们 相互 间 的 生存 同等 过 一 

原理 , WEA RESIN, 而 且 甚 至 於 他 全 经 浊 样 的 写 过 ， 
NEA, REAR, BEBOP 

不 存在 ”。( 梅 契 尼 科 夫 ，1950， 第 668 页 ) 可 是 党 梅 契 尼 科 夫 

和 后 来 已 经 成 年 的 上 时候 ， 他 所 发 表 的 关 放 过 泵 文 主义 的 主要 著作 

HP, AEA ARAL ZA FETE, HER RLS 

SHR RIAA WA AIEEE PAE Ce 

PERK, 1950, 第 146 页 及 以 后 数 页 )。 

REBAR, 在 自然 界 中 , 实际 上 没有 单 生 一 种 植物 的 寿 落 ， 
因 和 需 甚 至 在 它们 是 由 一 种 高 等 植物 构成 的 上 时候， 也 鸭 常 要 有 微 

生物 参加 到 过 个 替 落 训 。 通 常 把 那 由 一 种 高 等 植物 构成 的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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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 落 ， 称 乱 一 个 种 的 或 者 单纯 的 植物 奉 落 是 有 人 条件 的 。 但 在 混 

WE Sis eR Copy) 或 一 般 的 同型 同 卉 怀 

落 (cunysua) 是 由 一 个 物种 和 组 成 的 。 在 过 种 同型 同 境 替 落 的 存 

在 时 种 内 关 傈 发 生 极 其 重大 的 作用 。 

在 现时 ， 我 们 可 以 用 很 多 材料 来 花语 过 泵 文 关 帮 种 内 右 委 

比 逢 间 况 年 确实 进行 得 更 篇 激烈 的 观点 。 革 我 仅仅 指出 下 面 一 

、 些 事实 ， 演 些 事实 是 很 容易 看 到 的 。 

例如 ，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的 中 央 地 区 ， 在 松 、 棒 树 、 杰 树 和 
BRL (Picea excelsa) 混 生 的 云 杉 混 交 林 中 ， 可 以 常常 看 

到 , BOIS VERN RE, 狗 在 权 冠 的 个 径 以 内 , BRABB 

yh, HR EER AMARA, FMS 

Bea waeniMERWR, TOBE, REBBAINAE 

- BEEF A EEARTER EA AS, BE we ek, 

MAARIORARAS RAW, Mima), BERMAD 

THAR, BVA RAW EE A 

AABERANERA, WABSEMANTER. Bl. MU 

AY BE PAUL’ E PARA AY SE BG) NE oS AR EH BS J 

(Pia 1% 2), | 

AL AEDS, Sime SRR AUTE A TRE PAAR TR 

DPA, FEN ASCH _L lt J EEE ETA AP 

ABLIEMEN, AEST APH ARE UR CFs 
SPI Rie ( Verrencxan, 1926), 索 恰 娃 (Coqapa， 1926a, 19266), 

ALP yi (Warma, 1938), FRAP (Epmusos, 1946), We 

去 (Ilaxos, 19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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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me B. B. Rhakt (1929) HRA, BieeH (Phleum) eae 

(Lolium) jE, HR RBAK, MRSA, Pm AU BEER 

FERS TER RE, TP. B. 耶 尔 密 洛 夫 的 实验 (1946) 表明 ， PED SR 

SORTA, 而 燕麦 则 发 育 不 下 。 播 种 的 时 期 是 植物 发 译 的 开端 ， 

它 具 有 重要 的 意 羡 。 甚至 播种 期 的 总 天 的 微小 差别 都 可 以 有 又 闭 的 影 哮 。 邯 尔 密 

WAP LIE, MRE (Vicia) 和 菩 素 的 混 种 来 设 ， 乱 了 把 它们 之 问 的 状 

任 扭 转 到 一 个 相反 的 方面 去 ， 那 末 只 要 把 蘑 荣 晚 播种 伙 天 就 够 了 。 

HA. A. WB (1947) 对 曲 生 植物 ( 昌 齿 地 的 植物 ) 的 昔 个 物种 、 两 看 物种 

三 个 物种 和 四 个 物种 的 牌 落 的 可 千 观 察 中 ， 也 可 以 看 和 到， 在 过 些 植物 中 有 者 种 情 

形 : 序 当 一 个 物种 在 单个 种 的 植物 霍 落 吉 比 与 其 他 种 混在 一 起 时 发 青 的 好 。 简 如 ， 
Chenopodium chenopodioides (33) 死 的 最 多 的 不 是 在 单一 物种 的 零落 中 ， 而 是 在 

责 个 物种 的 等 落 中 一 一 Sowuaeda maritima( #82) Fl Chenopodium chenopodioides, 

A. A. 沙 电 夫 吉 赚 解 程 站 一 现象 : “ 融 两 个 物种 都 对 於 土 起 的 水 分 有 很 大 的 要 求 ， 

也 就 是 诉 ， 它 个 在 要 求 上 是 相似 的 ; WA Suaeda maritima BREE (9B- 

ralo@ut), ki Chenopodium chenopodioides 要 求 更 多 的 水 分 ， 因 此 它 从 主 副 中 

奢 取 的 水 分 更 多 。 CMENMMRNIZZA, ATER, RE Suaeda 

maritima 同 在 一 个 用 落 中 上 时， 就 会 引起 Chenopodium chenopodsoides 的 更 大 

FECA,” Stas) Asa] RS. 

SERAPH SRROR, “FOURS ARNEL TARO, 
(1) 雨 个 或 数 个 物种 混在 一 起 时 ， 上 比 单 一 的 播种 发 育 得 更 

好 。 汪 种 情形 是 符合 於 过 硝 文 的 观点 ， 但 它 比 较 少 见 。 
(2) 在 雨 个 物种 中 ， 一 眉 混 种 时 更 好 ， 而 另 一 个 在 单 种 时 

比较 好 。 过 是 最 常 有 的 情形 。 

(3) WEAF WADIA, SERRA 
HAA A, BK, SEAL 

芝 个 结论 是 1947 年 苏联 科学 院 生物 学 分 部 的 大 会 上 ， 由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们 在 关於 植物 间 的 生存 站 符 的 报告 中 所 发 表 的 。 
它 在 更. VW. 非 拉 托 夫 (®. W. Suraton) BAH PATHE 
物 相互 关 傈 的 非常 有 趣 的 研究 中 〈1951)， 得 到 了 完 侍 的 症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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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 过 个 问题 上 的 乱 的 结论 可 以 过 笠 说 ， 录 页 文 的 上 

了 述 理 葵 把 植物 的 种 内 和 种 闻 的 相互 关 傈 看 得 太公 式 化 了 。 必 须 

NAN 6 
°20 of? 

030 a] 

\N\ 44S aN 

il 2 (Picea excelsa) HAMMEL $A th 

$t $2 fa—S ESSE RZD. 

无 斜 稼 区 一 一 完全 没有 欧洲 去 杉 幼 树 。 

有 疼 稼 圈 一 一 欧洲 竿 杉 树干 。 

无 斜 烷 图 一 一 松树 干 。 图 修 数 字 篱 档 干 的 直径 (厘米 )。 

土 “ ”于 一 一 轻 秒 质 黏 土 。 莫斯科 州 紧 别 尼 格 勒 (8pegaropox) HRB. 

地 形 起 伏 一 一 平坦 。 熔 尺 : 1:200; BSE BABR: 1:100。 

035 ~~ 

2 £2 (Picea excelsa) She eee bays th 

St te Fn AGH MERVYN; 

fp tR ke —KZ2AA BPE 

黑 ”图 一 一 柑 树 干 。 

APRA ——2Va, ABRAM AE (EDK). 

HL BPS. SPW ERR RH. 

地 形 起 伏 一 一 平坦 。 缩 尺 : 1:200; Bete HyRFR: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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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谍 毫 等 的 植物 的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的 特点 。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只 

要 是 植物 的 生态 学 特性 越 相 近 ， 不 论 它 倍 是 否 属 认 不 同 的 物种 

Bil] —, EPIC RP RAN. ARMS, —1e 

WEA —- DEH, WRAER EM, MS EH 

wie IARAWLAR, — Ty Bese EB BT hw 

> Ik HPA BIH ER AAS BB eH 

性 。 

= Ay” WERDEN EFAS PN 

AMSEA HHL, SERB H. B. 津 格 泵 CH. B. 

Imarep) 的 有 趣 的 工作 。 过 个 工作 是 获得 世界 声 大 的。 他 用 宰 

Beh ie, TERE Eee (Camelina) RR= PR (Sparga- 

nium) PERF Alectrolophus WRB H HE, BERR 

SPARE, BARU RRHSARM Shwe 

ELWGLER, BDEROREADEH LWEREMORS LM 

， 在 自然 选择 上 的 意义 。 属 於 过 一 箱 畏 的 工作 ， 我 们 还 需 指出 下 

烈 的 实验 工作 : BPI (A. H. Kyxemop, 1922)、 茵 别 金 (A.A. 

1) 在 一 个 物种 的 短 围 之 内 ， 有 着 分 得 更 和 的 亚 零 ， 而 遵 些 亚 考 是 有 性 驮 上 
的 区 别 ， 过 些 性 状 有 时 路 然 很 微小 ， 但 是 可 以 遗传 的 。 甚 至 在 一 个 生态 
型 的 和 转 之 内 (得 种 生态 型 是 和 生长 地 的 各 种 条件 相 联系 着 的 ) SA 
SAVES, SAVY, BRO, HINA aD 
£2, HAWN ERE AM, Wis PA eA 
的 存在 ,不仅 在 草本 植物 中 , A de (Pin A. AT, AR 

. 其 他 树种 ) SSID, 踏 然 在 各 圳 不 去 论 到 生 能 类 型 和 生物 类 型 的 起 
源 问题 ， 但 必须 指出 ， 无 论 在 科学 和 生产 工作 上 ， 都 不 能 不 承 让 它们 是 
在 自然 界 中 芙 实 存在 的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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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erun, 1922), KYA (B. Mucapes, 1923) A) 2E4 in AM 

SMW Li RE, B. H. Me-RUIIE (1927, 1985) 用 
HAASE Tr BL EAL Me, FR ad] — Joe 
和 波 格 丹 庄 夫 (IL. J. Borganon) 用 许多 植物 所 做 的 实验 工 作 
(ABH), HIGH (E. A. Powaoaa) 用 柳 属 所 做 的 实验 工作 
(1947)， 西 里 文 (Caapper) 和 道 葬 利 德 (Joaaapx) 用 三 华 草 做 的 
实验 工作 【根据 葛 烈 高 泵 所 引 尽 的 短文 (Gregor，1944)]。 

苏联 学 者 们 在 草 方 面 的 工作 ， 没 有 疑问 是 有 着 最 大 的 成 就 
的 。 

在 举 体 训 的 不 同 生 物 型 的 个 体 中 存在 着 自然 选择 是 由 於 征 
PREF, EO TERRE, TOMBE A, Be 
238 ERE UG EARS SE, LT 
te, BEART LEY Fee 

(1) RIS, YSERA ARTEL (On0- 
Tum )AySERE, ST BA PEE ROS FY I BB A 0 8 FB a 
ARUBA. 

(2) ARIA ye SE JE ORR, E 
” ARPA HELA KAA, EMEP A 
上 比较 弱 的 。 

(3) 各 据 自由 生长 下 的 植物 的 各 种 生物 型 的 发 青 能 力 和 -- 
般 的 处 形 ， 是 不 可 能 利 断 它们 在 非常 密 的 情况 下 欧 符 的 结果 
的 。 | 

(4) BOR RSH), “HORESP OS BRM RYZAERE SE, Asst 
BWR, YE MA A, WREAK BN 



20 BAAR Pt Sn a Dk eT at 

TIE TE, BeiPst— le A ys AE TH A BR Bk 

AHAB. | 
TE Fs Si ses EE at BATE » v2 TOE th TOME, wee 

Pe Al MESA FETE HE bP Ub, (ACER BERLE, Bhage 

TE fede FEA: HE R_L AY Re TERA RS ee LAR BE 

HI, 

a) ARAARRIEHWSAH RAIS A TEE TS 

FABRE OE eA, Se TEPER PRA EER EAR 

NAILER RN, EG) EMAABASM 

ENR. J. UW. i-P eee CI. A. Yenencran) hy RE 

(1929) AN, 播种 密度 的 显著 表 大， 以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相互 欧 等 

的 察 张 性 的 增加 ， 会 引起 短 花 柱 花 和 长 世 柱 花 之 间 的 正常 比例 
(平均 1:1) 的 破坏 。 在 密度 大 和 总 征 激烈 的 情况 下 ， 短 花柱 的 

植株 就 增多 ， 也 就 是 说 它们 表现 得 更 芥 强 。 因 此 ， 不 正常 受 粉 

WEI Y REI, MRE RBA Hoke, 

6) 下 述 的 问题 在 理 花 上 和 实战 上 都 是 很 有 趣 的 : IRE ae Se 

株 植 物 不 同性 别 在 训 第 上 是 否 也 有 差 婴 ?在 同一 地 点 生长 时 ， 

雌性 和 雄性 在 竞 等 中 的 力量 是 否 相 等 ? 到 目前 篇 止 ， 据 我 所 知 

省 的 ， 在 植物 方面 关 帮 滨 个 问题 的 材料 是 非常 少 的 。 可 以 提出 

柯林斯 (Correns) 用 T’rinia hispida 所 做 的 许多 实验 。 滨 些 

审验 东 未 提供 确定 的 结果 。 我 们 合用 大 麻 〈 一 年 生 植物 )， 用 

Trinia Henningit Hoffm. (二 年 生 植 物 ) 和 用 Melandrium 

silvestre (Schkuhr.) Roehl.〈 多 年 生 植 物 ) (86 Ss, 8A 

灌木 的 清 钢 柳 (Sa1iz viminalis 工 .) (ii Hae, IPI,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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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e 根据 J. 区， 岛 斯 平 斯 卡 娅 和 E. H. -RREM) CE. H. 

Kamauna) 的 未 公 佑 的 材料 ] 绝对 明显 地 可 以 看 出 雄性 个 体 的 天 

机 吉 弱 。 例 如 在 一 个 高 度 密植 的 大 麻 实验 中 ， 在 开花 的 时 候 

栅 察 到 : 在 未 施肥 的 土壤 上 ， 雌 性 个 体 全 部 成 活 ， 雄 性 的 植株 

HY 26% 3 在 施肥 的 土壤 上 ， 肉 性 植株 死去 1382 , 雄性 的 

植株 旭 死 去 了 44%, WERT CRRA 

激烈 的 ), 一 般 未 看 到 植株 的 死亡 。 在 Trinia Henningis (4e 

生 植 物 ), 根 据 我 的 地 察 ( 苏 卡 切 夫 ，1941), 过 种 现象 就 不 那 末 

显著 ; 但 仍然 是 有 雄性 个 体 趋 於 更 襄 弱 的 倾向 。 在 Melandrium 

silvestre 和 清 钢 柳 ， 当 雌雄 性 互相 将 年 上 时， 可 以 看 到 相同 的 稳 

定性 。 在 一 年 生 、 二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的 雌雄 边 株 植物 的 相互 欧 等 

HP, AAPA RE eel, ARRAN, RAS 

#E— 6 AE RY FP EE FY BR ET ek A es A 

必需 的 ， 因 此 对 物种 也 是 必需 的 ; 而 在 二 年 生 植物 它 已 经 具有 

较 小 的 意义 。 ‘ 

因而 ， 在 一 年 生 植 物 和 部 分 的 二 年 生 植 物 中 雌性 个 体 比 雄 

性 个 体 的 更 大 抵抗 旋 ， 只 是 通过 自然 选择 所 形成 的 适应 特性 。 

但 是 ， 如 果 设 想 ， 通 过 自然 选择 可 以 在 雄性 个 体 创 造 出 一 种 更 

星 死 亡 的 特性 ， 那 就 是 完全 不 正确 的 了 。 

四 在 单一 物种 的 植物 六 中 种 内 问 健 进程 的 规律 性 

林学 家 在 单一 物种 的 权 妆 的 成 长 和 发 育 的 研究 中 ， 光 种 内 

就 年 进程 的 理解 输 生 了 很 多 的 页 献 。 但 与 草本 植物 有 关 的 许多 

研究 家 、 草 场 学 家 、 蔬 荣 学 家 和 作物 学 家 ,也 有 不 少 的 贡献。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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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AE A (maomaps muranun) 对 植物 的 生长 和 发 育 的 影响 方 

面 的 研究 工作 是 非常 多 的 ， 但 它们 都 分 散在 各 种 农学 刊物 喜 ， 

一 直到 现在 站 没有 把 它 个 莫 集 起 来 ， 也 没有 和 从 种 内 关 傈 的 角度 

对 所 有 演 些 材料 作 一 个 分 析 。 在 过 个 问题 上 应 该 指出 林学 家 坪 

SEAR (T. P. Outunren) 教授 的 工作 (1918,1922,1925,1934) 和 

蔬菜 学 家 厄 公里 什 切 因 (了 B. UW. 3rexrpmreiiz ) 教授 的 工作 (1931， 

1946 )， 其 次 我 应 举 出 我 的 同事 们 一 一 B.、B， 索 恰 娃 、 工 UM. 

篇 斯 平 斯 卡 娅 、 卫 . A. Sait, 0. WH. RRB (CC. H. 

KapaHTHEa )、 巴 , 拉 庄 夫 (BapaHog)、 开 .A. pe wRE CT. A. 

Xpenuukosa) 以 及 B. II. MAK CB. I. Kymtaapenxo) 等 

人 的 许多 工作 。 

RAZR Bis LEP TUS Mea, RR 

va 

By RNP, PERO MER FUN ERS 

Se ; 

(1) 植物 本 身 的 生态 、 生 理学 和 生物 学 的 特性 ; 

(2) 外 界 环境 的 因素 ， 主 要 是 土壤 和 和 气候; 

(3) 补 物 的 年 前 ; 

(4) ABM. 

ace SPL EE — Ps 2 RE 

(1) “Pia ALE AAR Ey OE, ZEA 
RP Si ASE BAK ARAM ee, EPA RAR 

SOMA (ane DEC AR BERD), ees Bi ie a A 

FAIR , PERM , WR SS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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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 >, FSR ESE LYS AA AS ER EK 0 

TP. ©. 莫 路 佐 夫 (PT. ©. Moposon) BASRA, BRENT, 阳性 
Ba CAS, HM. Hh) 的 植株 数目 的 减少 ， 是 比 除 性 树种 (2 AEH, YA) 更 
快 。 他 写 道 : 年 齿 在 40 一 50 时 山 种 对 生长 所 需要 的 面积 的 要 求 如 灵 ; 

极 … .22m2 (1004 ) 

BERG ove ce cece ee ences ++6,.4m? (87G) 

WEBB ee ee ee ee ee ee ee 5.8m? (79F) 

WEG so np cist oa s'nn nt oo pss ck ene eae) 

‘os, ARG, AEA HeRRAMS, Bene 

的 方式 进行 的 〈 在 一 公顷 的 面积 上 )。 

204: 4042 60 年 ”80 年 100% 1204 

极 …………'4240 1740 820 545 448 386 

去 杉 …….…….7350 2800 1250 770 550 473 

可 以 看 出 ， 如 果 把 生长 120 年 的 极 档 干 的 数目 做 乱 100, MRBMYR AR 

‘AL 128, ! 

可 是 有 些 林 学 家 反对 T. ©. BREESE — AWA TE REE. 
季 个 是 从 下 列 一 点 出 发 的 : 即 如 果 注 意 到 把 黄 攻 优 夫 所 引用 的 
PEA -L HL LAS 20 年 的 松 权 和 霓 杉 的 数目 作乱 100， 那 
未 到 120 年 , 松树 剩 下 来 的 栋 数 篇 9%， 而 过 杉 是 6.4 铭 。 但 是 
ERMAN, SMS RD, BR ABNOR 
REC RAS, Bl 20 ARRAS AOR BE 
了 5 WRE ED), RMB, Pee - 
BARE MAW EED BULL), PART AE ei: 
PO A RILSE EMT, Ie AIC AOHPRROR x. 
WRIT , RPT AeA AE 

PROS SLTLWTE E, KERE TT SEA LL BE SE 
i (MER UIE, 19 红 )。 如 果 以 自然 选择 的 观点 ， 和 从 发 展 史 来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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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过 一 现象 时 ， 那 未 汪 就 成 乱 可 以 了 解 的 现象 了 。 在 察 张 的 生 
BY, RTE AOE, MTR, TBH 
PEM RRL C RRR T CMATER, SRR I 
By ICG IE SUN yA FS Sk SH RE I, RL BR 
的 过 种 现象 对 认 一 年 生 植物 是 更 篇 有 利 的 。 但 是 而 於 多 年 生 植 
崭 就 不 是 芝 样 ， 当 失 多 年 生 植 物 最 有 利 的 是 ， 刻 或 在 抑制 的 状 
态 下 ， 能 保存 自己 ， 直 到 发 生 自然 稀 苑 和 生长 地 点 的 一 般 人 条件 
转 伙 到 好 的 方面 的 时 候 。 

T. A. 拉 波 特 庄 夫 (T.A.sPa6oraop，1950) 指出 ， 草 地 上 

许多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在 稀 朴 的 草 装 中 是 在 第 二 年 就 开花 的 ， 
而 在 激烈 议 竺 和 相互 抑制 的 情形 下 ， 可 能 数 十 年 都 处 於 没有 发 
育 和 不 开花 的 状态 ， 只 具有 营养 体 部 分 。 泛 是 通过 自然 遗 择 侧 
迁 出 来 的 有 丛 通 应 。 在 汪 种 情形 下 一 年 生 植物 和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不 同 反 应 ， 是 在 历史 上 由 目 然 导 择 所 造成 的 。 

(2) ayes Be vs A 
PELE SPUR, URE), 在 比较 良好 的 
气候 人 条件 下 和 在 比较 肥沃 的 土壤 上 的 老年 森林 所 存留 的 植株 数 
HDPE ITS RAIL TEER, Bilan, 根据 
BAER AT TE HENRI AL EME RERE [ 欧 泵 洛 夫 (Oproz);“ 和 森林 指南 手 
册 ”; 第 7 版 ,在 良好 土壤 上 的 120 年 的 松林 中 一 公顷 总共 有 : 
在 阿尔 谈 格 泵 省 林木 的 主导 部 分 有 540 PR, TERI 
448 株 ， 在 北 日 泵 曼 低地 一 -348 Pe, BE — de, PED 
HH 100 年 的 松林 中 ， 由 用 土壤 的 品质 ， 一 公顷 的 株数 ， 有 
下 烈 的 区 化 : 工 航 地 位 级 (最 好 土壤 ) 一 一 581 pk, I Me He hi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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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 PE, -III 级 地 位 级 一 一 759 FE, IV 航 地 位 级 一 -933 

株 ,， 立 航 地 位 航 一 一 1189 #k, 
在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们 的 实验 中 ， 把 林学 家 们 的 过 一 答 点 ， 应 

用 到 许多 草本 植物 中 也 得 到 了 症 实 ， 我 们 把 一 系列 的 草本 植物 
密植 在 施肥 和 不 施肥 的 土壤 上 。 Flin, Kik, BREBREB 
3x8 厘米 ;到 开花 时 在 未 施肥 的 士 壤 上 由 认 种 内 欧 雪 的 结果 死 
去 的 个 体 篇:16.5 色 ， 而 在 施肥 的 土壤 上 死去 36.0 色 。 在 大麻 的 
BBE, 在 施肥 的 土壤 上 雄性 植株 死去 44% , WE PEE Be 
“18 多 ， 而 在 未 施肥 的 土壤 上 雄性 死去 26 多 ， 几 性 一 株 未 死 。 

汪 些 实验 的 秽 察 结果 表明 ， 更 篇 肥沃 的 土壤 引起 植物 更 多 

的 生长 ， 因 此 促成 更 察 张 的 青年 和 落伍 个 体 的 更 多 死亡 ， 遗 留 
下 来 成 年 状态 的 个 体 在 数量 上 和 仿 加 减 少 。 过 个 结论 ， 初 看 起 来 
似乎 是 出 平 意料 之 外 的 ， 但 是 如 果 注 意 地 来 枫 察 在 和 种 情形 下 

的 毫 备 进程 ， 那 未 过 个 现象 就 成 雹 可 以 理解 的 了 。 老 苍 个 体 的 
RAIL MEALS, BE EME 
JER EEL Leer, DE OR RE TRE A 
He, PRRPULA DRESS SEL ie RA (Bs Be 
Bs 2 

(3) 播 征 ( 栽 征 ) 的 密度 或 自然 生长 的 密度 的 影响 ， 也 就 是 
说 植物 的 生长 、 发 育 和 千 实 和 与 营养 面积 的 从 属 关 傈 ， 已 经 篇 天 
DRM, WS STE SEMI (KER 
ZERIT ERIE), RA ARLES, FS as 

a) RBA, BOMBA, He 



26 BIR ve SO Yn BT Fk aa ta 

HAE ARE PMB CRE, Bye TB SS) 的 死亡 上 

RARHBE, REE DRA THOS, TUR 
HAE NE EIA AME, hb TTA Fn BE 
等 。 

6) 在 十 分 密 的 情况 下 ， 不 同 的 植物 种 类 ， 具 有 非常 不 同 

的 散 备 能 力 。 例 如 ， 在 我 的 实验 和 我 的 同事 们 的 实验 中 ， 土 坟 

和 气候 条件 大 致 相同 ， 营 养 面积 贿 震 3x3 厘米 ; 遭 种 密度 所 

BANOS, JEROME OE a Fs AM 
15—28%, Apera spica venti——#% 20%, B&B (Anthemis 

tinctoria )——2 65%, hited, @2E. Spergula linicola 和 

Polygonum linicolum 75S SE PHSERRAMC. He 

BOE ALAL NO ES A, WAITER AER PO 

Mie A, HES RAE ELA eee, 
$23 Uy FE DE PRE EP ES A EE SE 
RPE RA, Ask, Rai. Spergula linicola, Polygonum 

linicolum, BA (FURIE) LSAT ERD, EPR 

能 很 好 地 忍受 密 播 。 

B) AMMA, HEME Bink, URGE 

之 而 来 的 根系 对 认 水 分 和 矿物 质 就 符 的 加 强 ， 密 播 的 有 利 影响 

转 爸 成 不 利 的 影响 。 在 过 课 可 以 看 出 来 的 一 点 就 是 ， 一 年 生 术 

物 在 节 震 集 得 密 时 泛 种 转 释 就 来 得 比较 早 ， 在 稀疏 的 情况 下 则 

Pe, FRACS CR EEE (E. A. Crpfoga，1928) 的 材料 作 

PAE, UNAS RA EP ee I, 

植株 的 高 度 (31). 
N 



花 植 物 的 种 内 相互 关 傈 和 与 种 间 相 互 关 傈 

Rl RAS B BK) (平均 数 ) 

= 2 MH h& (厘米 ) 

3X3 

8.4+0.11 
20.1 士 0.24 
36.0 土 0.38 
47.4 士 0.43 
53.0 士 0.48 
53.4 士 0.49 

9x9 

6.5-40.15 
16 .0-+0.34 
34.5-+0.49 
54.3 士 0.11 
70.5 士 0.42 
77.6 士 0.42 

8.3-40.07 
18.30.13 
34.6 士 0.13 
51.5 十 0.12 
57.6 士 0.13 
82.0+0.11 

在 J. UW. BSP REL PE Be (Baureupus) 所 作 

的 实验 〈1929) Bway OMA MAS AME. ERR 

PE ED RGA ABE AE REE HR Cl 3)。 在 曲线 上 也 表 

aRiR, FERN LTDA PAAR Im. Wik 

相对 高 度 朗 开始 下 降 ， 北 在 实验 的 区 和 结 时 逐渐 成 篇 最 低 。 在 对 

7 2b6[UM 2 VIMp ph 10/1k 

3S Ae Pe ee EH EY EY HR 

1—_ SE MG 2x2 MK; 2-255 fa 3 <3 BOK; 

3—— Be MR 18 x 18 厚 米 ; 4.—— 4575 Mit 50 X50 BK, 

Sih BPRBSARRZCAWs Meh—RH (B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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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奢 料 的 训 生 加强 的 情况 下 植物 的 相互 压迫 ， 也 反映 到 收成 

上 。 在 最 密 的 小 区 上 ， 按 岛 斯 平 斯 卡 娅 的 实验 ， 一 株 荐 奏 平 均 

We 3.3 粒 种 子 。 以 和 后 接连 地 在 稀 朴 的 小 区 上 得 到 了 浊 柑 的 数字 : 

8.1, 40.7 和 270.4 Hr, FSR, Hee RN RPK 90 

倍 。 此 外 ， 在 较 稀 疏 的 小 区 上 种 子 也 比较 大 。 

AS, HIERN aie, Bt PA La bok 

DARPA Hise Mi BRK. FSMBEMITE, TE— bth 

LL, *PEAHRCAM RIL, BETA eW eee CR 

ge): 2x2 厘米 一 一 12,370, 3 x 3——13,350, 18 x 18 厘米 一 一 

1,830, 50x 50 ——1,650 粒 。 因 此 , 42—-(Fuh_L eek, 以 

EE fits 3x 8 厘米 时 篇 最 天。 

对 於 每 一 物种 和 品种 ， 在 一 定 的 环境 人 条件 下 ， 都 有 在 单位 

面积 上 获得 最 大 收成 的 敬 养 面积 。 嘎 便 提 一 下 ,， 在 B.U. ee 

里 什 切 因 的 书 中 所 引 必 的 许多 实验 (1931), 很 好 地 芒 明 了 过 一 

点 。 MPSS aan, mw RAE RRL 

Ha FSB A, POSTE BR AE PS aie FY 

(AEA LHe, RTRMARSUA, Bree a 

的 东西 来 解释 的 。 

在 各 方面 的 学 者 们 所 作 的 许 许 多 光 的 实验 中 ， 甚 中 也 包括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们 的 实验 ， 其 至於 过 样 大 的 裁 种 密度 ， 一 个 植株 

只 能 得 2x2 厘米 和 3X38 厘米 营养 面积 ， 引 起 植株 普 逼 的 强烈 

Ma, MAAN SBE RN. Mame Wm Bb. 

在 革 子 同化 表面 的 大 小 上 、 在 根系 的 发 展 上 、 在 和 结实 的 数量 上 ，， 

都 可 以 看 到 显著 的 分 化 。 我 们 可 以 用 董 的 高 度 篇 例 巩 明 爸 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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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 5 | lB Ee PRE (9 A 10 BE 

ary): 

. SRM 最 高 及 最 低 高 度 平均 高 度 
(厘米 ) (厘米 ) (EK) 

2x2 9—59 f/f BT 
3x3 17—73 46 
18X18 41—101 72 
50 x50 58—112 87 

| SETA, REGEN L, wi BH 
RAVE, WMC REA HBR AW, 

但 是 要 间 : TEP eee Slee ESE 

IES ER? 在 我 们 的 实验 中 。 营养 面积 从 求 未 小 过 1.5x 

1.5 天 米 。 在 过 种 密度 下 ， 和 从 求 未 看 到 所 有 实 三 植物 的 普 副 的 、 
人 至 体 死 亡 。 

在 B. H. 柳 比 门 科 院士 伍 其 同事 们 的 实验 中 〈1925)， 也 

未 看 到 这 种 情形 ， 呈 然 他 在 某 些 实验 中 用 种 子 完全 地 、 没 有 炉 

毫 间 断 地 著 满 了 土壤 。 但 演 些 试验 中 表现 出 ， 跌 然 未 发 生 个 体 
善 逼 的 死亡 ， 但 其 中 相当 大 一 部 分 是 死去 了 ， 而 遗留 下 的 植株 
未 开花。 引起 完 侍 不 结实 的 密度 极限 症 明 是 很 低 的 。 例 如 ， 在 

B. 互 . 柳 比 门 科 的 实验 中 ， 当 一 个 植株 的 营养 面积 塌 一 平方 

厘米 时 ， 仍 然 有 一 部 分 植株 结实 。 

如 是 ， 甚 至 在 过 密 和 相互 激烈 压 追 的 情形 下 ， 植 物 半 浊 种 
厅 妃 的 反应 在 程度 上 经 常 有 着 一 定 的 分 化 。 

r) 就 在 察 张 的 种 内 散 备 和 激烈 的 植株 压 妃 的 情况 下 , ZEAE 
物 对 讼 各 种 压迫 的 反应 程度 上 ， 是 可 以 看 到 它们 的 分 化 。 吉 样 
就 产生 一 个 问题 ; 形态 性 状 的 伙 婴 程度 是 和 况 雪 的 强度 不 认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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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的 从 属 关 傈 呢 ? 过 一 问题 由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个 ， 就 请 多 植物 的 

不 同性 状 ， 淮 行 了 研究 。 

根据 我 们 的 实验 ， 可 以 作出 下 述 和 结论 : 

1. 通常 ， 董 居 集 的 密度 会 使 所 研究 的 性 状 〈 植 株 高 度 、 华 

的 大小、 花 和 果实 的 数量 和 和 迷 色 地 上 部 分 的 纺 质 量 ) MBAR 

数 提高 。 例 如 在 结实 最 后 阶段 ， 下 列 爸 岗 傈 数 〈C% 土 me) 的 

释 化 的 材料 ( 表 2)。 

才 2 MARR (CSime) 和 敬 姜 面 稿 的 天保 
(B. B. 索 恰 硅 的 实验 ，1926 ) 

hi 积 ( 厘 米 ) 

9x9 15X15 21X21 

地 上 
部 分 的 | 44.70 土 4.40|140.79 土 4.07|35.79 士 3.57 | 29.12 士 2.91 | 21.86 土 2.18 
中 等 

亚 麻 

-| ae 
Enya 161.32 士 5.18|137.35 士 3.15 | 35.814+3.09 | 28.05+2.54 | 26.09+2.96 

SER ， 

SS, BMWs SFE SIE Mik» PEEK IA BE AE 

sis edhte nba LAR Bm, TSMR, Pr 

PFE AW SER RR (CH), RAAF eI PE, AY 

FEHB A SESE PEE, ABE A BS A BH lo BY 

#5, Psa Bh, BUA ST. Pee Te 

里 亚 所 做 的 实验 的 例子 中 看 得 很 清楚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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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RSHMRe (C¥imc) MERNSSH AA 
(根据 区 五 . Bree, 1929) 

= Hh & (B *) 

18x18 50x 50 

19.76+1.12 | 16.93+0.63 | 19.50+0.75 | 18.26+0.77 

21.99+1.26 | 17.02+0.64 | 20.64+0.84 | 18.17+0.77 

26 .73+1.54 | 18.02+0.69 | 15 :22 士 0.62 | 15.58+0.66 

29.10+1.68 | 19.74+0.76 | 15.50+0.65 | 11.23+0.53 

PaaS 7E a Jor Por a A Be? 4s SG SR, 27 A 26 A 

RU, ZETA AES PT EA EAB RA 3.5—4.5 JK, EE. 
AEM ZHABABA NSS, BIA RBERAT,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营养 面积 下 具有 了 以 下 的 高 度 : 2x2 K—AB 

36—87 厘米 ，3x 3 厚 米 一 一 大 狗 46 厘米 ,18 x18 厘米 一 一 72 

厘米 ,50 x 50 厘米 一 一 87 JK, TERE LPI 
常 察 张 的 。 在 此 情形 下 可 以 明显 地 淖 出 ， 在 2x2 厘米 和 38x3 
KS mM Nim, BBM Ee eee es, HY 

是 在 18 x 18 JR FET BLY ESR OR BOR AE ES 
汪 种 降低 在 植株 最 稀疏 的 情况 下 表现 得 更 篇 显著 ， 在 那 种 情况 
PRR, 

2 党 植株 在 相同 的 密度 状态 下 ， 土 壤 肥力 的 增加 也 会 使 
革 的 高 度 的 爸 婴 傈 数 增加 。 可 以 举 出 我 们 用 Ficiu sativa 所 

得 到 的 实验 结果 ( 表 4) 作 篇 这 一 论点 的 例 症 。 
如 果 我 们 回忆 一 下 土壤 条件 的 改善 会 提高 散人 等 的 强度 ， 那 

PEGA KET, BRAKE, 也 可 以 理解 了 。 
3 前 捷 指出 的 植物 各 征 性 状 的 爸 婴 傈 数 的 构 化 傈 从 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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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14 WAS (Vicia sativa) 蔡 高 的 傈 数 与 土壤 肥力 的 天 保 

| 8 8 HB RM UE 米 ) 
测量 日 期 20x20 | 3x3 

未 施肥 | 施 肥 | 未 施肥 | 施 用 

i ee 11.8+0.3 | 16.6+1.8 | 17.5404 | 15.8+0.4 

9H 20G 11.5+0.8 19.2+1.4 | 16.7+1.5 22.8+1.5 

| | 

竞 宇 的 强度 过 一 规律 性 ， 在 研究 过 的 各 种 不 同 植物 种 钴 都 观察 

得 出 来 。 巧 且 汪 类 研 究 过 的 植物 种 的 数量 是 很 大 。 但 在 个 别 的 

例子 中 也 有 一 些 出 平和 个 规律 的 : Blin, RARE OBR 

在 最 激烈 的 欧 等 情况 下 发 现 ， 也 在 完全 没有 将 等 的 情况 下 发 现 

( 索 恰 娃 ，1926); PAPE: 只 是 在 一 定 限 启 内 伙 暴 的 增 

加 是 和 董 的 对 集 密度 平行 的 。 过 高 的 密度 反而 降低 了 伙 园 尿 数 

( 岛 斯 平 斯 卡 娅 ，1926)。 应 该 用 世 订 来 解 释 上 述 规 律 的 过 些 例 

Shy PRE, RE, By Se ee 

(BPE LA Lee SEA, BAERS 

究 还 少 ， 需 要 淮 一 步 的 探讨 。 

生 ， 此 外 还 确定 了 过 样 规律 : 通常 在 察 密 的 草 装 中 生长 的 

植物 ， 特 别 是 混杂 在 密植 作物 中 的 订 草 ， 比 生长 在 稀 疏 草 盖 的 

植物 ， 具 有 更 大 程度 的 释 婴 能 力 。 在 I. 马 斯 平 斯 卡 娅 的 实 

验 中 维和 维 用 亚麻 和 油 用 亚麻 的 表现 (HBR), BTA 

(ESE BEM REZ, PUR ERA AB, 在 3x3 厘 米 

POS FE TET AEE, BBUAME FB pk OE Tes SR BI 75 45% , Th 

用 亚麻 平均 篇 27%; TESST ALAS 30 x 30 JB OKIE, BME FARE pie 

23%, WIHT 18%, PLERHER MRP, 



arate POA TERS A BA RSC RII A Be BR 33 

AE FL ie JG Yo Ft i A F5 BEA e Be A SE BER, FERE ARSE ME - 

ENGR, S| ROBE FH TH eA RECA RE RSS) 245, Th 

We FS HE Wo SEY 1.5 GE, SSAA AS i RE 9 

论 : WER BE PERN MMM RARRE, WRB 

AF PERNMyNRKBRE, LEMERARSE ETE 

WCny , BENLPRAR SE RE HE SRE Re Ei — PK, 

HR FEM PATA BUA yD ee Se AIAN 

REA EF IS FP ACY Be 

ASEAN PRA: 萌发 时 籽 昔 所 表现 的 发 育 程度 和 速度 上 的 

差 遇 是 否 保存 下 来 ? 和 后 来 ;由 於 它们 的 生长 ， 过 些 差别 对 认 植 

物 在 散 生 过程 中 的 未 来 动态 和 成 活 程度 有 何 种 的 影响 ?过 一 问 

题 ， 显 然 对 自然 园 择 过 程 有 极 重要 的 意义 。 在 过 个 问题 上 ， 我 

个 应 该 考虑 到 过 页 文 所 说 过 的 一 点 :“ 有 机体 在 幼年 时 比 在 老年 

时 有 更 大 的 释 典 性 。” 过 是 杂 所 周知 的 ， 和 后 来 过 个 观点 又 由 米 
丘 林 及 其 他 人 加 以 发 展 。 

在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们 用 不 同 的 植物 种 类 所 作 的 许多 实验 【其 

结果 现在 还 未 全 部 发 表 (和 岛 斯 平 斯 卡 娅 ，1926)]， 和 IT. P. HE 
廷 根 教授 的 较 早期 的 研究 中 (1916, 1918)， 关 认 过 个 问题 已 经 

得 到 一 些 材 料 。 如 所 周知 ， 才 出 土 的 幼苗 在 大 小 瑟 面 和 人 发育 引 

EAH EMATHR, TERENCE ARS, ee 

RUE we: (1) SRE eee LER, (2) REEHOIE 

ARTES BE AMR, (3) WER “ONE” “om 
poycnonun”, fi PSS BEAT ALE BSE EK (Moposos) Fil Bs BIR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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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A (ITparoppes) 用 松树 种 子 所 作 的 有 趣 实验 。 松 树种 子 取 自 
同一 树 上 , 重量 完全 相等 , Ib PSE SE ERR: 
在 演 种 情况 下 ， 幼 划 之 问 仍然 表现 了 显著 的 分 化 。 英 坎 优 夫 得 
出 结论 ， 认 篇 种 子 已 经 有 了 不 同 的 遗传 特性 。 过 样 又 发 生 一 个 

PAL: 过 一 最 初 的 分 化 能 否 在 后 来 仍然 保存 ”也 就 是 说 开始 综 
大 的 个 体 是 否 能 将 汪 优 势 保 持 到 长 成 孟 期 ? LR EEE Bee 
AFCA SUPA, te SE, SAREE HBG BEE BBB: 
ERNIE, HR MSR, esha 
MBP, RMAF MR EASE EDS 

JER, ROH iD ee 
TRA, FVII, ER OAT BY EAR AE I 

JEMRLEE AY. 
BOI T EE OE, ESL aA et 

7 AE FO RIE, SEES: 在 自然 
PPCM, RMR Ae 
AMER, RMRECSARMEERN MEARS, AL HE 
BAMEHAS, SELHERDE, 李 森 科 断 言 自然 界 中 无 
BAAHAS, WARE PARDEE EAS, eM 
斯 言 如 何 能 和 上 述 演 些 事实 材料 相 协调 起 来 呢 ? 

过 一 问题 非常 重要 ， 它 有 重大 的 理论 上 和 实践 上 的 意义 ， 
主要 求 一 个 确定 的 解决 。 坊 了 更 好 的 关 明 这 一 问题 ， 我 们 更 铬 
条 地 来 谈 八 个 植物 种 内 关 傈 的 例子 ， 首 先 均 一 下 ， 森 林 中 的 雷 
未 在 其 生活 期 间 的 所 谓 自 然 稀 朴 现象 ， 浊 种 自然 稀疏 全 经 是 屋 
次 重复 研究 的 对 象 。 汉 个 问题 在 科学 上 和 生产 上 具有 非常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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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独立 的 意义 。 李 森 科 这 样 解释 过 个 问题 : “野生 植物 ， 特 别 
是 森林 树种 ， 具 有 生物 学 上 有 仁 的 自然 稀 政 特性 。 过 征 特 性 在 
Kh, AOMHREOW, UBER, AAS 
Wht, MAAS LAAT, ERT BAL, 
SABRES OE SS, PE 〈 树 枝 ) BEEP BPR 
已 有 数量 更 少 的 植株 ， 因 此 一 部 分 林木 正 常 地 消减 、 死 去 。 正 
如 林学 实 路 家 所 说 的 在 一 个 征 的 箔 围 内 的 林木 在 茂密 状态 下 ，， 
是 分 化 成 上 .中 、 下 三 层 。 下 层 小 机 逐渐 吉 弱 而 死去 ， 而 中 层 
WEA, 则 依 情况 转 乱 下 层 和 上 层 。 野 生 植物 ， 特 别 是 如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森林 林木 ， 具 有 明显 的 ， 及 时 自然 稀 朴 特性 ， 以 和 致 记 
需 就 是 在 实验 中 播种 也 不 至 认 密 到 一 个 程度 ， 使 得 该 树种 〈 物 
fi) 在 该 面积 上 由 於 播种 过 密 的 原因 而 死去 。 正 好 相反 ， 枯 种 
播种 得 越 密 ， 则 越 有 希望 ， 使 得 过 个 树种 在 读 面 积 上 好 好 地 发 
展 。 

栽培 植物 ， 例 如 小 帮 及 许多 其 他 植物 ， 不 具有 自然 稀 珠 的 
第 物 学 特性 。 党 类 作物 的 播 征 遏 密 时 就 不 能 分 化 成 层 ， 因 此 在 
天 量 作物 之 中 没有 一 株 能 正常 地 发 育 和 和 给 与 正常 的 种 子 收 成 。 
网 妇 禾 本 科 作 物 播 箱 过 於 稠密 ， 特 别 是 在 表 旱 地 区 ， 则 完 公 死 
去 而 不 发 生 征 子 。 

野生 植物 的 物种 ， 其 中 包括 森林 树木 ， 像 在 前 面 所 提 过 的 
With, UU Swat. RUE, Ae 
CME UABRAKY RIBOSE, 

“野生 植物 的 茂密 幼 昔 , 通 过 自然 稀疏 的 方法 调节 自己 的 数 
Bl, GEER ACRE BARISAN NES, Ue BRR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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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所 估 满 , AES, AEA RA.” ( ERE 
Fl, 1949, #8 664—665 &) | 

如 是 ， 按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野 生 植物 ， 特 别 是 林木 ， 具 有 特 

iS, BEWARE, 1 BSS 

Behe PRR Ey STA BARE TA, 

ZEN A AMR LAM SPR, BERR 

4s, BRE SC ES EAE A , TESS EE ES A RR, 
TB. IRM (1. B. Epmugos, 1949, 1950) 更 详 各 地 人 发 展 

了 过 花 点。 过 位 作者 完全 同意 李 森 科 的 观点 。 他 写 道 : 当 树 苗 

在 一 定 地 区 上 大 量 出 现 而 侵 估 这 一 地 区 时 ， 当 他 们 用 泛 种 方法 

PEDERI AHO, BARES PRB ( 侵 估 地 区 ) 全 

经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现 在 又 转 爸 成 自身 的 对 立 性 。 在 第 一 阶段 植 

物 数 量 的 秦 多 售 径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而 现在 它们 数量 的 杂 多 能 引 

起 物种 的 减 亡 …… 树 木 的 森 茂 的 生长 只 有 消除 低 矮 的 植株 才 有 
可 能 。 兹 且 事 实 上 ， 和 从 泛 时 起 一 部 分 树木 在 生长 上 开始 落伍 ， 

和 后 印 死去 "。 如 果 稀 牙 进行 得 快 ， 那 末 " 在 空 出 的 地 区 其 他 物种 

不 可 各 免 就 要 侵入 。 因 此 在 地 区 侵 估 以 后， 气 在 物种 面前 的 是 

如 下 的 任务 : 掌握 住 估 什 了 的 地 区 ， 蓄 保生 它 旭 於 其 他 物种 可 

能 的 侵入 。 汪 是 通过 逐渐 除 掉 一 部 分 档 木 ， 从 而 保持 正常 的 生 

长 条 件 的 方法 来 实现 的 。 在 单位 面积 上 帮 常 有 着 这 麻 多 的 植 

Pes 其 数目 正好 是 在 具体 条件 下 按 树 木 的 实际 的 生活 力 对 认 完 

全 鞋 满 地 面 所 必需 的 …… 依 外 界 和 休 件 来 调节 林木 密 雇 ， 以 过 种 

能 力作 和 需 掌 担 已 经 侵 估 了 的 地 区 的 方法 ， 过 是 在 物种 与 其 他 物 

种 问 委 中 是 有 丛 的 ， 它 是 在 自然 选择 过 程 中 产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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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LACean Se De RIEL: ciaiopaea rents 
J-HRY, BMAD GREED) teem EM 
FERS SREP PALACE Is, RSE ARTE AEE 
的 可 能 性 ) PREMSE A, EOP, aR AK 
咒 革 一 点 ， 那 未 就 必须 假定 ， 自 然 选 择 赋 子 了 树木 的 如 果 不 是 

BMWA AE, MAA RARE, PRISE AD LAT 
MA, TERRE PRT AB RIEINREE A, BB 
Gi ASE BATTING, ENTE NPSL EA 
不 会 车 实 ， 因 而 显然 也 就 不 能 把 过 种 本 事 遗 传 给 下 代 。 

关 认 过 方面 应 苇 加 一 点 补充 ， 陡 页 密 洛 夫 在 上 面 一 段 引 文 
‘AUT PASE BERR: 第 一 ， 在 单位 面积 上 同一 物种 的 树木 
的 数量 多 ， 可 以 在 其 生长 过 程 中 引起 物种 的 死亡 ， 演 一 点 是 不 
正确 的 ;第 二 ， 在 森林 中 经 常 有 着 正好 完 至 鞋 满 场地 所 必需 的 
植株 。 我 们 在 上 面 已 经 看 到 ， 由 雁 种 内 关 傈 (在 此 种 情形 下 是 
we) 的 和 结果， 任何 时 候 套 加 遂 宇 的 植株 也 不 会 全 部 死去 ; 其 

次 在 森林 台 ， 蛙 别 是 在 幼林 的 和 后期， 常常 有 着 比 完全 鞭 满 场地 
所 需 的 树木 乱 多 。 许 多 插 青 森林 的 方法 (RRR, BEBE, AREAL) 
就 是 以 此 篇 基础 的 ， 在 过 些 作业 中 就 是 砍伐 掉 多 余 的 个 体 ， 同 
时 保持 林 和 完事 于 的 完整 。 如 果 在 将 砍伐 之 合 ， 了 破坏 了 林 冠 的 葡 
Pi, SERRE RES 以 后 很 快 地 就 会 恢复 。 

耶 尔 密 洛 夫 扰 批 利 地 接受 了 地 森 科 的 不 正确 秽 点 ， 他 从 浊 
楼 一 个 立场 出 发 ， 企 图 以 自己 的 方式 关 明 自然 稀 玻 的 强度 与 十 
BUM AIBA REEMA, FILTER, Ae 
MERIT, HAE ROE RY, HUE ig —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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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E, CT RRR, 
PR ARRAY” AEE EIT AO, CPR RAE 
iB, KOHLER, HARM RE SRA RA 
号.” 尖 种 解释 有 着 强烈 的 目的 论 的 意味 。 过 是 本 末 倒 置 ， 有 应 
该 把 它 倒 转 过 来 。 事 实 上 情形 是 滨 样 的 : 在 高 度 肥沃 的 土壤 
上 ， 随 着 年 齿 的 增加 殴 泪 下 来 的 树干 仿 少 ， 过 址 不 是 因 篇 篇 了 
EEL, WASH, KLM, Het 
SIA, TASER, RARE 
BAR HVA A, Te He BEE 

PRES AA EASE De, UNM BER Se 
AS, ER—SRRWEK MES L, BT BAEK 
AGH, AAEM MEER RRMA AR, TE 
EE MEL — tes) BSW, AAS 
一 现象 ， 是 仍然 带 有 目的 论 的 性 质 。 事 实 上 问题 完全 在 於 ， A 
HAMAR Bt, Adres, feeb 
FB BMENSVAGE RENEE, BERPRMRR . 

PBA SBE Sy AEE Pe ER, MEA 

目的 论 的 色彩 。 

gate 

我 来 提 一 下 某 些 可 能 是 杂 所 周知 的 情况 、 然 而 蓝 些 情况 是 篇 所 

秦 种 内 鄞 征 不 存在 论 自 然 界 枫 点 的 人 们 所 忽略 了 。 
在 农业 和 林业 中 很 早已 经 知道 ， 像 以 前 我 所 提 过 的 ， 无 葵 

草本 积木 本 植物 的 顺利 发 育 ， 需 要 一 定 的 营养 面积 ; 兹 且 随 着 

植物 的 生长 , ECARRRRAN SEM, 需要 有 更 大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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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TT eee ce ee ee 
除 。 因 此 ， 在 相当 稠密 地 播种 或 栽种 的 情况 下 ， 植 物 在 它 生 活 
的 一 定时 期 ， 开 始 感到 必需 的 生活 碍 料 (场地 、 水 分 、 矿 物质、 

J) 的 不 足 。 肖 也 就 引起 林木 的 自然 稀疏 ， 同 时 遗留 下 来 的 
林木 也 发 生 了 分 化 。 实 质 上 ， 在 各 种 情形 下 ， 在 对 生活 得 料 的 
iP PHORESIS, BHA SES TARA BS, 
TE ERE LA, (RCA, Hee 
浊 前 者 更 大 。 汪 种 互相 不 利 影响 的 存在 ， 站 不 排除 在 其 他 方面 

汪 些 植物 可 能 也 有 着 互相 有 利 的 影响 。 
决定 欧 生 中 的 一 些 个 体 战 膀 另 一 些 个 体 的 原因 ， 像 上 面 所 

指出 的 ， 可 能 是 非常 多 种 多 样 的 。 我 已 经 指出 ; 就 是 在 木 本 或 
草本 植物 最 平均 的 播种 或 栽种 的 情形 下 ， 汞 不 是 所 有 个 体 都 有 
Hk ABT OBIS ECE ( 即 营 养 人 条件 )， 因 篱 它们 之 问 不 可 能 有 甩 
格 相同 的 距离 ， 汞 且 也 不 会 把 种 子 都 种 在 正好 同一 深度 上 ， 关 
认 土 壤 人 条 件 和 光照 的 某 些 经 常 存在 着 的 复杂 性 就 更 不 可 能 相 
>, 同时 大 家 知道 ， 甚 至 同一 物种 的 许多 个 体 就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遗 傅 的 生活 能 力 ， 当 环境 人 条件 也 有 不 同 的 反应 。 因 此 ， 同 一 
WENT MPA Be Ree Ea, WEAVE Ze 
ARBAB LGR ERRE WER, Hise, ie 
FRE a Ti RAY 

PUSS, SAU AT TRB BLL 
1) 得 些 休 件 在 林木 分 化 中 的 作用 ， 在 C. A. 沙 莫 法 尔 (C. A. Camodar) 

数 授 在 “过 尔 文 主义 与 林业 ”一 文中 革 详 组 的 分 析 过 。 此 女 载 於 林业 抽 牺 

林 工 业 的 论文 与 研究 ，1931 年 20 HH, wl epg A. Tl. 辛 尼 柯 夫 著 植物 生 

RES, 1950 年 , 316 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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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法 (Kuaccnuxayua 开 pagr)。 到 个 分 类 法 是 以 林木 的 不 同 压 

追 的 程度 篇 基础 。 现 在 有 些 森 林学 家 ， 跟 着 李 森 科 的 看 法 ， 知 
” 闪 种 内 训 征 ， 同 时 站 把 芝 个 分 类 法 稍 加 改 爸 ， 称 它 才 按 树 木 的 
生长 或 掖 树木 的 生长 和 发 至 的 一 种 分 类 。 然 而 一 些 树木 需 另 些 
树木 压迫 的 各 种 不 同 穆 度 ， 仍 然 是 所 有 滥 些 分 类 法 的 基础 :天 
认 演 一 点 不 能 不 提出 一 个 疑问 ， 过 个 疑问 是 由 林学 家 B.S 蝇 
IBLF (B. T. Hecrepoa) 的 话 (1951, 第 4 页 ) 所 引起 的 ; 他 

BE, ASP UII ICTR, SERED 
UE UAR SHEN, I HSETOK KA SE LER 
定 林木 的 分 化 的 是 :“ 由 於 (1) 植物 遗传 特性 ; (2) BE.” Ze 
前 面 已 经 指出 ， 汪 一 原理 ， 很 早 就 篇 林学 家 个 所 知晓 。 恩 芥 如 
(ER B.T. 允 斯 傈 洛 夫 教 授 的 著作 问世 早 得 多 。 

我 们 觉得 ， 李 森 科 是 把 林木 和 草本 茎 株 的 分 化 能 方 ， 训 和 需 
仅仅 是 树种 和 野生 草本 植物 的 一 种 必 有 的 特性 ; 过 完 公 不正 
确 。 上 面 已 经 指出 ， 各 考 面 的 学 者 所 做 的 试验 ， 其 中 也 包括 我 
和 我 的 同事 们 所 做 的 ， 共 研究 各 种 野生 和 栽培 植物 在 示 同 的 播 
种 和 栽种 的 密度 中 的 生长 和 发 育 时 ， 证 明 不 仅 木 本 和 野生 草 未 
植物 ， 由 於 它们 的 生长 而 有 强烈 的 分 化 和 一 部 分 可 能 死亡 ， 就 
是 栽培 植物 也 是 一 样 的 。 自 然 ,播种 得 平均 的 一 年 生 栽培 植物 、 
特别 是 具有 上 比较 整齐 的 遗传 性 的 栽培 植物 ， 和 野生 植 牺 相 比 

， 尖 种 由 於 生长 和 发 育 而 产生 的 分 化 通常 表现 得 不 很 显著 ; 
过 些 野生 植物 ， 特 别 是 多 年 生 植 物 和 树木 在 自然 生长 的 情况 下 
分 伤 得 比较 不 平均 ， 薄 且 土 壤 性 质 也 较 篇 不 均一 ， 因 乱 它 个 混 

“没有 经 过 耕作 。 那 些 树 逢 到 渤 成 年 状态 时 在 营养 面积 的 要 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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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生存 初 年 相 比较 是 大 得 不 可 比 气 。 因 此 林木 分 化 的 表现 是 过 
到 极其 综 烈 的 程度 ， 以 至 使 相当 大 的 一 部 分 籽 苗 和 树 妾 陆 入 死 
去 。 oR 

另 一 方面 ， 在 我 们 的 实验 中 ， 如 果树 种 的 密 播 和 密植 是 进 
EM, BCMA, LIRIK, *E 
ff SESE AB IN MEP SEI, RAP DRL AS ISG Fs TBE WI 
显 的 林木 分 化 。 例 如 在 我 们 用 橡 所 做 的 实验 中 就 有 尖 种 现象 ， 
庆 鲁 斯 克 (Kypek) 州 的 “ 敖 鲁 史 柯 泵 (Bolckul) 的 和 森林 ”中 的 列 
宁 格 惑 大 学 的 科学 教学 站 的 苗 国 中 ， 橡 树 和 其 他 顶 种 也 表现 了 
同样 的 现象 ， 在 布 朱 路 克 斯 克 (Bysyzrycazit) 松 林 的 过 密 的 人 造 
林 也 有 不 明 题 分 化 的 现象 。 类 似 的 现象 ， 实 际 上 在 芝 庆 的 苗 轩 
和 顶 种 栽培 转 训 可 以 常常 看 到 ， 只 要 是 树种 在 播种 或 栽种 时 分 
做 得 十 分 平均 。 

在 单一 物种 的 灌木 林 中 个 体 的 分 化 和 相当 大 的 一 部 分 随 年 
WATT CR AEB, VB. 耶 泵 密 洛 夫 (T. B.Eipntmaoa) 
LE. HURL AE ch ETAL, See 
AED MAES AAS (176 A), ST 
RTT (177 A). MASEL 
PAID (lin WE, WE) 的 劳动 分 工 的 现象 。 他 把 
在 种 内 稀 政 时 部 分 植物 的 死亡 ， 同 灾 峰 在 保护 蜂 梨 名 放 散 人 侵 
慢 时 的 死亡 相 上 比 据 。 演 种 比 据 ， 党 然 是 不 能 合 人 满意 的 ， 兹 旧 
SH T. 6. MRR TA LER, TEE RL 

BEAM WRR SANIT BART EY, LDH it 
ATE BRE, AUK A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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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HORE, STE ARABIAY, B EES ET 

的 特殊 类 型 的 本 能 上 ， 按 我 们 所 了 解 的 ， 在 事实 上 植物 是 完全 

没有 任何 本 能 。 植 物 的 趋 光 性 、 趋 化 性 、 趋 水 性 等 生理 现象 的 
特性 ， 是 与 本 能 没有 任何 共同 之 点 。 无 花 如 何 ， 慎 簿 密 洛 夫 在 

这 里 所 作 的 过 类 上 比 气 ， 从 辩 司 唯物 主义 的 哲学 观点 看 来 是 轻 牵 

Mi, IEA PSR RT AR, 

SER BAKE Sk, TER 
qr” —(eRi, B. A. 阿 烈 克 谢 夫 〈B. A. Anexcees) (1950, 612 

页 ) BMASAEORA ARPS RARE EE, BRK 
中 林木 的 一 定 密度 ， 是 物种 对 於 种 间 生 存 门 十 的 适 准 性 。 估 富 

道 ， 林 木 随 着 它 个 的 年 齿 , WARE The, By 

种 的 适应 性 久子 盾 方式 来 解决 的 。 许 多 已 经 完成 了 自己 的 生物 

学 上 的 机 能 的 个 体 死去 ， 发 生 自然 稀疏 。 过 种 自然 稀疏 炎 卑 在 

ALARA A BPA EES A OBR 

BP’, SAVORATBEME, LEAL Be 

HE TE DARA LAR, 因 乱 上 面 已 经 指出 林木 的 密度 ， 

根本 不 是 在 自然 选择 过 程 中 创造 出 来 的 一 种 对 种 间 生 存 站 等 的 

适应 性 ， 而 由 於 地 方 性 的 人 口 过 剩 所 引起 种 内 欧 符 一般 站 
不 会 引起 访 地 区 全 部 个 体 的 死亡 ， 至 於 破坏 物种 那 就 更 加 不 可 

能 。 
可 惜 关 於 林木 自然 稀疏 的 目的 论 的 解释 ， 和 需 我 国 和 外 国 的 

某 些 林 学 家 个 扰 批 利 地 接受 了 。 例如 , B.T. 看 斯 俊 洛 夫 (1949， 
自 27 RK) 写 道 :“ 在 每 一 年 龄 的 森林 都 应 访 具有 自己 的 密 
Es 同时 他 膛 秆 充 鹏 : EPR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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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林学 家 带 来 了 经常 的 麻烦 ， 因 篇 各 是 一 个 在 经济 上 没有 能 完 
全 地 很 好 利用 场地 的 事实 ”实际 上 恰好 是 与 事实 相反 。 恩 论 ， 
在 单一 物种 的 纯 林 或 许多 物种 的 混交 林 中 ， 我 们 所 见 到 的 完全 

是 一 系 烈 的 程度 不 同 的 人 口 过 剩 ， 兹 且 和 给 林学 家 们 带 来 了 麻烦 

的 正 是 芝 种 人 口 过 剩 ， 而 不 是 人 口 不 足 。 因 此 才 由 林学 家 个 据 

定 了 除 伐 、 透 光 伐 、 秘 伐 等 林业 措施 。 
波兰 的 林学 家 查 泵 诺 夫 斯 基 (Czarnowski, 1952, 37 页 ) 也 

追随 着 李 森 科 ， 同 样 的 对 於 林木 自然 稀疏 过 程 作 了 不 正确 的 解 

释 ， 他 认 需 死去 的 树木 是 “完成 了 自己 对 物种 和 沽 落 的 使 命 而 
yey”, IAEA Eye AER” 

Zeb PPA RAR UML BR, A 

MRE, MADARA, AS EASTER 

FPR EA : 

ARE BAKER I LAS Se BR A Bae se T AER RI 

的 观点 ， 训 乱 在 植物 中 种 内 无 生存 站 等 和 欧 等 。 不 久 以 前 出 版 

Ay SHIEH (G. UW. Gusaron) 的 书 (1951)， 在 滞 方 面 表现 得 很 
清楚 。 在 此 叫 中 ， 作 者 虎 理 草场 植物 ， 更 正确 的 说 饲料 植物 的 

种 内 和 种 问 的 相互 关 傈 上 时， 企图 以 李 森 科 的 观点 来 解释 ， 同 时 
对 B.B. 索 恰 娃 (1926) Fu I. 区. 篇 斯 平 斯 卡 娅 (1926) 关於 种 

内 关 傈 的 ， 党 时 在 我 什 痢 下 由 她 们 所 完成 的 工作 ， 还 提出 了 革 

些 批评 的 意见 。 他 首先 完 公 不 正确 地 伐 述 了 肖 些 工作 的 目的 。 
在 指出 上 述 作者 计算 植 网 在 各 种 播种 密度 下 的 植株 高 度 的 释 婴 

(LG, OU. 费 拉 透 夫 把 一 种 意见 硬 加 在 上 述 的 作者 的 身上 ， 

hie SE ET GE AS eR ae”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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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 淮 行 过 些 研 究 的 时 候 ， 浊 种 任务 还 没有 提出 来 ， 因 篇 在 当 

ES AERP ZS SS BE 

SER], (SED EEN EO EY, 

LITER HOPI HOLS, LIMA RR PUREE By HE EE, 

特别 是 要 解决 过 样 一 个 问题 : SSR 

ASW BRE? HWE RARER FARR RR BA 

PSE RB AE SSS 从 过 类 事实 中 ， 显 然 不 能 得 

出 ， 像 作者 所 要 长 明 的 那 种 和 结论: 种 内 欧 生 本身 是 不 存在 的 。 
在 索 恰 娃 和 和 饲 糙 在 斯 卡 娅 的 实验 中 ， 植 物 发 育 的 比较 ， 旺 明 地 

OVE EES eA, 
WERE TY B. WH. 柳 比 门 科 (B. H. DSumenxo) 及 其 同 

事 们 的 实验 : 在 他 们 的 实验 中 也 指出 , 当 Sinapis 在 过 分 密 播 的 

情况 下 ， 所 有 植株 受到 弦 烈 压迫 ， 以 致 不 能 结实 ; 作者 出 乎 意 

外 地 得 出 和 结论， 说 “上 述 实验 与 研究 者 本 人 的 愿望 相反 ， 任 何 
东西 也 没有 十 明 ， 或 者 可 以 说 所 箱 明 的 不 是 种 内 训 符 的 存在 ， 

WE EMR EE,” ESOL PROSE, (23 SI 

PAT ADS IM BOR AR EE IP TE A Ae 

2A MER O RASS HRT, MEA Me 

(RSA 5S BYE HY SS EE BS, 

BBIRM EES YS eames, st “OLA ae 

KRUBARPH PEN EE CARE, PERMA 
WME, BRE BSET Lltiy “RENN” Dre” 事实 上 

HMR EBS, BRE MS, eee 

WLR EMANATE, TE Le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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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EKE, “EACLE RUE, We EE 

BE LERBAT , MOREE. 
其 次 ， 在 上 面 所 分 析 的 ”下 HW. JERR, Sle 

T RAMEE (Agropyrum imbricatum) 的 种 内 关 傈 
的 研 罕 有 关 的 某 些 事实 材料 。 如 果 破 除了 成 见 去 看 问题 ， 那 末 
这些 材 料 是 说 明 肖 些 植物 密 播 时 存在 着 种 内 就 等 ， 可 是 作者 分 

FET EE A 
| Bilan, TEATS HA TELE IE BIE AK 46 倍 的 草 装 中 生长 表 

现 强烈 的 不 景气 现象 时 , 他 写 道 :“ 在 类 似 的 条 件 下 植物 的 衰弱 
的 发 育 〈 重 量 小 ) IR PUTS, TOA 
环境 人 条件 〈 对 每 一 植物 不 充足 的 营养 面积 ).” 但 是 问题 的 公 部 

实质 也 就 在 温 衷 ， 也 就 是 说 由 帮 营 养 面 积 的 不 足 ， 因 此 使 得 杆 
物 遭 到 抑制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植物 之 间 就 发 生 了 夺 於 生活 套 料 的 
BORE MBAR ERB PRA 
的 。 

近来 由 於 草原 造林 问题 的 关 傈 ， 在 植物 的 种 内 相互 关 傈 间 
BEAST EB ARR, APRS ERR TE BPR AE A 
PUSS ae EE LPR Ye Ay ERE JR Be HE RH V9 OSB 
( 阿 烈 柯 克 夫 ，1950， 第 612 页 )。 

李 琳 科 实 际 上 训 篱 ,党 用 他 所 提出 的 窟 种 方法 播种 橡树 时 ， 
橡树 树苗 的 行径 症 明 了 他 的 理论 ; 浊 个 理论 就 是 在 自然 界 中 植 
物 之 间 没 有 种 内 生存 亲征 或 吝 备 。 在 1952 年 4 月 3 日 ,第 80 
号 的 “入 会 主义 农业 ”上 他 写 道 ， 在 档 徐 三 年 时 “在 窟 中 幼 齿 模 
要 树苗 的 攀 于 对 它们 生长 和 发 育 创 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在 窟 种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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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株距 并 保 橡树 昔 能 更 好 地 生长 ， 正 如 三 年 生 的 橡 顶 苗 的 情 
UTICA, APARNA, “CITRATE, “BON RRO AE 
A A AI EZ A fl — 
ME BAK ARAL EA AR BS it BI A TE SPAR “ 

物 ， 特 别 是 树种 ， 所 固有 的 自然 稀疏 特性 在 於 : 物种 的 稠 窗 幼 

昔 以 自己 大 的 数量 在 天 等 中 对 抗 其 他 物种 ， 同 时 调和 自己 的 数 

A, BAK, DRS, BRM TOBA Pea 

MWA, RARE RRR RE Pb Ct 

枝 ) SPA, AMIE eH, TERRE A 

然 凋落 是 相关 似 的 。 中 然 李 森 科 1952 4e SC MS — Bak 

在 守 质 上 是 重复 着 他 在 1946 年 所 写 的 ， 但 我 所 以 引用 泛 一 搞 

外 ， 是 因 篇 它 说 明 在 过 一 问题 上 他 现在 仍然 站 在 六 年 前 的 观点 

上 ， 训 乱 过 一 条 点 反映 了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原理 。 橡 树苗 在 写 宁 

很 快 地 密闭 ， 慈 且 在 有 利 的 人 条件 下 第 一 年 生长 得 很 好 ， 但 同时 

档 昔 在 高 度 方面 已 经 开始 分 化 ， 所 有 滨 些 很 早 就 篇 每 一 林学 家 

所 知晓 ， 慈 且 在 演 些 事实 中 没有 任何 一 点 可 以 认 明 或 者 反 竖 米 

FAKE, (BALZER BLT RS RT BETTE Fi ee ED EE 

SB nm Fog JL WE ASE Bt ——AK AE A Ze is AR AS AB 

JAW. BEAN, RPE SA BR Rt, EN “2b 

eee 

正常 地 死去 。 但 是 在 过 些 字 句 中 没有 任何 生理 学 的 解释 (只 

生理 学 的 解释 才 是 可 以 接受 的 )。 副 种 解释 是 主观 主 义 的 和 目 

的 论 的 ， 正 如 我 已 经 说 过 的 那样 ， 它 和 米 丘 林 生 物 科 学 的 全 部 

精神 根本 上 是 相 了 矛盾 的 。 李 和 森 科 把 自然 稳 疏 同 档 王 下 部 术 人 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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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凋落 相 比 据 ， 且 也 用 浅 种 方式 来 解释 自然 凋落 ， 他 说 下 
部 的 树枝 在 汪 种 情形 下 对 於 树 简直 成 乱用 不 着 的 东西 ， 对 认 汪 

个 事实 也 没有 答 尽 生 理学 的 解释 ， 因 此 他 又 站 到 目的 论 的 观点 

上 去 了 。 此 二 类 现象 之 间 的 相似 之 点 (ORE BA) 在 

於 ， 自 然 稀 芷 是 由 认 对 生存 大 料 竞 等 的 结果 ， 而 自然 凋落 似乎 

是 由 於 上 部 枝条 从 下 部 枝条 提取 带 有 矿物 质 的 水 分 ， 同 时 下 部 

枝条 示 能 得 到 它 所 需要 的 光量 。 同 时 遭 两 个 过 程 有 着 原则 上 的 

区 别 。 不 可 忘 刀 ， 有 楼 体 是 一 个 统一 的 整体 ， 过 一 整体 的 各 部 
分 只 有 仍 篇 有 楼 体 的 部 分 时 才 可 能 保存 自身 的 存在 。 植 物 琴 落 

FIM REAR WZ, WSSU, ARTE 

Ht EK VRE ab AEE, 
可 是 李 森 科 所 说 的 ， 在 用 窗 种 法 播 御 橡 树 时 ， 帘 中 幼苗 之 

间 ， 甚 至 在 小 圆 实 坟 中 具有 大 量 幼 凋 时 也 和 优 种 内 竞 等 ; SS a 

是 与 事实 不 相符 的 。 篇 了 余 明 过 一 点 ， 我 们 可 以 引用 下 述 实 验 
的 和 结果， 过 一 实验 是 在 西 卡 查 赫 斯 坦 区 苏联 科学 院 的 建立 矿 田 

林 的 综合 性 科学 考察 阶 的 雅 内 别克 (Jaarieg) HRA Hi 

的 。 过 训 的 士 壤 是 西方 的 黑色 士 , 1952 年 春季 的 瀑 度 是 不 同 认 
此 地 一 般 春季 。 就 在 过 个 春季 播种 橡 实 ， 在 每 一 小 圆 实 中 播 箱 
TARA PRR, CES RL, ASE EL EI HE, 
We PURE T MERE, 

BRET RAE PT IE SRE PRE, 根据 CO. 

Kid CC. H. Kapanquna) ype, FAB 5 来 说 明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到 植物 生长 未 期 ， 保 存 下 来 的 橡树 苗 数 
目 最 多 的 篇 每 灾 播 种 五 个 的 上 时候， 但 橡 昔 的 高 度 、 干 粗 、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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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5 

| 小 树干 的 | EE A | 油 量 的 ae 416 日 的 “| Hea 
SEX | HAR | 功 苗 数目 | 平均 高 | 平均 直 | 的 平 均 数 
ag | HA = | a =< 
数 ise | tan (BOK) | (BOR)* cece Bs 

2 De eee ee eet ae Res De LEE 

21.1 

17.2 

15.3 

17.5 

13.7 

: 14.6 

* SKUSE HH. 7 

FUGA RHR K, URE, 

APREESHLACWHE RE, KARRIBEARR, 3S 

RWB ZMAAARABAM, BEERS HR, 

如 果 夏 初 土壤 中 水 分 还 相当 多 ， 那 末 在 夏季 的 后 牢 期 ， 由 放水 

分 的 吝 等 就 非常 灾 锐 化 了 。 同 时 也 可 以 看 出 ， 在 一 实 中 若干 纺 

昔 的 存在 可 以 者 助 幼苗 数 保存 的 更 多 ， 但 它 个 的 发 育 逢 太 是 不 “ 

如 单个 生长 的 。 但 应 指出 ， 当 实 中 有 很 多 幼苗 时 所 保存 下 来 的 

橡树 幼 苗 的 数目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计算 得 过 高 的 ， 因 鼻 马 经 利 

明 在 和 橡 实 播 得 特别 多 的 实 中 ,, 常常 可 以 看 到 幼苗 的 死亡 ， 往 往 

在 祭 未 过 到 土壤 表面 上 时序 死去 。 和 从 滥 类 幼苗 的 根 厌 ， 有 时 生出 

3 一 4 个 新 的 萌 莫 条 。 汪 类 在 土 面 下 5 一 7 厘米 深 的 萌 葵 条， 使 

得 在 地 上 出 现 的 橡 嵌 干 的 计算 结果 有 显著 地 增加 。 如 果 不 挖掘 

出 来 是 不 能 决定 相 兰 近 生长 的 苗 是 属於 一 株 膛 是 不 属於 一 株 。 

一 究 播种 一 个 橡 实 的 情形 下 ， 过 类 萌 葵 条 末 乎 没有 看 网 。 

还 须要 指出 ，1952 年 的 降雨 量 对 於 植物 的 发 育 是 有 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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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EA UME T EE, RA RAP TR 
”数目 来 次 定 的 ; 例如 ， 在 幼苗 数 少 的 实 中 ， 大 多 数 生出 2 一 8 
个 ， 也 有 陆续 地 生出 4 个 新 枝 的 情形 〈 平 均 是 有 2.3 一 2.4 个 的 
Spee), TEDW BSA, 生出 了 I 一 2 个 分 枝 (平均 1.7 一 1.8 

个 分 枝 ) 。 气 出 的 根系 表明 , 在 幼 昔 数 非常 多 的 实 中 , 幼苗 的 根 
系 发 青 一 般 的 比较 不 良 ， 特 别 是 那些 在 实 的 中 心 篇 其 他 幼苗 所 

包 疗 的 幼苗 。 
下面 引 症 的 实验 材料 苯 明 ， 在 东南 部 的 条 件 下 ， 生 有 很 多 

幼 昔 的 实 中 ， 就 是 水 分 状况 优越 ， 仍 然 发 生 很 明显 的 幼苗 之 问 
WA PERE, IDSA A Reb Ose ICR, RH 

BE PAE, EH de ARS EEE 
来 不 良 的 结果 。 

A. Tl. 布 鲁 米 斯 特 洛 夫 (A. 区 .Bynuttorpo) 的 实验 (1952) 
也 使 人 信服 地 冲 明 ， 实 中 白星 械 (Acer negundo) 及 一 种 白星 
Ki (Fraxinus pubescens) 幼 昔 数 目的 增加 ， 绚 烈 地 降低 了 树干 
的 高 度 和 直径 ， 沽 少 了 实 中 优良 荔 昔 的 数目 ， 这 与 作者 的 意见 
相反 ， 正 说 明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是 有 种 内 竞 雪 的 存在 。 

森林 中 成 年 树 株 和 幼 树 间 的 相互 关 傈 ， 可 以 做 需 种 内 关 傈 
的 例子 ， 汪 种 关 傈 答 有 植株 间 相 互 不 利 的 影响 ;( 当 一 些 个 体 压 
追 另 一 些 个 体 的 时 候 ) 和 有 利 的 影响 。T. ©. RR RBI 
一 个 很 有 名 的 前 句 : TEPER, Ox ROE RE BL 
蛙 双 是 多 狠 的 后 娘 。 在 后 一 情形 他 的 意思 就 是 指 由 於 对 光 名 ， 
水 分 和 矿物 质 的 生存 站 等 ， 母 档 的 覆 董 对 认 幼 树 的 不 利 影响 而 
言 。 森 林 中 母树 树冠 对 幼 树 的 不 利 影响 兹 不 是 林学 家 们 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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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而 它 事 实 上 在 森林 中 是 经 常 可 以 看 到 的 。 
SAME, HMB Ee Lee 

BIBI, Si — BA EB SE RE 9 AEH 
如 所 周知 ， 在 T. ©. BREE TSE “TARP RRR” ae 

iP, SHE -BLRPMAR MA, ICA RAPER ES, 

ARAN, PRS 5 (GE FTE LIER AR, EC 

FERRARA A DM RKORES, HA 

WATE ALA REIS FE Sh ES, TER AITE F ER 
MEH, BRR APOE LA, PAR 

的 影响 消除 时 ， 如 所 周知 ， 会 改善 幼苗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漂 起 素 

在 演 种 情形 下 植物 之 问 的 种 内 就 委 关 傈 的 存在 是 如 此 有 明显， 以 

至 对 所 钱 述 的 现象 都 不 可 能 有 另外 的 解释 。 可 是 那些 在 自然 界 

中 没有 种 内 远 符 存在 的 思想 影响 下 的 人 们 ， 夺 党 种 现象 仍然 是 

本 未 倒 秆 地 用 另外 的 方式 去 解释 。 如 ，T.B. BRAKE 

$65 | 238 3CH PBs (177—179 A), BSS ERISA Ge 

一 点 他 兹 不 否认 ) UWREMAAEA SE, Me EA 

“一 个 物种 的 个 别 部 分 的 相互 关 傈 ， 其 中 每 一 部 分 都 有 着 自己 
的 喜 义 ， 在 亦 物 种 与 其 他 物种 的 纺 的 门 征 中 完成 着 一 定 的 作 

i, REMI WORSE + ARBRE 

Ke.” -RBRVUEERR, 仍然 是 带 有 目的 论 的 性 质 。 & 

然 ， 大 量 结 富 的 能 力 是 通过 自然 选择 的 方法 制造 出 来 的 适应 性 
特征 ， 汪 种 特征 可 以 使 得 过 个 个 体 和 与 自然 播种 的 萌发 和 发 育 的 

不 利 休 件 癌 雪 时 保全 它 的 和 后代 。 所 请 自然 播种 的 发 育 的 不 利 休 

件 ， 乃 指 由 其 他 动 植物 物种 及 自然 地 理 人 条 件 所 造成 的 ; S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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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E DAU EL ay, ee RERIAN T. B. INTER 
Kk, PARAMS A, ABE 
ERE, (SSATP BAB, CUSED GEHL 
ALARMS ANY, TEMPE IBC, BE LS IS 
MIA, SE LAE ATC AEA ER 
8, BARTLABASWME., WHT. 6. 耶 尔 密 洛 夫 
在 所 讨论 的 例子 中 不 仅 未 否认 就 生 关 傈 的 存在 ， 而 且 示 确 认 了 
它 的 存在 。 

T. B. IRS, APSE “OLE RAR” 
gs Fil ite SA 7 LILI AB Roa, ER ST 
— ff — EEE 2S, PR A Re EE BEB” (175 
A), BAe, PARE LISD T MAPS EAE EELS, 
“对 植物 之 问 相互 关 傈 的 研究 开关 了 广 关 的 可 能 性 "。 实 际 上 情 
ERR, EERE PRAHA, BAZ 
AAPA ASE, HEE, S+aett 
AEA, BRIE A TE, ORB 
一 下 其 中 也 有 T. B. ISRO, ARR Bt 
ORBEA AAR RSE AE AY EAE, EE LK 
RAR PARAS HEL MEME, Ue, 15% 
面 的 工作 或 者 是 停止 了 或 者 是 带 有 消极 的 性 质 ， 实 际 上 在 自然 
界 中 发 生 的 现象 常常 彼 曲 解 。 浊 当然 对 科学 不 会 有 丛 感 的 。 

KE. H. 辛 斯 卡 娅 〈 也 。 H. Cuncxan) (1948 年 ，425 页 及 其 

%) 也 发 表 了 有 利 认 没有 种 内 就 军 的 意见 。 但 是 她 在 过 种 情形 
下 大 大 地 缩小 了 诡 征 的 概念 ， 认 篇 导 择 性 消除 的 存在 是 其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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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ERA ER TOE, — 
AY GMA AS BB den BR LEAR BCP ER WY RE BP PY 
HE, AL PASSE. LEE WE EWG AE Pa EB 
WREMAE A”, SECIERM, UR R/O, 
2S A CB REET LAS I, PAS 
能 同时 生存 ， 有 一 部 分 要 被 消除 。 辛 斯 卡 娅 否认 也 到 种 现象 的 
广 活性。 特别 是 否认 它 存 在 於 山 类 作物 、 蔬 菜 和 工艺 作物 的 逢 
植 区 中 。 可 是 EB. A. 辛 斯 卡 娅 所 提出 的 人 口 过 剩 的 淮 划 是 未 可 
能 接受 的 。 人 口 过 剩 在 下 述 情 况 下 也 会 发 生 ， 由 於 大 量 个 体 在 
一 志 面 积 上 屁 们 全 部 不 能 完全 保证 得 到 生活 上 所 需要 的 所 有 的 
物质 ， 因 此 它们 全 体 或 一 部 分 将 要 发 育 得 不 像 在 较 篇 稀 朴 的 情 
况 下 那 未 好 ， 但 许多 个 体 的 死亡 也 可 能 不 发 生 。 在 我 们 的 农 作 - 
物 中 ， 一 般 地 轻 常 有 着 某 些 人 口 过 剩 。 

在 否认 自然 界 中 有 逢 内 衣 生 存在 和 把 承认 过 一 点 的 人 列 大 
局 泵 莉 斯 的 信徒 的 行列 同时 ， 李 森 科 及 其 追随 者 们 在 过 一 问题 
上 常常 求 引 避 马 克 思 主义 和 列宁 主义 的 经 典 作家 的 话 ; 按 他 们 
的 意见 ， 过 些 话 应 该 是 确 考 着 他 们 所 发 表 的 观点 。 然 而 所 有 知 
si FS PESTLE A Bd DE th RASS BEA 
i) NADA LA, HEL RR AZ Pa 
BRUSH SAHEB. UES, Mea RENO 
disease 
不 能 容许 的 。 泪 且 相 反应 访 记 住 局 克 思 的 下 面 的 话 :“ 妹 

cceezeenkheaen. cceneneeeeeee 
级 数 的 同时 ， 人 恰好 推翻 了 马 泵 莫 斯 的 理论 。 马 泵 际 斯 的 理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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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是 建筑 在 过 样 基础 上 的 : AW ZARB “LIE” BER 
AUTEM ST ROC, TEESE Ere, Bil 
WEB CRAM Mia, el eee My — Ane 
SiH Jk] FG PE J PR” 
RIG, 2B, WMD, 213A), 
Am HE, WW. UW. 梅 契 尼 科 夫 (HW. UW. Meaauzos), ASR 

不 是 由 艾 局 克 思 的 影响 ， 一 在 1863 年 也 已 指出 : “ 寻 尔 文 在 说 ， 
到 有 机 体 的 大 量 繁殖 的 能 力 赣 指出 它们 的 繁殖 是 以 类 何 级 数 计 
的 ， 示 就 从 根本 上 破坏 了 启 条 划 斯 的 “理论 ' ”( 梅 契 尼 柯 夫 ， 
1950, #667 页 )。 

恩格斯 关於 过 一 点 写 过 如 下 的 话 : “…… FY LE CNS + 
LARD), ARRPRM LR, REM. th 
ALR, MM AETER ORS, BAS AHR OG 
PEARSE, WASHER PIE TS EE 
SS TAL SERRE A, AABN RS, J 
AREF AS Ta ES EIS, AH PR AE AE, 
FS ES PR FR A A HE A RST — 
CDs tb MEF, 32-38, BEE 
Ft Eph A FENBEE pla BRP 9 A ARE SP ae AF US” 
〈 思 格 斯 著 ,“ 反 杜 林 花 ”国家 政治 书籍 出 版 局 ， 1952 年 版 ， 
第 65—66 A) 

GENE Fe AA BAR I RETESET J 
Br AMSA SAAS AS RE TL SE — A A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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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过 剩 ; 第 二 讽 需 过 泵 文 在 发 现 动 植 物 中 演 种 问 委 的 同上 时， 以 

SHRUB TS ET; FS RE TER a Re 

HS, KARA, TRAN, teh Bia HD 

的 繁殖 是 算术 级 数 的 ; BHR, LAPT mH “BS 

谈 ” 划 不 在 於 他 在 动 植物 界 中 发 现 了 作 口 过 剩 以 及 因此 而 产生 

的 生存 六 等， 而 在 认 过 页 文 无 条件 地 接受 了 在 人 类 关 傈 于 的 局 

MRM, Rite A RZ PEAR 

西 一 一 由 於 人 口 过 剩 引起 来 的 生存 癌 等 的 选择 和 在 没有 任何 人 

口 遏 剩 的 情况 下 由 於 半 新 条 件 的 适应 的 选择 一 混乱 一 均 了 。 
如 是 ， 和 从 马克 思 和 恩格斯 所 发 表 的 意见 可 明显 地 看 出 ， 承 

Ey PES SBME, WIRES 

页 苏 斯 主义 ， 而 相反 地 ， 应 访 说 他 们 是 反 马 尔 茵 斯 主义 者 ， 兹 

且 他 们 的 观点 没有 任何 一 点 是 和 辩证 唯物 主义 及 米 丘 林 生 物 科 

学 的 原理 相 了 矛盾 的 。 

THR EAR AT ARRAS TE 例如 ， 
iB. ae Hy FES (1. B. laaronos) (1951, 第 124 A) 写 道 :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最 大 的 错误 是 它 承 认 自 然 界 中 的 人 口 过 剩 ， 他 

断言 在 自然 界 中 是 有 种 内 门 等 和 人 口 过 剩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在 

ZEAPERABRY, 使 人 很 不 了 解 的 还 有 A A. BER 
夫 斯 基 (A.A. Py6ameacgri)(1949, 第 104 一 105 页 ) 的 言论 :“ 寻 

策 广 的 公式 是 不 可 能 承认 的 ， 按 过 一 公式 最 激烈 的 闪 竺 是 由 基 

人 口 过 剩 ， 发 生 在 每 一 物种 的 内 部 ， 因 篇 很 明显 ， 种 内 癌 定 会 

SE HENY, WK ERNEST + @ oe HD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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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可 以 见 到 在 许 许 多 多 的 情况 下 各 种 物种 的 个 体形 成 
ROR, CIEL Ae hy EH ee, 
HES AS — yA FER PRL Hy BP At 
AEA ME” He: RNID, “Hein 
FESR ME, RSE” 

SHER IAS SC eA SEI FC 
+N VALTER GEREN? A，A.， 鲁 巴 澳 夫 斯 基 的 过 些 话 明显 
地 表示 出 ， 作 者 不 能 想像 在 自然 界 中 如 何 发 生 着 种 内 和 种 间 的 
生存 隔 符 。 任 何人 也 不 会 演 楼 去 想像 植物 由 放生 活 资 料 的 种 内 
APSO, HOM A. A. 鲁 巴 谢 夫 斯 基 其 不 知道 过 泵 文 及 其 
他 承认 自然 界 中 有 生存 癌 符 的 作者 ， 在 任何 时 候 也 未 认 篇 植物 
所 生产 的 互 量 种 子 和 其 他 繁殖 体 是 对 认 种 内 站 符 的 武器 , EL 
SRS SS EASE CS RI 
ZETEC Lee Saw, HE 

PUM A SCE BIE 
25 5 FTES PAL LE 0 SEIU SB BER TE ETE OAR 

Vio Glin, FAVRE: HAREM, SA 
PME, BME AR eR, TLS 
, REAM, Se GR 
PAR, LRT ERM) PE, BEEK BE 
HEH RELA AEH,” (ZARB, 1948) 

PSE APH, ARLES: 如 果 种 
WARE, WAR ARS RR BEI, Te Be 
访 可 能 通过 自然 选择 创造 出 某 些 癌 十 的 武器 或 手段 来 。 而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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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EATREE, BARELY wee eS 
Hh LM BSCE TIRE, SEER HE, TERS 
HY LBL SRR), TEE T AE, BE 
ii, BARAIWIELYE, ACR 
AGE TATE, ENTRAR, ERE. 
HAD SRR EAN, BART MRe eles 
NIRA OATES, Pol RAR ZEAE 
AABFORCUESLBA DEL. tbe eae 

PE SRE, SERA HEAL SIE hy A 
Hi, PSL AE—ReWO RE BEAT phi Be Bs TT RE 
FE, MRI CME, CU, 一 个 

| PEE TA, RURAL EMRE, B 
Ih, URS T MRA DAMES, HEATH 
fe HE ey: RTE PLR EOE, AE 
HERALNN YALE, WRN EEA 
缺少 的 条 件 。 如 所 周知 ， 巡 泵 文 的 功 策 ， 正 在 於 他 不 以 那 种 似 
乎 植物 界 所 特有 的 、 候 向 认 进 步 的 一 种 假定 的 趋势 ， 而 以 有 机 
体 的 交 何 授 数 的 大 量 繁殖 所 引起 的 蔚 生 和 自然 选择 ， 来 解释 演 
化 的 进步 。 

植物 之 间 的 互助 ， 然 论 是 种 内 的 和 种 问 的 ， 一 方面 ， 简 音 
地 是 在 繁殖 过 剩 的 情况 下 植物 察 密生 长 的 结果 ， 另 一 方面 是 在 
舆 其 他 物种 问 符 的 浊 程 中 通过 自然 选择 的 方法 创造 出 来 的 。 

关 帮 种 内 关 傈 问题 M. B. 米 丁 (MB, Mamaa) 院士 写 坎 
(1949, 第 62 页 ):“ 征 内 的 相互 关 傈 决定 着 鼓 物种 的 保持 、 繁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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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改进 这 类 相互 并 傈 是 极其 多 种 多 楼 的 。 它 们 包括 个 体 之 间 

Wes, AAS CEM, BEC eZ 

等 ) FG, EPMA RERM APRA LW.” 2H 

$s PES HUI RSS HE ER TA IAR 
WO. RACE (MW. WW. Hosuaceuit, 1949) BARA 

RRR PPE LE, ET EL BR 

i, BRB, “CORA RIC RO RIMES REM We A 

宇和 互助 出 发 是 错 谈 的 ”， 但 从 他 的 公文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他 只 

ARENAS EME UAE PAE, WARE 

SirpAL ARBRE PIRAETE, (WH , BBE WOZAE 

AARNE LES, “FERS, ERE 

抵抗 杂 草 的 门 十 , TEPR ARIES RI AT AE” (58 184 页 )。 

PM, MAK ED REESE AS, MISS 
播种 又 不 应 访 溃 密 到 有 害 认 橡 爵 草 生长 的 那 种 程度 ， 也 就 是 襄 
AMEE ZR BAB ELIS 

— fH, Pee EB yee PA 

BOMCKH RRS, PTA, MM 
2p PAR AGE BOR og ME BL Ste 

So (pa 2 SAR 6 ABEL BG , 
KEIS—PANT DILEK, PAPUA EL BRAD EE A AS 

WEN, AB Et EMME, TN EAM 

PME LIAR OEIN, TEER LRH DEE, 3B 

JAE Cee, Ak, BEAR Rs 

As BEANE REAR, AUPE 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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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man tigen i 一 地 点 生长 很 接近 时 
能 具体 地 表现 出 来 ， 站 且 个 体 之 间 的 汪 党 种 相互 关 傈 的 特点 ， 

ppuaoaejeauamuduiaw ee 
BE, LHW NARMS ER, ARB A 
eS EH OS8 BER MEE LOU RBA EB Hy 
PA Mi, Sn 85S BE Eh TRS”, 

猎 然 慎 物 的 生长 和 发 育 最 察 密 地 从 属 放 环 场 ， 研 究 植物 就 
要 把 它 和 环境 统一 起 来 ， 用 其 他 方法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承认 箱 
日 大 年 过程 的 存在 ， 不 仅 不 与 米 丘 林 生物 科学 的 原则 租 也 盾 ， 
而 且 是 直接 由 它 所 引伸 出 来 的 。 

可 入 的 是 ， 李 森 科 以 需 他 媳 明 在 自然 办 中 没有 种 内 欧 委 的 
BRET TERT AEM tty I SA A ， 
学 〈 李 森 科 ，1948, 1949), fete ie ASA SH ay 
地 接受 了 过 一 点 。 例 如 ， 苞 . EB. HARAEBL (HL. E. Trymenxo ) 在 
WAM (A. ©. Gath, Fyfe) i —wwRAM RE, Be 
APRA OS, MBE: 甫 爱 福 “不 明 腑 种 内 关 傈 问题 
上 的 米 正 林 式 的 理解 (第 9 页 )。 在 世 联 大 百科 公 书 中 , “生存 
PU” ENE B. rt 阿 烈 克 谢 夫 (B.A. ATeKCeeB， 1950) 3B 

PARLE ATER Renter, Aveo: 李 森 科 所 以 能 揭 
发 径 方 关 傈 的 其 正规 律 ， 只 是 因 篇 “ 针 认 他 来 镶 ， 认 功 活 的 自 
然 现象 的 方法 论 的 基础 和 有 效 的 武器 本 身 就 是 辩证 唯物 主义 ” 

| GUIKABA, 55, $612 页 )。 | 
当 过 一 点 要 补充 的 是 ， 李 森 科 写 道 :“…… 至 放 种 内 咎 体 

阅 的 相互 关 傈 ， 无 论 用 门生 的 概念 或 互助 的 概念 来 表示 都 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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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 的 ， 因 篇 人 至 部 吉 些 相互 关 傈 都 是 篇 了 保证 物种 的 生存 "( 李 
森 科 ，1949)。 NR 

过 样 看 来 ， 同 一 物种 的 个 体 生 长 在 同一 地 点 时 中 然 有 某 种 
AM, 但 过 种 关 傈 站 不 具有 了 站 等 、 议 十 及 互助 的 性 质 ， 也 
PLS, 植物 相互 间 刻 没有 有 利 的 , 也 没有 不 利 的 影响 。( 在 这 
种 意义 上 驾 常 是 理解 需 一 方面 各 互 助 ， 另 一 方面 篇 门 委 、 植 物 
HORS) 除去 有 丛 和 有 害 的 相互 关 傈 外 ， 膛 能 有 甚 麻 相互 关 
傈 呢 ? 不 关 痛 痿 的 相互 关 傈 ， 和 从 所 研究 的 岗 点 看 来 是 决 不 会 有 
的 。 但 是 党 植物 很 稠密 地 生 在 一 不 时 ， 引 起 一 些 植物 对 另 些 杆 
物 的 有 害 影 响 ， 造 成 装 草 或 林木 的 不 景气 及 部 分 个 体 的 死亡 。 
但 生根 千 底 它 是 对 於 物 种 是 有 利 的 ， 它 决定 物种 在 发 展 中 的 浴 
步 ， 决 定 物种 对 一 定 环境 条件 的 更 好 适应 能 
可 是 ， 在 没有 “互助 ”和 “种 内 生存 门 符 ”的 问题 上 ， 李 琳 

科 的 氛 琅 者 们 还 有 很 明显 互相 抵触 的 地 方 。 如 ，B. A. 阿 烈 克 

SRE LET BMC BEAKER “EA 
等 "一 条 中 一 一 羡 者 赴 )， 在 第 611 RWB BBE 
话 ， 说 在 自然 界 中 没有 种 内 的 互助 和 生存 门生 ， 而 在 同 页 的 第 
BARTS OD POLE, BREE ABA OIE 
质 ， 花 上 且 它们 通常 是 被 入 们 有 休 件 地 称 需 互助 的 。 由 这些 事实 
他 作出 和 结论:“…… 1) 一 个 物种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有 利 影响 在 自然 
FUP RBZ TIE, IL VE MSS eT 
生活 是 有 不 同 的 ， 但 非常 确定 的 和 首要 的 生物 学 意义 ; 2) 同一 
物种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积极 相互 天 傈 本 身 明 显 地 和 芽 内 生存 阅 雪 的 
傣 科 学 的 主张 是 对 立 的 ， 因 篇 在 种 内 欧 征 的 基础 上 不 可 能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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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的 生物 学 的 相互 关 傈 。” 和 结论 的 第 一 点 党 然 可 以 同意 ; 但 第 
二 点 是 不 正确 的 ， 兹 证 明 作 者 在 有 机体 之 间 有 利 的 和 未 利 的 和 
互 作 用 的 关 傈 上 距 郁 正确 的 理解 太 下 了 。 

LRA SATM, Hy “Hy” BABAR 
存在 同时 产生 的 。 植 物 的 许多 有 利 的 种 内 相互 影响 ， 常 常 是 本 
长 在 自然 王 落 中 或 在 播种 或 栽种 的 情况 下 植株 相 痢 接 的 直接 结 
果 。 在 产生 滨 类 相互 影响 上 ， 选 择 也 可 能 不 起 作用 。 可 是 硅 驳 
在 末 多 世 和 可 的 坚 密 相 接 的 生长 状态 中 ， 也 就 常常 适应 了 那些 十 , 
过 征 接 近 所 造成 的 良好 或 不 良 影 响 的 人 条件。 大 家 知道 ， 例 如 
HEP, SBCERWHENEMNSARH, ASEM. 

VILE, BVA LARA REKE, RRB 

924240 TB NSS TE BS A ES RE ERE 
WHI), SSE IEREN, IPRS REARS 
ee PLS 7 PETA A AR, 3 
WEE, BOWKER H, mm LSB, PRI 
Aut — EE, BIST REA, JES A RETA Ae 

的 ; ASME. Pi, LEME E ROR, IER 
MEK MPLS, SSR, AER 
Ay WUBKSEAZ IE TY SEE), IG A HPS TE eR A 
FREE, FEHR TAR HE I RR ob ENE 
PEALE BME, SEBEL WORE), “AES A PRE RR, 
Sa AAT PRE te OE A TREE 
fi, LORENA TH RAE SURE PRUE 
Hi, SELLE ae WSEAS APRA TR,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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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咒 的 是 指 成 年 树 株 的 省 密 树 冠 对 论 自 然 播 种 和 树苗 的 生长 和 发 

HMB, Asc, AE AMER Me eS AE B 

AVC ROME NN SEAS A , ANT AE HE Ae Be PS Ey 

Pe, RPA SEIS, Ab ARE 

得 了 在 幼年 时 期 忍受 长 期 的 和 强烈 的 队 蓝 能 力 。 
因此 我 们 和 与 B.A. RBM RAR, RTH 

” 逢 的 植物 骏 装 中 同时 有 着 积极 的 相互 关 傈 和 种 内 的 议 重 是 没有 

任何 矛盾 的 ， 兹 且 上 面 售 经 指出 ， 了 T. © RRMA 

Si, SSE AER EE ESCM, 
不 得 不 再 一 灵 翌 惜 的 是 ， 浊 种 与 在 自然 界 中 所 看 到 的 现象 

不 相符 合 的 关於 生存 阅 等 的 上 述 条 文 葛 出 现在 苏联 大 百科 全 嘎 

中 。 
Mri LMR, TARR Pew 

部 植物 栽培 和 林业 的 实 跤 完全 使 我 们 相信 在 自然 界 中 的 广大 
的 地 区 上 是 有 植物 的 繁殖 过 剩 的 现象 。 只 有 在 不 利 於 植物 生活 

的 条件 下 或 者 在 植物 由 认 某 种 原因 迁 未 能 估 颌 全 部 地 区 汞 生长 

得 稀 羽 的 时 候 ， 浊 种 繁殖 过 剩 现象 才 没 有 。 如 果 植 物 答 闭 是 由 

Bp, MALMO LL REARS An 

REZHEMHwWES, MATES TUAPRARS, 1 

Sut SED) — "ys AT TE Ae SS 09 AE ASS ES 

PMU, AHH AB EAL REARS, 
ARBEIT USE, ADRS, TEST 

定 浊 种 就 征 在 自然 界 中 不 可 能 有 呢 ? BT RMAC MME, = 
森 科 主要 是 引 症 了 他 所 描述 的 橡 肋 草 的 用 人 条 播 和 窟 种 方法 的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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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和 栽种 〈 李 森 科 , 1946, 1947), PET ALT SPH 
觅 草 的 材料 的 最 详细 的 分 析 看 出 来 ， 过 一 材料 在 任何 程度 上 也 
不 能 苹 实 李 森 科 的 观点 ， 相 反 ， 就 是 在 橡 爵 草 的 窟 中 也 有 种 办 
的 吝 稚 。I. M. 朱可夫 斯 基 (11. M. Myxoscenit) 教授 (1946)、 

I. A. 沙 比 宁 (区 A. Cadunun) 教授 (1947) 等 已 经 很 好 地 长 明 

过 浊 一 点 。 
K. M. #LACRIE (HK. M. Sapagenmit) 也 用 橡 腰 草 做 了 广泛 

的 实验 ， 薄 且 也 应 用 了 李 森 科 的 富 种 法 。 在 已 经 发 表 的 报告 的 
LEW) PAE) GRY 6 与 7):“…… 在 生产 事业 的 播种 中 ， 

繁殖 过 剩 的 不 存在 是 一 种 正常 的 现象 ， 和 过 是 基 放 在 一 定 的 地 区 
上 个 体 的 有 计划 的 配置 。 在 自然 休 件 下 繁殖 过 剩 则 是 必然 的 现 

象 ， 和 过 是 由 於 植物 集团 自发 分 售 的 结果 ， 汉 种 集团 是 在 生物 前 
进 的 道路 上 所 形成 的 ， 在 自然 界 中 是 没有 任何 永吉 确定 的 繁殖 

分 做 秩序 ， 繁 殖 不 足 或 繁殖 过 剩 。 繁 殖 的 密度 在 空间 和 了 时间 中 
CH HSB”, KM. 札 无 茨 基 的 实验 工作 又 一 次 合 人 信服 地 和 

刁 格 科学 地 屋 实 着 那些 由 植物 栽培 家 和 林学 家 们 的 全 部 实验 所 

得 出 的 论点 。 
不 能 不 指出 ， 在 过 一 问题 上 对 上 述 李 森 料 的 论断 的 正确 性 

AR RUA, MGR ra ZEAE Bs A BEET BH A EA 
材料 ， 如 加 以 公正 的 分 析 ， 就 可 以 看 出 它们 是 没有 力量 的 ， 薄 

且 汪 些 材料 常常 趋向 认 侠 明 相反 的 论点 ， 也 就 是 属 引 向 艾 承 静 

在 自然 和 人 工 的 单一 物种 植物 符 落 中 训 征 关 傈 的 存在 。 

1) 上 面 提 到 的 A. 7. 布 备 米 斯 特 洛 夫 的 工作 (1952) 也 可 做 和 起 过 类 的 全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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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CEDS, TEER PARC Aa, siz 
Ble EASA (1951), “MA RE 

AERO LAT, FASS A se 

一 ” WRB ELAS, Will hy SZ 
间 没 有 过 秆 站 符 ， 和 过 样 可 以 区 分 天 物 种 和 爸 种 。 实 际 上 泛 种 标 
TERRA REA, FAIS REARS RR EE 

By Mek i tee, 
* 党 党 * 

See LRM ENA, BLE a Aiea 
1. RHEE PAE (AER pease 
WHE), LENCO AS ANA SH, 
过 类 关 傈 现在 还 没有 更 适当 的 名 漳 ， 可 以 有 人 条件 地 称 坊 互助 和 
HARES, ey 

2. HAN MEE APR RE, FOB wy AR 
HARMERLAWEAW ES, SB HOUARH ER 
需 ， 在 很 多 教科 书 中 常常 没有 强调 过 个 区 别 。 在 苏联 大 百科 全 
hig “API” iE, RISE ES, IEE 
Fe BARRE FEL PS 9 ABB A 9 ALB 
会 内 的 相互 关 傈 求 比 气 。 植 物 之 问 的 相互 天 傈 、 动 物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傈 、 特 别 是 人 类 社会 内 的 相互 天 傈 在 质 上 有 着 明显 的 区 
别 ， 茧 上 且 服 从 认 完 全 不 同 的 规律 。 与 动物 界 内 的 相互 关 傈 相 上 比 

较 ， 植 物 界 内 相互 关 傈 的 特殊 性 ， 主 要 是 由 以 下 莽 点 所 决定 
的 : (1) 植物 与 环境 的 物质 和 能 的 代谢 的 特殊 形式 ; (2) 植物 
(至 少 是 高 等 植物 ) 对 生长 地 点 的 固着 性 ; (3) 种 子 繁殖 和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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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及 散 做 方法 的 特殊 性 。 | 

动物 ， 甚 至 营 转 体 生 活 的 动物 ， 涩 食物 是 充足 蛙 ， 当 食物 
的 欧 雪 的 程度 就 会 创 弱 或 者 甚至 完全 没有 ， 薄 且 当 其 他 人 条件 也 

良好 时 ， 则 能 容 更 大 量 的 个 体 生 活 ; TAREE POH, BE 
们 生长 得 紧密 时 旭 相 反 ， 当 生存 人 条件 改 善 时 十 地 秀 的 吏 稚 一般 
地 加 强 ， 慈 且 过 时 会 死去 更 多 的 个 体 。 因 此 在 不 好 的 休 件 下 比 

在 良好 的 条 件 下 ， 随 着 年 苍 的 增加 通常 能 有 更 多 的 个 体 在 森林 

或 草本 恰 落 中 保存 下 来 ， 但 个 体 本 身 发 育 是 比较 地 不 好 。 可 是 
过 种 规律 性 只 有 在 该 植物 幼 昔 的 大 量 出 现 和 人 发育 有 保证 时 才能 
BB), DIMER, Pinte SHAKEEL, EAE 
种 子 的 乘 落 及 其 萌发 不 利 时 ， 松 树 通 常 长 得 非常 稀疏 ;在 过 类 
的 情况 下 就 表现 不 出 上 述 的 规律 性 。 在 自然 界 中 也 有 许多 其 他 

类 似 的 情形 。 
3 植物， 其 至 如 果 只 是 指 高 等 植物 而 言 ， 它 们 的 生活 物 

篮 的 散 佑 的 一 种 特性 CB. 五 . BERANE (B. UW. Bepsagcsnit) 

均 到 过 过 一 点 ] PLL AAT RSs 海洋 深 处 、 冰 和 雪 (部 

分 的 ) 表面 及 关於 生 活 上 具有 特别 不 利 的 条件 的 地 点 (高 温 , 证 

壤 的 乾燥 和 咯 硕 性 及 其 他 ) 旭 是 例外 。 因 此 植物 和 动物 相 上 比 ， 

植物 更 容易 发 生 繁殖 过 剩 现象 。 只 有 在 上 壕 不 利 的 生存 条 件 之 
下 ， 或 者 当 植 物 还 未 能 完全 估 颌 访 地 区 时 ， 才 不 会 发 生 繁殖 肖 
t), #—-A RHE, ith wesw, 
常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显示 出 植物 的 繁殖 过 剩 。 

Pa 7S 15 HEE A ORL TSC a, TE aS 

Deve J\ ABEL Fd 9 BF V9 EA ee Ae A TES 9 9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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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根 据 前 面 所 指出 的 ， 是 完全 不 同 的 。 araapanesn:c 
8" BAER PARIS LSB 
Fi HT RR, CAR THRRMEWE ES 
BE 

4. SS Lyi MH, BRD MIE, 2 8 
PRP BARLEY, INA PAM — AOE ph Ee po 
wi, We LAER SE PE EB 
EB), SALES HOA DUR PH He BEA — Yo AI A 
MARE, 

5. fee th LE NERO ARTS ARN ok 
者 是 由 单一 物种 的 植物 所 引起 的 繁殖 过 剩 ， 在 基本 上 都 会 带 来 
类 似 的 千 果 ， 也 就 是 说 带 来 个 体 之 间 对 论 生 活 套 料 的 训 符 ， 但 
SPAHR Hy FA LB STR. 

ay 2A Ps DG ee AG BET 
PIZERS, MMB PR BSE, We AAR Lae ete 
ELS AMSTEL Thi PORE LE AT 
VX CA MMT, BRECON MUR Ea 
WE BMRK., 

FR, ZEEE, SES TEE OP 
By GAS OIA EE UR, TEAR EAT 
fi SIPS ME 9 PSE Edy 2 HA avg 
LAPSE LPR VITAE, APOE SEA AB EB ACH A REI, 
FTF Or 5 ACU Dy PEN SOMA), APL LY BBE, 
AL EAS TY BE, HH SA GRAS TY LT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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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 Ie BASRA, JH AS, (RES, 
HALAL ED RER ER, BRT TERRIA Ay RE FEES 
LL, SMM -+ RE, BME, Bay 

hb Wer: EPA BY GRAS RH BM GR SE BE TB BEE HE Ue, 

过 种 区 别 是 具有 重大 的 一 般 生 物 学 的 理论 上 和 实践 上 的 意义 。 
6. 巡 页 文 关 於 生存 同 替 在 生物 淮 化 中 的 作用 的 观念 ;在 

现时 已 不 能 全 部 被 接受 ， 而 需要 修正 。 匣 联 的 生物 学 家 个 ， 基 
认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的 观察 和 在 植物 栽培 的 实践 中 积累 下 来 的 事实 
材料 ， 使 我 们 相信 ， 生 物体 之 癌 的 种 内 毫 宇 在 自然 界 中 是 存在 
的 ， 兹 且 有 极其 多 种 多 样 形式 的 表现 。 

7 如 果 在 整个 植被 的 动态 中 ， 也 就 是 悦 在 一 个 植物 地 落 

篇 另 一 个 植物 王 落 所 替代 的 过 程 中 ， 植 物 之 间 的 种 间 生 存 癌 二 
是 起 了 作用 。 那 未 对 於 植物 二 落 的 一 定 千 构 和 和 组成 的 形成 ;种 
内 欧 委 也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汪 种 训 征 是 发 生 於 生物 型 的 内 部 或 
ANZ, BREE mR, Bue 
CeWWEBAR, S2E, PLB, BAER 
Be, EPMA BE, BRP R IDL (Bilan ey AER Re HE ee 
SMASIE) 4 SESS Gy EE 9 A ARI Oe BE. 
i, ASSERT A, BRAMMER, REDD 
Ac Sy ARE BAN Ay BED, TEL ARE ERE EM 
的 自然 地 理 的 环境 条 件 和 植物 接近 的 程度 。 

8， 中 然 说 植物 的 相互 关 傈 是 植物 王 落 本 身 的 现象 ， 但 研 
完 它 时 ， 应 该 按 前 面 所 指出 的 ， 必 须 和 植物 生长 环境 的 三 宛 ， 
以 及 和 植物 与 带 境 的 相互 作用 的 研究 ， 同 时 进行 。 因 此 ， 夺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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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AHMET BSR OISE, LAB HABE AOR 
MAES EMO AETE WOOT, POR ra HRA, HID AE 
eR. HAR HR, WR BAL 
Fe LRA AUS AIP Ws LAE HE BEAT, WL 
SLB, DPFEMLILAG A 1 Hh BE (Buoreonenos)) fy ESRB 
PR TARE, Airis MARTON ROAR AR, MRE TE RAK EAR 
At RPRNSIE ARMS IEGE, IRAE. BRIER 
Se TAO. LE ASHE BR yA TI SEI 
是 更 篇 特别 的 重要 。 

9， 在 我 们 创造 由 入 会 主义 向 共产 主义 过 渡 的 物质 基础 时 
代 ， 蛙 别 是 在 世 联 共产 党 第 十 九 次 代表 大 会 的 指 合照 郊 下 ， 所 
有 人 民 者 湾 的 部 门 ， 都 需要 科学 的 实际 帮助 。 植 物 的 相互 期 傈 
以 及 吉 物 的 相互 天 傈 是 一 个 复 厅 的 、 芷 且 膛 很 少 研究 的 问题 。 
浊 个 于 题 除去 它 在 理论 的 意 闵 外 ， 时 於 动 植物 更 合理 的 利用 ， 
SAA PRICE, AHI RIESE Rey HFS TOS AB. 
EN, ALAA RRs EEE EME aN 
前 提 上 。 因 此 对 於 过 个 问题 极其 需要 广泛 展开 自由 讨论 ， 不 
但 需要 吸引 生物 学 家 :、 自 然 地 理学 家 、 植 物 栽 培 家 和 动 物 僻 状 
RAM, WL WRU 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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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RSWSORRE 
“被 子 植物 的 系统 发 生 - 

MM. 伊里 A 

(ACR RR “Hy HERS” 1953 年 第 ]1 期 ) 

“Zine, HERA MAU REMRT MAH, MRREWR 

子 植物 系统 也 只 有 一 个 。 TRRECNARS .” (MW Be: “BH 

竺 存 而 同 季 的 腾 利 者 的 ”， 莫 斯 科研 ，1927 年 ， 第 88 页)。 

AKA ERE I RAL, EU ER 

BEROZELE. MAMAEDSLEZHNE, Heb 

KEABEMVE BEN, EERRIZAAD ARRAY ee 

中 去 。 
米 乒 林 生物 学 具有 它 自 己 的 感 史 ， 它 站 不 捍 秦 在 整个 科学 

发 展 双 程 中 所 积累 的 珍贵 知识 ， 因 篱 客观 其 理 本 身 ， 不 管 对 事 
CRAMER EME, ALARA MS BER 

ERB: +++ ALATA TE, REA LTA PS IOS Be PE 
REAPER AIERE (Pilar, RRA MLOTE HEA Tel A) 

UR. NTR, S SSE IEA.” BEND AIEEE 

MR ERUA - VOCAB, PEACHMRARH, 

* 本 文 是 1952 年 2 月 2 日 在 全 阁 植 物 掌 会 年 会 上 ,以 “ “a ERT A Hil AE 

Wee” FT 

M2) PSI”, HE14 a, HF igs 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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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 AUB, A. 0. 和 B. 0. PARSE, WW. HE 

BR, VW. M. 谢 琴 讲 夫 、A, 0. BME RE RHI, TL TL RITA, 

K. A. SK Mas, OC. T. #AFLH, B. B. 杜 库 查 也 夫 、II. A. 

科斯 蒂 契 夫 、A. 可 . Vere, A.W. WBLEEZE IL ©. 郭 良 

Jeu, A. T. 巴 洛 托 夫 、B. 工 BUBB, WH.  MRRIBK 

夫 及 其 他 人 一 一 过 些 俄国 学 者 有 效 地 发 展 了 俄国 的 生物 科学 ， 

和 给 生物 科学 质 立 了 许多 唯物 主义 的 原理 。 砍 和 维 埃 时 代 ， 就 标 峨 

着 生物 学 上 的 更 区 得 了 最 大 的 成 就 。 了 B. 于 .列宁 合 画 力 地 支援 

了 WB. 米 丘 林 ， 使 米 乒 林 的 唯物 主义 秽 点 影响 了 广大 学 者 们 

和 与 实践 家 何 ， 因 而 使 米 乒 林 生物 学 得 到 了 迅速 发 展 。 察 接着 十 

Ae, WEAR, do WLR, MB. 

米 乒 林 、T. 下 李 森 科 、B. P. 威廉 斯 、A. H, Eup, A. Ba 

巴林 、0. B. 勤 柏 辛 斯 卡 娅 及 其 他 某 些 学 者 们 在 科学 上 的 微 底 

ia | 
由 然 米 丘 林 生物 学 已 经 区 得 普 束 的 发 展 ， 但 是 仍然 有 一 些 

生物 学 上 的 重要 间 题 ， 一 直到 今天 仍 被 唯心 主义 思想 所 区 治 
着 。A. A. 马克 西 莫 夫 (1951) MBM: “HARA 

界 观 长 期 航 治 的 和 结果， 致使 许多 自然 科学 学 科 中 混 订 有 很 多 形 

而 上 学 的 伦 科 学 的 概念 .” 忆 克 西 莫 夫 的 话 是 正确 的 。 过 种 情 

沈 当然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是 符合 讼 我 人 的 生物 科学 的 现状 的 ， 特 
别 是 符合 认 大 的 系 各 发 生 的 问题 的 ， 在 过 方面 的 知识 还 没有 肃 

清 形而上学 和 唯心 主义 的 观点 。 璧 如 一 直到 今天 在 殴 联 仍 宣传 

着 古典 的 孢子 药 球 学 广 ( “KmracCHqecKaf ”CTpOGTPHaR Teopua)™, 

路 然 过 个 学 说 具有 显著 的 唯心 主义 性 质 ， 可 是 在 学 核 中 仍 计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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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R, CHP SLASH HT eS, 
TERM ARRAS, EMER SB “Aa” Fa 

FEE EERE, PRR AAT SA PDE 
SB pe, ORBEA A “Asay” FTE RRA th EM OMEN 
SLRS ECT Vad ETE, EU EE AE OE By ET A 

HI, TOTES OLE EO TR, SEE SE 
BRCERRM AIM Le, Ese sho eee: 

SE, WSO RL RE, TERRES 

克 思 主义 辩证 法 原理 篇 基础 的 。 
FULLER TZ AEE DI RR ELH, BER 

MA DICE LAUR (crexynnona) 篇 基础 的 ， 册 现象 的 探 诗 

没有 估计 地 质 时 代 。 在 过 个 学 说 台 ， 没 有 有 机 体 进 化 奥 相 应 地 
SCHOBER, POT SERRA SL ve 
RE DERE AS TL RE ORT HE 
(zeofommmocrh) 的 原理 ; FOWL ees, RRS 

是 偶然 性 的 〈 例如 花 ), CESS SEE SOE A EAE 

割 开 来 看 植物 系 葬 发 生 的 ， 而 其 实 植 物 区 系 的 发 生 与 系 纹 发 生 
是 辩 辣 的 线 一 。 汪 个 学 说 假定 有 进步 的 演化 和 退化 的 演化 (pe- 
rpeccirBHag), 跌 然 退化 的 演化 与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实质 相抵 触 ( 退 
化 只 存 在 於 寄生 现象 ); FOERSTER BCE BA 

* FOF RESRAAMMRACHE cTpobamxrbHag TeopE8 或 3BaHTOBag Teopua, Ai 

Ke 9B A AWE, anroc 是 “ 花 ” 的 意思 ，c?pogmyc Ai FHerkay 

意思 。 泛 一 学 设 是 上 斯 (Bessey) 和 赫 利 泵 (Hallier) 所 创立 的 ， 荆 有 

多 数 近 代 植 物 学 家 赞成 址 一 学 设 。 一 一 习 者 计 。 



76 ELIS PL pa ak ea i 

CH; CHERUEMME EER, 内 然 实践 是 衡量 客 
岗 趴 理 的 标准 ， 就 这 个 学 说 看 来 ， 进 化 是 以 与 起 源 认同 一 得 先 
有 关 的 分 离 需 基 础 的 , 演 和 与 客观 的 自然 辩 侠 法 是 不 符合 的 等 等 。 
“古典 的 "孢子 华 球 学 统 所 表示 的 植物 演化 的 那 年 公式， 肯定 毛 
蓝 目 是 唯一 的 基础 ， 是 不 能 冒充 篱 米 丘 林 生物 学 中 的 一 个 特别 
MA). | 

HERTS eh, BA SERTER AY “Akay” WT 
ERB bY A-BAT, ERO T HSB 
CEEHEREM AE, ERRMSG SMA, BRORES 
i, BAAR, (ERR 
il, : | 

OR, SUBSE AMER A, Sora RS 
PHU ER I, SUE ET EARP ERT 
BA Le SR PUP EGER 1 LEAL A i Re 
WABI EM RY MER 
Hw, RMR APR ee 

能 够 接受 的 植物 系 浆 。 我 们 也 朵 该 承 认 A.M. 奥 巴 林 院 士 所 
SLAVES i FER Sb, ‘HE ERE AS LA 
BAAN A, SMAI SR Hl EMR 
AL SRR AUD LN RB, FT ASS DS 
营 试 ， 还 根本 没有 制定 出 可 以 说 是 统一 的 、 以 辩证 唯物 主义 篇 
基础 的 芙 正 的 植物 系 入 发 生 系统 。 目 前 有 一 些 个 别 的 人 正在 从 
事 研究 过 个 问题 此 且 抱 着 正 相反 的 观点 ， 但 科 局 吹 夫 植物 研究 
所 和 与 全 表 植 物 学 会 站 没有 把 他 们 组 积 起 来 。” 现在 过 个 不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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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HR ME TE BA ASR HT IEF : ‘at 
按 着 上 述 的 观点 去 从 事 制定 新 的 植物 系 称 ， 汪 项 工作 在 植 

物 碍 论 所 的 计划 中 估 着 题 著 的 地 位 〈 从 1952 Zeke), TRAN 
牺 学 会 (从 149 于 年 起 ) 也 举行 定期 的 年 会 讨论 过 个 问题 。 

我 何 的 主要 任务 就 是 在 现在 的 五 年 计划 中 制定 出 以 辩证 唯 
牺 主 义 的 规律 篇 基础 的 新 的 植物 系 舟 ， 当 然 过 个 新 的 系统 ， 实 
质 上 上 就 是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不 可 分 制 的 一 部 分 。 

篇 了 能 够 正确 的 解决 “重大 ”的 系 炳 发 生 问题 ,制定 出 新 

的 系 衣 ;也 就 是 制定 出 客观 地 反映 着 在 自然 界 中 所 发 生 的 植物 
进化 的 发 展 过 程 的 图 式 ， 必 须 正确 的 理解 大 的 单位 范围 内 或 者 
种 的 簿 围 内 的 系 浆 发 生 的 自然 途径 ， 也 就 是 种 的 形成 过 程 。 

揭发 系统 发 生 及 种 的 形成 的 特点 及 原因 ， 有 加 於 某 些 基本 
RUM, BML EAREEEORERA, BE 
SFR PRIA: 1) Me(CRE HEISE (Kompeprenqua, con- 
vergence) 的 道路 进行 ? 2) ARBAB EMR (aunepres—- 

nua, divergence) 发 展 的 基础 上 人 发生? 8) HELRES RA 
il, PRUE A? 

“” 裔 到 第 一 个 问题 ， 我 们 只 能 痊 认 否定 的 回答 。 趋 同 是 有 机 
体 在 相近 似 的 还 境 休 件 影响 下 ， 和 从 起 源 不 同 的 系 业 发生 的 根源 
进行 发 展 ， 过 样 和 结果 引起 了 外 形 上 的 相似 ， 兹 上 且 按 有 些 人 的 观 

点 酒 来 ,就 引起 它们 的 遗传 上 的 相近 。 
趋同 只 可 能 说 明生 活 型 的 形成 。 换 名 话说， 趋同 将 使 得 我 

们 承认 多 元 ， 否 认 有 机 界 来 源 的 航 一 。 过 锁 廊 主义 据 秦 趋同 是 
滥 化 的 动力 。“ 很 交合 人 相信 ， 当 初 两 个 彼此 有 显著 区 别 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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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 CE AE EULA CE OE” 
(4 + SEHK, 1939 年 ， 第 363 页 ) 

B. M. 科 佐 - 波 良 斯 基 (Koao-IIoraacrait，1940) ARNO 

完全 正确 的 :“ 多 元 葵 的 论点 …… 由 从 趋 同 式 的 发 展 ， 一 个 同一 
等 级 的 单位 来 源 於 十 个 或 更 多 的 不 同 分 类 单位 时 》 才 可 以 应 用 
siete > EE BLO Be’ Be 
SAS RIE, FEL, SEER LE 
Tc, Wie” | 

Ay FE RE LO AS a 
HUGE, BLP RM ee, 
SRA EAL BGO SEE, PEZETERMEE TS, STRAT 
PIER, SU RALER, BESET RS 
SEMA AMEE, AIK, “ERE Rik 
7S |, RTT OR, RB 
1 RT A PE TT TS, | 

WL. B. SO ROPE: SPREE 18 RE HE RAY 
REA LFA IAS RG FU BSE, Ti ER eh 
RAGAAT ARIE, SORHME MT BIE Li TLAR 
Bris) PV,” DP 

因此 ， 我 又 想起 了 UW. B. RILSRINRE, thee: “每 种 果树 
品种 的 特性 都 是 在 种 子 的 胚胎 形成 睹 期 ， 以 及 在 从 种 子 中 生长 
出 的 幼苗 的 胚胎 和 后期， 遗传 性 的 传 珀 与 外 界 因 素 影 响 相 结合 的 

1 “BRIE ( 布 ) 营 史 简 明 数 程 ,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 俄 文 版 ，1952 年 ; 中 

文 版 , 138 页 ， 莫 斯 科 外 文书 籍 出 版 局 ，195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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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 
T. 下 李 森 科 院 士 (1948) 也 有 同样 的 主张 ， 他 写 道 :“ 任 

何 一 个 生物 体 都 是 按照 自己 的 本 性 和 自己 的 遗传 性 ， 以 自己 的 
方式 用 外 界 环境 条 件 建造 自己 。? 

如 果 现 在 把 新 遗传 性 和 不 同 条 篆 的 遗传 性 的 起 源 问题 解决 

了 ， 那 未 有 机 界 系统 进化 中 的 任何 趋同 式 的 发 展 都 是 根本 诸 不 

上 的 。 
我 们 再 设法 解决 第 二 个 闫 题 : ARBRE LUA ee 

MMR VIEL? mR, BS (粗俗 ) KOBE, TARR, 

PAV — SE ES I, EEL 

愧 界 是 过 样 进化 的 吗 ? 植物 由 种 到 属 ， 由 属 到 科 等 等 ， 一 直到 

独立 的 四 的 趋 婴 式 的 进化 坎 程 能 合乎 自然 界 中 客观 的 辩 十 法 

IG? SSSA EME, RAM EA EAD EM, BR 

AGREES RIP ECPEN, SERRE, 

ZAVRWKANABATELMEE OR, BE 

元 论 仅 仅 忆 一 个 “ 目 ”， 璧 如 :古典 的 ”孢子 革 球 学 说 所 主张 的 

LRABRET DHE, 

PAS AACE A SEE Be EL BF fr (oO seauenue) 

TE Fy ae eB) 53 1 eA A IEE, SEE 

SNES (iN PORES, REET ORME 

据 了 一 定 的 地 区 。 从 过 个 意义 来 看 性 状 分 歧 是 站 不 存在 的 。 
RAT CGI RRO BR, RATE Pes 

it Pa RE 0 BABA. 
HANBRLA—-RRRAS PM,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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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有 机 体 演化 上 辩证 的 统一 呢 ? SES RAs, 

只 有 一 个 一 不 可 能 。C. 0. 赫赫 洛 夫 (Xoxroa) 在 他 的 工作 

训 引 用 过 个 鞠 点 ， 内 然 赫 赫 洛 夫 (1950) 的 工作 毫 无 疑问 是 有 
页 献 的 ， 但 是 其 中 御 没 有 清除 掉 存 在 着 的 错 织 。 由 亦 他 承认 在 

所 有 分 类 学 各 单位 的 起 源 中 是 有 着 同时 发 生 作用 的 趋 机 及 趋同 

过 程 ， 因 而 他 自然 而 然 的 进一步 承认 单元 演化 和 多 元 演化 是 辩 

廿 的 航 一 。 针对 过 个 秽 点 ， 他 以 “ 乱 性 种 子 植物 ”(“Becioag- 

ceweHHEtit”) 系 矿 发 生 的 研究 篇 基础 ， 而 认 乱 具 无 融合 生殖 的 类 Z 

型 ， 是 不 同 於 和 被子 植物 的 一 个 类 型 ， 东 是 位 於 原始 的 阶段 。 0. 
C. 赫赫 洛 夫 指出 : “单元 花 的 理论 (意思 是 “古典 的 ”一 fF 

者 ), 本 质 上 与 它 的 天 对 论点 一 多 元 论 的 理论 很 近似 …”…。 如 

果 假 设 在 这 福 种 产生 了 未 来 类 型 的 萌芽 状态 的 特征 ， 但 漫 不 具 

有 浊 样 的 分 类 学 上 的 意义 ， 可 以 作 需 分 出 这 个 种 篇 特殊 类 型 的 

基础 ， 牙 上 且 再 假 谢 在 久 后 进化 过 程 中 …… 东 个 特征 ; 才 王 升 到 
类 型 的 特 徽 的 地 位 的 话 ， 那 未 应 该 承认 ， 类 型 的 发 展 ， 在 实质 

ARES SEL,” 
篇 了 更 充分 的 了 解 0. 0. AIREY, FES) RR—Ee th 

的 于 论 :“' 扰 性 御 子 : 闫 型 的 发 生 是 单元 的 (此 时 蔡 赫 洛 夫 指 的 

是 多 系 的 单元 一 一 作者 )， 因 篱 它 乌 同一 历史 上 和 被子 植物 的 天 
TSI, TE GEE?’ WEA BA, AB ERE 

24 YE —-ME, WEARER TS ReT Dy.” 

C. C. PREIS MB BE KEM EST BR 
H. A. AC3E5e (upanos, 1945) 论著 的 影响 。 BRR eK 

SEH STAT FEE RET BBE HER, 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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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M, -- —, eLO ReA 
的 航 二 就 说 明了 生物 类 型 的 发 展 的 全 部 途径 : SR 
只 有 和 从 未 同 的 两 面 来 理解 它 .”， 

C. 6. SIE T MEL WOSHER, 因而 就 影响 了 间 
MWAH, iis ICRI ER EMS, Wee 
RPP EL ERMA ARES Tem, (I 
ARAB fr EE BAU TSE, BESR TERIOR 
Hs, Hig FEY JB — BLE we EIU 
簿 畴 ， 彼 此 没有 联系 的 ， 但 是 古典 的 单 系 单 元 论 的 观点 首先 认 

笼 公 部 系 航 发 生 过 程 ， 由 第 一 个 租 先 开始 ， 是 一 个 完整 的 唯一 
WR AGS HK, THR LE Le 
AUER, RAB MU AMER, RIOR, i Ae 
是 单 系 的 估 主 壮 地 位 ， 过 当然 是 合 认 “ 古 典 ” 理 论 的 观点 。 

在 不 正确 地 流明 他 的 第 二 原则 时 ， 他 大 於 “ 扰 性 征 子 植物 ” 
起 源 的 解释 以 及 把 它们 从 被 子 植物 门 分 出 ， 是 犯 了 同样 的 还 辑 
上 的 错误 。 假 若 赫 幸 洛 夫 此 时 从 本 质 上 正确 地 伊 述 了 整个 柔 航 
SALWAR, IE SRE” (EBRD, a 
 PURSTARIVE, KOE LM BAe 
降温 程 也 能 有 正确 地 理解 。 他 的 漂 法 不 是 多 元 发 生 的 ， 还 可 以 
根据 他 把 所 谓 的 “ 惫 性 种 子 植物 ”类 圣 看 做 是 从 分 类 学 上 导 它 
相等 的 和 过 去 的 某 一 类 被 子 植物 按 独立 的 途径 衍生 而 来 的 。 不 待 
瑶 ， 承 认 着 “无 性 种 子 植物 "实质 上 其 是 一 个 新 植物 类 至， 而 在 
于 一 点 上 可 能 是 很 有 疑问 。 在 过 庄 ， 多 元 表现 在 那 课 呢 ? 假如 
PME RAAT EWR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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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植物 界 中 的 其 他 类 震 ， 于 未 就 不 能 不 鞠 成 赫赫 洛 夫 的 说 法 
了 。 也 就 是 说 ， 按 照 蔡 赫 洛 夫 的 意见 ， 只 要 一 个 植物 类 天 系 和 统 

发 生 温 程 来 自 另 一 更 古老 的 类 型 ， 作 篇 统一 的 辩证 过 程 ， 就 不 
能 说 是 趋同 或 趋 机 (更 正确 的 说 ， 独 立 的 途径 )。 

正如 前 面 已 经 指出 的 ， 在 唐 俗 化 的 理解 中 的 趋同 与 趋 机 ， 
不 可 能 是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概念 ， 更 不 能 认 乱 它们 是 辩证 舟 一 的 
系统 发 育 过 程 。 | 

因此 我 们 和 否认 把 植物 系统 建筑 在 以 单 系 的 单元 发 生 或 多 元 
发 生 的 原则 上 。 

那 未 现在 就 要 间 一 下 : 符合 马克 思 列 家 主 义 辩 囊 法 而 又 是 
具有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观点 的 新 植物 学 系统 应 该 霜 循 什么 样 的 系 丢 
发 生 原则 呢 ? 

关於 被子 植物 方面 的 意见 ， 我 已 经 在 我 -系列 的 花 文 中 发 
表 过 了 。 和 被 子 植物 的 系统 发 生 是 有 着 独立 的 途径 ， 来 源 自 过 去 
系统 发 生 上 最 有 苯 穆 天 傈 的 植物 站， 乃 是 多 系 一 -单元 性 质 的 
BE, 
CHB LIRA DL wee ee, 

它 始 图 在 反对 唯心 主义 “ESL” FUT SE, BERTSCHR HE: 
“我 更 篇 生 物 不 是 个 别 创造 行动 的 千 果 ， 而 是 生活 在 塞 武 纪 的 
最 初 地 层 积聚 很 入 以 前 的 少数 生物 的 直系 后代， 它们 驹 立 在 我 
的 眼前 ”( 查 。 过 硝 文 ，1939， 第 666 A), WARM 
物 起 源 自 一 个 唯一 的 租 先 。 

D LARD, PEAR RL, 融和 坊 系 统 发 生 过 程 ， 是 多 和 柔 一 一 单元 

发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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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D CERAL AK a, eR eC eS CEA 

教 的 成 见 的 头等 中 具 重 大 的 意义 。 

卓越 的 俄国 植物 学 家 条 生物 学 家 A. H. 别 凯 托 夫 (Bexeros, 
1896) 现 需 最 简单 的 生物 ， 合 互 不 相关 的 发 生 在 地 球 上 不 同 的 
地 点 。 别 蜗 托 夫 蕉 道 :“ 没 有 鱼 训 根据 可 以 假定 有 机 体 的 生命 只 

从 地 球 上 某 一 点 开始 。 SSBB, fa A. HW. 奥 巴 林 院士 进 一 

步 发 展 成 篇 严整 乱 缺 的 理论 ; 它 具 有 了 很 重要 的 一 般 生 物 学 上 

的 意义 。 奥 巴林 介 和 经 发表 巡 一 系列 的 花 文 (1936 年 的 等 等 ) 关 

明 地 球 上 生命 起 源 的 问题 ， 他 周密 的 创立 了 由 无 楼 物 发 展 成 篇 

ALi Sit, sa NSA ee TR Bhi, 

按 着 奥 巴 林 的 学 说 ， 生 活 的 有 楼 体 由 无 机 物 形 成 的 过 程 是 

人 经 过 有 楼 蛋 白质， 过 种 蛋白 质 具 有 代谢 作用 的 原始 特 徽 一 一 由 

Ey ARE AA. kEIRHE 〈EKoarepparsr)， 发 展 到 有 生命 的 

无 多 胞 结构 物质 ， 最 后 到 原始 的 单 秋 胞 生物 一 一 蓝 特 营 ， 肖 些 

过 程 是 在 原始 海洋 中 的 不 同 地 点 同时 进行 的 。 在 最 近 的 一 篇 论 

3 4(1951 年 )， 奥 巴林 自己 写 道 :“ 在 党 时 海洋 中 任何 一 地 点 ， 

在 任何 一 个 确 湖 中 ， 也 应 该 会 形成 像 布 特 列 洛 夫 ， 巴 灰 或 其 他 

过 类 实验 申 所 得 到 的 那些 复杂 的 有 楼 物质 。 AE 

道 : 在 地 球 海洋 的 表层 ， 党 物质 发 展 到 一 定 阶 和 展 ， 必 然而 且 是 

有 规律 的 形成 蛋白 质 凝 聚 体 。 其 后 由 凝聚 体 , “产生 了 不 具有 

组 胞 结构 的 原始 生活 物质 ， 可 是 已 带 着 物质 存在 的 新 型 基本 特 

VE,” 最 后 他 窟 道 :“ 在 巨大 的 历史 道路 上 发 生 了 些 最 简单 的 植 

1). 恩格斯 : “ 反 杜 林 论 ”， 国 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 莫 斯 科 ， 列 宁 格 勒 版 

1950 年 第 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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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过 样 奥 巴 林 给 与 了 清晰 的 概念 ， 就 是 说 生物 或 者 生物 本 身 

起 源 的 原始 植物 一 一 蓝 烙 一 -是 按 独 立 的 途径 ， 是 在 地 球 历 

史上 划一 定 阶 和 互 不 相关 的 发 生 的 。 
hn 0. B. 蔓 柏 辛 斯 卡 娅 (JerermmraEcKgaagy, 1950) 研究 了 

由 多 胚 蛋 黄 球 ， 由 施行 创伤 出 的 血 ， 由 受精 的 寻 鱼 卵 ， 由 人 工 
HE BAKE ANTI BS) EMS HOTS A (zzrpoe GecgrieToqaoe 

Bemectso) SIR AMMA RE, MMR 

T BAe Ae 6 OI A, Ti 
的 生活 物质 (zaBag Marepzs) JE we MU ASE RE EET 

ABET, SEAS, TEM A.W. URL RSE 

—, MBG EMWOADRARAREMERRER, RM 

形成 的 最 原始 阶段 是 按 独立 的 途径 进行 的 。 
A. 由. An (Bara, 1947—1952) PE BaD, ena 

ABTA WEE, (WAS LE PRB ER LA aD ee 

ERED, AWE LSE I, ES vA 7, 

PENEACOOSRE DP, NCS MBIA Aa: 动物 界 ， 植 物 界 及 

腐 寄 生生 物 界 — Fa. 

假若 是 和 过 榜 ， 那 未 更 高 级 组 积 的 生物 ， 在 演化 中 可 能 没有 

任何 原则 上 的 区 别 。 区 别 只 在 讼 过 一 点 ， 在 认 系 统 发 生 上 粗 禾 

合 高 的 生物 它们 系 入 发 生 上 的 起 始 根源 是 总 狭窄 。 过 意味 着 所 

AS EW ATEN Ly AGRA IEEE BEI 

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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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认 坊 最 好 以 我 所 用 的 “ 按 独 立 途径 发 展演 个 术语 去 代 

奉 “ 平 行 发 展 ” 的 术 医 。 因 篇 不 同 的 著者 对 “平行 ”理解 成 检 端 

AMER, PR SUR ACRES A] ZR ESL OH. M. 

FLHEYSK (Basusos) Hy lA] VR Bi“ PER” ( “saxon” romoxorugeckux 

pan) ABUE, ALES ee “Tel Ui A 2 Ae Ss RE LE 

iA EAE, aA SE Ki Aig 

Pee FER HH, BRAVE, APE aT 

WBRIB, EMA SER ey REE KN SL, Ban, fete 

7B TR A a J, EAE ES AE HE BY (oxorum),” 过 个 “法 

SW” AAR i OP RBI Ale Zee, aS EE a TE 

AB el A OZ EAA, YEE lal 

lee, 167278 MAAS Ee LSE, ATER BEAN, 

"Ets TREE, BAH, WER A HR” 

WAAR, th FIK KE pea Se LARA BAR, 

: 动物 学 家 A.M. 尼 可 页 思 基 (Haorpcgzit, 1909) 也 赞成 

a bE, WOR CMe RZ ZEAE 〈Iiapaxrrera3)。 他 

53: “MLA A Ae LA RR, RR 

DPTRR, (AARAPAU MR eS 4 B.” SRR 

学 家 A. A. FLAIR (Sanasun, 1928) FEAR EEE 

PRS LAE TT SWE, SEE LET Ae i 23 TELE 

FP, HBT “ALARA”, AAA bie A cae Be i] AME 

铬 夫 的 “规律 ike: “ZEEE L, GEESE 

ACE HK.” WHTER—-A LR: “FAM 

Pl A (FED CPT ET A] PE ie OTE EI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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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 EMA.” AL, PUPAE EE 

普通 的 趋同 概念 。 
我 们 在 生物 化 学 的 文献 中 ， 也 能 找到 我 们 和 从 米 丘 林 观 则 不 

ESOS) “MVR En” BOM, BW. 尼 洛 夫 

(Husos, 1933) 的 论文 就 是 汪 方 面 的 一 个 代表 。 尼 洛 夫 富 道 : 
“在 不 同 的 属 , 甚至 它们 是 标 属 认 不 同 的 科 ， 能 观察 到 在 化 学 肖 

程 的 发 展 中 有 些 平行 现象 。 过 些 现象 特别 是 尽 无 维 洛 夫 所 谓 的 
piginapiiediinmapininnibedes: 

EIS HEE RS Py BUTE HE SE SSS ET BE, 

RASS ARR ie”, SEES 
没有 共同 之 点 。 

_ A. H. SPHERTSHSe (Cenepnow, 1949) 主张 单元 发 生理 论 ， 

但 是 他 未 能 准确 的 认 请 间 明 进化 到 底 是 沿 趋 械 的 途径 发 展 征 是 
按 独 立 的 途径 发 展 。 他 写 道 :“ 当 此 我 休 已 有 了 足够 的 大 量 古 生 

UBS, TARMAC RRA hy, Fe eae we se 
‘AB, EAE ASE, (82 SESE Be 

AE SEH ADA I — ea TEL SE i SS — BE ES 
WAR SSE” 

A. W. 托 页 玛 切 夫 (Tommates, 1951) 发 展 了 一 些 A. F. 

澳 稚 泵 错 夫 的 理论 ， 他 十 分 正确 地 写 道 ， 有 机 体 和 进化 是 按 着 辐 

射 (pamzaraa) 的 方向 ， 也 就 是 说 由 认 快 速 的 分 歧 。“ 在 演化 二 
定 的 阶段 上 ， 和 从 某 些 狭 客 的 点 ， 粗 成 的 类 地 在 尽 后 阶段 上 的 多 
PREC AMP LEGALS ELA,” ERR 
学 院 1951 年 出 版 的 人 类 起 源 的 专 论 (Mororpairr) 中 确立 了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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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R ASE, RALTE A. A. RES IGE (Pormnceutt) 的 

Serr EL PE ET BAR OEE Be Pe 

分 欧洲 大 陆 同 时 演化 而 来 的 。 

因此 和 鹤 子 植 牺 形 成 的 时 期 ， 是 在 平静 的 演化 途径 中 的 科 ， 

在 它 的 发 展 引 的 “渐进 性 的 中 断 ” 7， 是 过 程 中 蕴 命 阶段 。 于 

B. 斯 天 宁 悦 到 :“…… 运动 有 十 种 形式 : 演化 的 形式 与 革命 的 

wx,” 
YRTAERENAZKEGHE, ZETRHERIURS 

KPBS LAA (ABI) 的 形成 的 共同 过 程 。 因 此 很 
WR, REHM RV ERA, SPT RE ER “A ay” 

独子 华 球 学 说 所 主张 的 毛 芒 目 是 被 子 植物 的 唯一 基石 。 也 就 是 

说 ， 和 被 子 植物 合 径 过 速 的 出 现在 地球 上 不 同 的 地 区 发 源 自 当时 

在 地 球 的 植物 区 系 中 有 着 多 系 优 欧 意义 的 相交 最 近 的 植物 门 。 
PERE LYE AER: 被 子 植物 的 形成 乃 是 在 陆地 上 不 同 地 

”一同 星 出 现 了 赵 称 不 同 的 ， 但 存 大 部 在 分 类 学 上 相等 类 至 ， 它 
们 真有 一 般 性 的 和 结构， 来源 其 不 同 的 古物 ， 演 些 植物 迅速 的 成 

BMA ME, Alt, RHHWARKWEHEBE SAB. 

同样 过 些 目 也 嫖 属於 裸子 植物 和 孢子 植物 。 注 种 规律 性 ， 正 揭 
示 着 生物 界 起 源 的 区 一 。 bites 
Yee; (URIUAMRE) 来 看 被 子 植物 起 源 问 题 是 

我 首先 在 “海岸 与 沙漠 地 区 植物 浴 的 相互 联系 ”一 文中 (1947) 
HEH, YE—25 3 AEN Blt BE — Ba ae SCP (1950, 

1) “FSR”, 214, 4, WISH. 
2) “HRKADHR”’, 148, $30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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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a, 19516), RSV VER B. M. 科 优 - 波 良 斯 基 〈Koso- 

Hoaaucxutt, 1950) 的 某 些 肖 未 解决 的 问题 ， 呈 然 科 优 - 波 良 斯 
JES BURSA AL: (1951), ©. C. iF (1950) IEE 
把 系统 发 生 深 程 〈 独 立 的 途径 ) HCE KE, ak 

且 还 相 党 深入 的 分 析 、 解 释 过 系统 发 生 的 情况 。 但 是 像 上 面 我 

所 敏 述 过 的 ， 他 不 正确 的 解释 了 趋同 、 趋 机 、 单 元 、 多 元 系 航 

发 生 的 疗 念 及 它们 的 互相 制约 性 。 现 在 只 能 预先 注意 兹 个 目 。 
这 些 目 详 ， 首 先 有 毛 芒 目 ， 因 篇 对 过 个 目 不 管 是 在 我 国 的 或 在 

外 国 的 大 量 文献 中 已 有 足够 的 证 明 。 但 是 要 指出 ， 毛 臣 目 某 些 
形态 学 上 的 构造 ， 过 去 认 乱 是 系 攻 发 生 最 原始 的 标 蒜 ;特别 是 
花 的 各 部 分 的 螺旋 状 排 烈 ; 花 基 数 不 定 ; 两 性 花 ; AER 

等 点 已 失掉 标 革 原 始 类 型 的 意义 了 。 但 是 荃 中 存在 着 Drimys 
属 或 南洋 杉 型 的 木 庄 部 ， 木 质 部 的 管 胞 有 继 横 交错 排列 的 纹 
孔 ， 单 子 革 植 物 的 类 型 的 解剖 千 构 ， 古 植物 学 上 的 性 毛 ， 再 加 

上 现在 毛 芮 目 中 最 古老 木 本 植物 的 分 佑 区 域 的 特点 (如 木兰 科 ， 
昆 栏 树 科 ),，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特 徽 , 都 能 使 人 信服 的 人 证 实 着 毛 其 目 

可 以 位 在 被 子 植物 系 萄 基石 的 位 置 。 

可 是 毛 芒 目 不 是 唯一 起 源 的 目 ， 人 条 有 一 些 目 也 具有 不 少 古 
老 系 策 发 生 的 标 苇 。 吉 些 目 庄 ， 首 先 可 以 打出 中 央 子 目 。 关 放 

过 个 目 ,我 已 不 止 一 坎 的 从 各 方面 的 观点 霜 实 过 (1937,，1946a， 
19466, 1947, 1950), I FARE BR: 

(1) 古老 的 植物 类 才 存 在 多 形成 层 性 (romrrgaw6xaxrpHocrz)， 

如 苏 鲍 茧 ( 征 子 蕨 )， 苏 铁 ， 倪 苏 目 植物 ， 单 子 药 植 物 中 的 一 些 

种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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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AS IB [譬如 禁 於 周 在 胚 亚 科 (Cyclolobeae ) 
或 螺旋 胚 亚 科 (Spirolobeae) 中 的 ] 有 三 出 花 频繁 的 部 分 重演 。 

(3) 它们 受 粉 的 浊 程 ， 由 风 媒 授粉 到 动物 授粉 ， 大 部 分 是 

是 媒 授粉 ,进一步 联系 着 进步 的 生物 形体 发 生 (BrowopWioreres)。 

同时 ， 
(4) 存在 革 些 在 花 的 形成 上 倪 芯 目 植物 类 型 所 表现 的 畸形 

现象 。 
(5) 中 央 子 目 中 很 多 科 在 全部 世界 大 陆 上 ， 和 从 沿海 地 区 接 

过 到 沙漠 地 带 等 等 。 

HEBERT, RT A uty AR B. B. 波 波 夫 (IIo- 

nos, 1952) 所 发 表 的 。 在 他 所 发 表 的 论文 吉 ， 指 出 蔡 科 是 厌 助 

REAGAN SEES ERE. 
BEML HPS, ME, KES 

RAPT iB, BASE WO HL ET A D 
ARAB TEASER, SP REAL RUEB. 

Ae. FLT RSE, RABIES. HA (Cheadle, 
Yupra, 1937, 19482, 19430) At AE LH eR, 
Seiad eee RE TEs BABE LB 
i, Zhi BARRE Ta, WKAR AP 
cH 1 ti SR FE BB SS A EB 0) ER. OB. OM. 科 
He-0e RET A 2. HORT BSL. (1947) 也 完全 正确 
WAR TST, U0. M. 茹 科 夫 斯 基 (Myxonewntt, 1949) 
在 他 所 著 的 教科 书 上， 探 用 A. A. 格林 斯 鞋 依 姆 (Tpoccreihr) 
的 系 舟 篇 基础 的 同上 时， 加 入 进去 了 新 的 因素 ， 正 确 的 说 明和 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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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 EANSBRR, JOR TENE BE, 
ASA, PAPEL A SE RB), Shee 

A: (Hutchinson, 1948) @LBICP MIA, BRR ARE “LE” 

PLS IE GMMR, SRTIRUTETS IED RBI (1946) 所 

PADUA, bbe ACME, AA 

fH DS 1h Ay ee Ee Be OA A S&B 
(Cactales), =%3£H (Tricoccae), URRBERA (Amen- 

tiflorae) 中 的 各 目 ; HVE ER RIEREIN, AL 
一 些 其 他 问题 。 ae 

FRI HU SLAY FT ABE SBR A _L — BBD JE WE fy — Be 
A, CAKRRAACBANM LOMA), ASEM 

只 供 我 们 说 明 自然 界 中 系统 发 生 按 独立 的 途径 前 淮 的 :接着 以 
LATE TRE RO ERE, SLI AT 

ae | 
A Lee OMA Le, SUL BIPME 

AWARE, PERG TE DE eB BP ED 
起 源 问 题 ， 很 清楚 的 只 能 得 出 唯一 结论 ， 过 咎 车 论 就 是 多 和 柔 的 

单元 发 生 ， 可 是 花 的 出 现 显然 不 是 慢 然 的 事实 ， 也 不 是 在 地 球 
上 的 划一 点 在 过 去 有 一 次 由 认 不 可 考察 的 原因 而 出 现 的 ， 花 的 

出 现 乃 是 规律 性 的 事实 ， 是 它 发 展 中 的 必然 性 及 它 形 成 过 程 中 

不 可 抗拒 性 的 表现 ， 因 篱 在 地 球 上 被 子 植物 祖先 的 分 俯 区 域 范 

EDP, DPPH TER CREA LIT BURN 
(iG LEP ARTA RA, RT eH, BE 

WARES ALAR, 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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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孢子 植物 和 裸子 植物 的 。 
FMM)” FFE ER BETS LL ECE OA 
AOA, ZT RE URE BS HS OH 
和 杯 系 演 替 的 不 可 抗拒 性 ; 因 篱 过 种 更 蔡 的 产生 是 在 地 球 上 广 关 

的 葡 转 内， 新 的 和 显著 不 同 的 一 场 休 件 的 发 生 时 期 ， 孢 子 革 球 
学 说 差不多 都 是 建筑 在 形态 伙 化 的 偶然 性 上 的 。 但 是 按 着 因 格 
斯 的 指示 : “失去 必然 联系 力 的 地 方 都 是 没有 科学 的 .2 

女 所 周知 ， 偶 然 性 仅 是 必然 性 的 一 种 表现 。 因 此 和 被子 植 物 

花 的 发 生 乃 是 过 种 发 展 过 程 中 必然 性 和 不 可 抗拒 性 的 新 的 建 
横 。 花 的 发 生 是 由 划一 些 裸子 植物 在 新 环境 条件 影响 下 快速 形 
成 的 ， 花 的 形成 是 由 於 各 种 方法 ， 也 由 堆 和 与 种 境 相 联系 的 一 般 
遗 博 性 上 的 各 种 偶然 性 。 

可 网 最 早出 现 的 花 可 能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辕 构 , PA PE, 
也 可 能 是 雨 性 花 ， 花 的 各 部 分 数目 不 定 ， 可 能 是 螺旋 状 排列 ， 
也 可 能 是 输 状 排列 ， 可 能 在 简单 的 屯 上 并 着 ， 也 可 能 在 分 枝 的 
昔 上 发 生 ， 也 可 能 发 生 自 蔓 华 从 态 的 昔 ， 甚 至 发 生 自 花序 。 重 
要 的 仅 在 於 它们 一 定 具 人 备 同 一 生理 机能 ， 这 种 生 理 机 能 是 在 地 
史上 革 地 质 时 代 时 植物 相应 发 展 的 必然 性 所 激 起 的 。 

我 不 想 提 及 也 不 想 解 答 那 一 门 植物 是 出 现 迄 子 植物 坊 前 的 
SASM, HIPAA METH Bs 
ARTS A LF PERE R, (BAREIS, IERRRAEA 
HAL MERE (19510) 上 所 发 表 的 ， 可 能 是 倪 芯 目 (Giietac6ae)。 
我 所 说 的 可 能 的 目 ， 应 该 是 位 在 秆 子 植物 系统 淮 化 系 竿 树 基 础 

1) ®. iT: “APSR”,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 1948 Fe, 第 1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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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A, ARES Reis R——BREARRM “TA” 的 

Fl, SSE FP Bee SE A BI eB A, 

从 形态 学 的 观点 把 花 作乱 一 个 新 的 器 官 ， 也 要 加 以 讨论 和 解 

ee | 

RUPERT, SOK RAE eS OR 

Fs ELA HE? PAS, PE “HL” FO 

F-3E RB R A ILE ERS, SRS ROR IRIEIR SE (mceB- 

MaHTOBa8 THIOre3a)“， 都 不 能 说 明 花 的 出 现 是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必 

然 性 及 规律 性 结合 起 来 所 引起 的 建树 。 

-我 们 还 应 再 从 另 一 方面 葵 述 一 下 “古典 的 ”孢子 药 球 学 议 

与 马克 思 列 宣 主 义 辩 证 法 原理 相抵 触 的 地 方 。 

首先 应 该 着 重 的 指出 , “古典 的 ”理论 未 指出 环境 与 有 机 体 

之 问 应 有 的 关 傈 ， 它 只 是 偶然 的 提出 ， 兹 未 涉及 到 外 界 条 件 与 

植物 得 傅 性 网 项 的 纺 合 ， 有 了 时 甚至 把 一 切 系统 发 生 只 描述 成 某 

些 “ 形 态 ” 上 的 演化 。 正 像 ©. 思 格 斯 所 说 的 :“ 现 代 自 然 科学 
承认 获得 性 的 遗传 ……>”D， 换 句 话说 ， 在 恩格斯 过 个 短 短 的 语 

名 吉 ， 已 形成 了 所 说 的 有 机体 与 环境 间 有 不 可 分 割 关 傈 的 思 

想 。 
“古典 的 ”理论 是 以 形态 学 的 投机 式 想像 坊 基 础 ， 主 要 将 花 

HOME SU A ARB (GARB) (Bennettitales) 的 孢子 革 球 

ALLE, RAAT RB, Re 

关 “ 假 花 假 说 (ceBraHToBa TEIore3a)， 希 腊 文 原意 uceszoc fi ““qR’’ Boe 

思 ，aHT0C 是 “ 花 ” 的 意思 ， 还 一 假 褒 是 章 特 斯 坦 (Wettstein) 所 提出 

的 。 一 一 绊 者 十 。 

1) ©. 恩格斯 :“ 自 然 将 吉 法 ”， 国 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48 年 ， 第 213 BH,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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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RL EBSA Tw Sn, SAIC 
PASE Ve FRR ERE, 他 写 道 : “现在 我 们 关乎 确切 的 
知道 了 生存 在 自然 界 中 的 生物 ， 在 对 於 它们 有 长 期 作用 的 环境 
”条件 的 影响 下 ， 可 能 向 过 个 或 另 一 个 一 定 方向 爸 暴 ”可 见 他 
指出 了 有 楼 体 和 与 环境 问 应 有 的 关 傈 ， 花 且 膛 认 篇 在 人 释 屋 开始 的 

PRBS HP Seb SEAM TE 

B. YH. ABA EZE (Bepnancenit, 1928) 2 8K35 EE HR FS 

7A He SS AS AA: “Be ES SE RE Bd BS 

印记 篇 生物 层 (Buochepa) 和 环境 的 对 立 ， 是 一 种 很 奇怪 的 概 

念 。 从 演 个 岗 点 出 发 ， 那 未 演化 和 调节 演 化 坦 与 有 机 体 有 联系 
的 原 旭 的 调 洽 ， 兹 非 外 表现 象 符合 论 偶 然 性 的 概念 ， 就 成 篇 不 

是 肯定 的 了 。 

” 俊 出 的 俄国 生物 学 家 A. H. SPHERTSHA (Cesepnos, 1922) 

BwBeA WERE PAPMEREARERM EA, fh @ 58: 

“Fe PAY ESL, SRE FEA REP TEST eR E _L BS RQ 

唯一 根源 ， 乃 是 周围 千 化 的 环境 .” 在 他 的 最 近 葵 文中 (1949) 
AEM RABAT ASHE AK YT IEE IRS, TEMES 

Wa? tA Jai Se, (RSH: “FERS 

Ep mevViient BANA MSs LBS, BY HRA 

BAH MMAR; MEH, ARRON ARI 

eee RMN ARE TRA), FE 

PSHE ARES yaw.” AEB LS: “次 定 进 化 
方 问 的 因 了 于 ， 首 先是 在 改 伙 的 外 界 人 条 件 作 用 下 的 生物 体 本 身 器 

官 的 机 能 及 构造 的 改 释 、 其 次 是 外 界 环 境 的 释 动 ， 第 三 是 环境 



94 ERS Fal BS Py EI? TY 

Ce Ay PE BR ai J BE AE EER” TS, eS 
CBRE, Bye He Ae Ee Ae 
H24% (apomopipos ) , 

PE LABAPL MERC EE , SAVAGE SE Fe THR) Ay A SR EE AA 
FRAT BY Yy 9 REBEL, , SAE SR OR i Bt 
密切 相关 联 着 。 

T. 1. SRA ae BS 
很 天 的 注意 。 我 只 想 引用 他 论文 (1948) 中 的 一 段 摘录 : “年 活 
EE USE ASST A I A. BSE eA 
a.” 3 

a C. ©. BBS IE (Xoxsos, 1950) fe /H— MNS 
PROWL, GE, RK TREN oe EA 
TERME, WEA (ER BRAM 

‘ eecineaeT) 在 所 有 情 殉 下 。 或 者 革 征 情 殉 下， 明生 存在 天 
一 球 表面 上 任何 地 区 中 艳 天 多 数 植 牺 个 体 发 生 作用 的 因子 列 天 在 

 “ 广 途 性 (aaaoraittt) 因子 内 。“ 洛 种 特 签 通常 将 是 人 类 章 王 最 天 
埋 位 一 一 门 和 和 网 一 一 的 特 币 。” 所 请 区 域 性 (pervonaxsunit) 因 

子 ， 逢 认 乱 不 是 到 处 都 发 生 作用 的 ， 而 在 较 寅 的 地 区 中 发 生 作 

i, AL Bh. 属 的 形成 ， 就 是 区 域 性 因子 影响 的 千 果 。 更 让 的 

”分 类 单 位 与 环境 的 局 部 性 (mofarpatit) 因子 有 关 傈 。A. OD. 塔 

| PEAT (Taxrapman, 1951) 也 转 属 到 和 狂 维 笨 错 夫 的 立场 ;他 

对 外 界 因子 的 影 嘲 也 有 相同 的 酒 法 。 

我 从 1947 年 以 来 ， 在 我 的 论文 中 ， 发 展 了 过 个 概念 。 在 

最 近 人 发表 的 文章 (19516) 圳 ， 我 全 主张 过 :“ 伍 是 分 类 学 上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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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MR w EH EAI TI, Re BE 

ak, See BE.” AMAA RB HE 

用 的 概念 ， 包 括 着 生物 界 发 展 中 的 不 可 抗拒 性 及 强迫 的 成 分 ， 

PSE MEALS DD RARE, TT BLA, 
T. J. RRB RTL OE BERS Be LEIA A 

BODE ASE AEWA RIESE, — ie SIRE ADR 

境 密切 相关 联 着 。B. A. BLUME: (Kemep, 1948) 认 乱 李 森 “ 

科 的 阶段 发 育 理论 可 以 说 具体 的 并 明了 植物 界 进 化 的 历程， 让 

且 侠 明了 他 所 和 进行 的 短命 植物 的 试验 。 下 M. 特 坎 申 〈Tpormmm， 

1951) 说 道 :“ 有 机 体 的 阶段 发 育 理论 是 有 一 般 生 物 学 的 意义 ”。 
所 有 于 述 这 些 规律 性 伍 地 带 性 现象 (3oHauIPKHOCTP SRBIeHH 诈 ) 

的 一 般 规律 密切 相关 联 ， 地 带 性 现象 被 俄国 的 俊 出 学 者 B. B. 

MAL We (Josyaaes) 在 他 的 土壤 带 学 悦 (1899) HP KE— 3 He 
展 了 。 在 非 生物 界 与 生活 物质 发 展 中 都 出 现 过 种 规律 性 。 

多 唐 查 也 夫 的 法 则 揭示 着 在 自然 界 演化 中 ， 地 带 性 的 本 团 

乃 是 建筑 在 马克 思 列 宣 主 义 经 典 著作 中 的 共同 法 则 上 面 的 。 多 

库 查 也 天 前 法 则 ， 重 点 的 荐 实 着 生物 界 在 环境 休 件 中 由 简单 千 OO 
构 完成 到 更 复杂 和 结构 的 自我 发 展 的 事实 ， 过 秆 发 展 是 受 着 环境 
人 条件 的 影响 ， 而 环境 人 条件 的 情况 是 在 各 地 实时 代 内 灼 续 爸 化 。 
过 两 侦 法 则 对 我 们 认 戴 自然 现象 有 极其 互 大 的 意义 。 换 句 话 
说 ， 遭 两 个 法 则 给 与 我 们 一 把 锡 是 得 以 正确 的 去 理解 系统 芍 生 
是 个 多 系 的 单元 发 生 过 程 。 极 库 查 也 夫 的 法 则 最 根本 的 思想 表 
BAPE LISA Ht Be ELE TENURE EAS, BRIS 
AEM SOE (morgxpozaocrp) WAS EWA PE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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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个 法 划 可 称 之 需 “ 超 地 带 的 ”(aamsoamaxrpatit)， 它 表现 出 一 般 
i), ORGANI hy, 过 个 方向 存在 认 地 面 上 植物 
区 系 中 在 演化 的 某 一 阶段 估 优 势 的 分 类 单位 内 的 一 切 有 机 体 。 
过 个 法 则 和 地 球形 成 巡 程 中 影响 地 球 的 字 宙 因素 有 联系 ， 也 和 
地 赤 形 成 过 程 有 联系 ， 过 逢 过 程 是 篇 来 源 於 地 球 深 虚 的 内 部 现 
象 所 制 网 。 过 种 现象 引起 地 球 表面 的 不 断 组 化， 同时 也 引 超 了 
气候 的 改 爸 。 

在 陆地 上 出 现 被 子 植物 乃 是 所 指出 的 规律 的 一 征 表 现 。 丢 
子 植物 的 发 展 是 在 整个 陆地 上 在 宇宙 因素 影响 下 同一 时 期 发 生 
的 ， 在 中 生 代 可 能 性 的 带 状 地 区 上， 起源 讼 最 相近 的 租 先 植物 
门 ， 过 些 植物 论 吉 个 时 代 以 前 在 植物 区 系 中 估 有 多 系 优 劳 地 
位 。 

(古典 的 ”孢子 华 球 学 属 的 广泛 宣传 ， 致 使 某 些 祖国 学 者 何 
天 才 的 思想 受到 了 不 良 影 响 。 其 中 显著 的 例子 ， 就 是 像 出 的 俄 
国 植物 学 者 M. 琵 ， 郭 林 金 (Tommagam, 1927) 所 著 的 精彩 的 书 
中 已 涉及 到 我 们 所 讨论 的 问题 。 郭 林 人 金 提出 了 非常 珍贵 的 见 
解 ， 我 现在 从 他 的 论著 中 搞 凶 出 一 些 关 认 被子 植物 起 源 及 系 入 
发 生 问 题 中 最 重要 的 论点 。 
“接着 我 的 主张 …… 在 所 有 地 球 上 植被 (是 指 秆 子 植物 ， 

-一 作者 ) 大 的 演 蔡 中 ， 外 界 因子 亦 印 整 个 地 球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 一 一 作者 ) 的 一 般 因 子 起 着 头等 作用 。 企 图 把 过 些 演 赫 
归结 成 个 别 地 方 的 现象 ， 甚 至 说 是 植物 界 自然 的 演 替 …"… 是 多 
不 住 任何 批 刊 的 ,”“ 我 们 未 必 可 以 认 乱 筷子 植物 之 所 以 能 估 优 
芝 ， 仅 由 帮 一 种 繁殖 器 官 的 形态 上 的 特性 即 可 ,甚至 序 或 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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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 AES, AL ETE CRAB ER 
生理 上 的 特性 .”“ 花 , 固然 是 被 子 植物 所 具备 的 一 个 重要 特性 ， 
但 是 如 果 我 们 局 限 於 探讨 花 的 问题 ， 我 们 就 很 将 理解 被 子 植物 
因 和 才 什 证 能 狗 册 盛 。.……… 所 有 企图 只 用 某 些 兹 的 特点 去 解释 被 

子 植物 的 发 生 及 特殊 的 分 仿 ， 都 是 首先 在 植物 学 上 就 缺乏 足 角 
的 根据 。 

B. WU. 塔 力也 夫 (Tamaea, 1915) 也 抱 定 了 差不多 同样 的 信 
仰 ， 他 窟 道 :“ 以 形式 的 形态 学 路 稼 去 解释 遗传 性 的 现象 ， 引 
章 出 很 多 有 联系 的 事实 .……… 中 然 过 些 事实 本 身 意 义 渤 没有 关 明 
woes ， 久 它 〈 是 指 形态 学 方面 的 一 一 作者 ) ANTE 
题 ， 接 我 们 的 见解 ， 过 是 走 上 了 焉 路 .”B. A. BLBDHE (Kerrep， 
1948) 全 不 止 一 次 发 表 与 此 相同 的 意见 ， 他 半 和 被子 植物 进化 的 
概念 是 和 我 们 的 淖 法 近似 。“ 到 目前 乱 止 ， 解 释 植 物 进 化 的 问 
题 ， 主 要 漫 是 先 形 式 的 形态 学 上 的 方法 。 现 在 必须 揭发 进化 肖 
程 趾 的 生理 基础 .”- ELON Si, 

M. 豆 ， 郭 宁 金 提 到 法 国 古 植物 学 家 光 朗 (Jopaa) 的 看 法 ， 
EMRE “RENTER, ORAL, AA 
HED.” SKATER EH TT 
AAS IEE, NE BR SAT BE LER a 
RSA, “BATH RER, Aer AE, 
HLA AER SARL RE 〈(IogKpEITOceMSHHOcTE ) ,” 

被 子 植物 突然 的 北 且 广 活 的 出 现在 地 球 表面 上 ， 同 时 又 局 
于 具有 了 各 杰 性 的 千 构 ， 按 郭 林 金 的 看 法 ， 可 以 按 两 个 推测 去 
解释 :“ 或 者 被 子 植物 发 生 时 至 少 有 十 个 ， 确 切 一 点 脱 ， 有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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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 WRAL APES TCA, Fo AR 

ELMER E EEO.” “EMS BIERE 

IAA EBBURASE OE, ABest 

MBE, AAR, MISTER AR, Be 
oR TC RAS BAS.” MARS IEE 

有 解决 了 关 认 被 子 植物 起 源 的 系统 发 生 温 程 特 性 的 问题 ， 他 党 

时 也 没 想 到 党 类 植物 能 有 按 多 系 单 元 发 生 的 可 能 ， 他 也 没有 认 

识 到 被 子 植物 系 航 发 生 的 方法 是 以 自己 独特 的 万 态 ， 迅 速 出 现 

FEWER LIER, 

FSSA, FAP AR ARR al ae 5 RE 

HH. W. Migki@ feck (Kysnenon) 对 系统 发 生 的 工作 , 他 
的 工作 完全 没 考 龟 从 外 面 传 和 我国 的 “古典 的 "孢子 革 球 学 届 内 

容 。 岩 兹 涅 佐 夫 的 植物 系 航 是 多 元 的 ， 但 是 其 中 包含 着 很 多 合 
理 的 见解 ， 不 论 从 事实 方面 或 者 是 从 思想 方面 ， 比 起 单 系 单 元 

系统 ， 都 有 它 本 质 上 的 优越 性 。 但 库 花 涅 佐 夫 的 错 纸 ， 有 的 地 

方 和 郭 林 金 一 样 ， 当 时 他 们 没有 讨论 到 问题 的 本 质 。 我 想 引 促 

一 下 库 兹 洗 佐 夫 在 他 论文 中 的 有 名 的 言论 ， 说 有 明 他 夺 认 基本 的 

植物 发 生 的 信念; 在 现在 看 都 还 是 其 实 的 。 他 说 :“ 所 有 地 球 上 
按压 史 顺 序 中 演化 着 的 、 发 展 着 的 东西 车 肌 砍 明 压 网 的 背景 ; 

去 附 合 那 完全 是 形式 上 的 、 呈 然 更 篇 明显 且 在 实际 中 适用 的 形 

态 学 上 的 方法 一 一 过 就 是 有 意 的 开眼 不 看 那 每 日 每 降 到 处 在 我 
个 面前 完成 的 遏 程 ， 于 眼 不 看 那 在 我 们 地 球 上 生物 或 非 生物 的 

进化 。” 正 如 所 周知 ， 库 茹 洗 佐 夫 是 反对 “古典 的 ”孢子 药 球 学 

说 创始 人 加 利 锁 (Taxzmap) 的 主要 大 物 。 



BEAL EAA ARS BLT I EAE 99 

RTARTA eB EBT ETL: WLS 

HE SY PL SAE SVE lL FRESE ME ER A i A Oy FH EE ASS 
FARBER, MWS “PUR ORAT HY 9 

ERUBAMARE MESA A, Se SEER RL 

WEAK.” OPERA, CREAR, 
PE TH RUBE EEO HABE Be, HEME) ESE EE A Ty 

YE (umaremmorpormsm ) yee PE LEE) ASF Ae, BAB SDE 

EL, BPH 79 EE PCE”, FRA, BPH 

RC, EE pa Ee SRR, 天 空 清明 , 雪 量 少 。 
按照 郭 林 爹 的 意见 ， 汪 是 适应 自然 界 的 革命 ,“ 泛 个 草 命 引起 
了 中 生 植 物 类 型 ， 主 要 如 菜 乌 等 类 型 的 衰退 ， 与 被 子 植物 的 内 

Wi +00 SEAS HE AL FEE” 
PERRIS, SOPRA SS BE ty A 

FAR HWE OB. . 维尔 秽 德 斯 基 (Bepmagceutt) 工作 的 

影响 ， 因 和 需 锥 氏 关 於 生物 层 〈BrocWep) 出 色 的 著作 (1926) 上 比 
郭 林 爹 的 葡文 发 表 的 早 一 年 。 在 维 氏 上 述 的 著作 中 主张 着 日 光 

WA. Kee —YESt}— FER (xuopoctep) 形成 的 作用 

+, APBKNRH, HER Be: “REN AG, 不 仅 是 

REDO LCM a CAR, TE TRUM TA RY 
FEMBTESK +--+ SEALE 19 Fy BET AE r+ EE ET 
GB) ICH Fy HSB NAS: ++ -SE AE Fy BEB AL is 9 BEE 

(wewquocrs),” EAS kA sly AL 9 3C He, ME 
PEI ARRAS HEWITT, BRGY Ay ab oe RE A AS, 
35 ALE IH ME, SA A 



100 BRIA HB SL EH Fx a a ta 

FA EA, Ar HERR (ommmpamus) .” FAT MEM ITIE RB 
4S SS EAE WOE EA OS TE SS, 
TOA SRA, SRC ORR 
AVERT, TAR “HEPES ISAB (saepraa) 的 形 
st—_ {GR AE”, i BLE —-FHAMADE wee 
WR”, BOR, BAe, “PEt LB IER ST 
的 过 程 ， 可 以 获得 关於 生物 层 是 地 球 的 以 及 宇宙 的 机 构 的 一 种 
初步 一 “不 太 淮 确 不 太 深 入 的 一 一 的 概念 。 日 光合 根本 的 改造 
和 改 释 过 地 球 的 外 瑶 ， 浸 透 和 保护 生物 层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 生 

ts 2 CARNES 它 是 由 行星 机 构 组 成 的 ， 它 转 构 成 各 
年 新 型 的 地 球 上 的 自由 能 ， 同 时 汪 秆 能 又 根本 的 改 释 了 我 们 地 
SRO ESE Be sé” 3 

PEATE SEAM A — Pw BRE By RB —— Spe 
EE Pye —— FELIPE, BLS AA RH EE 
生 特 性 问题 有 着 决定 性 意义 ， 对 关 明 包含 被 子 植物 在 内 的 各 大 
植物 门 系 和 级 的 爸 化 的 不 同 原因 的 问题 上 也 有 着 决定 性 意义 。 吉 
雨 位 租 国 科学 家 的 先进 思想 表现 在 他 们 反光 形式 形态 秽 点 ， 反 
光 不 考虑 宇宙 因素 。 汪 些 因素 於 所 有 的 时 期 都 在 容 间 发 生 作 
J, “EMG RR EMA SER, 
但 是 正 像 B. B. FHS BR (Besoycos, 1951) 公正 的 指出 

那样 ， 如 果 我 们 不 郑 及 到 在 地 质 时 代 中 地 球 表面 释 脖 的 过 程 ， 
SLE ARAM NRE 也 不 考虑 到 所 受 宇宙 
原 素 的 影响 的 话 ; 那 示 我们 就 要 犯错 了 。 如 果 地 质 学 、 地 球 物 
理学 、 地 球 化 学 及 字 宙 发 生 学 (Rocmoronua) 的 学 者 联合 起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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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PAL Ev SUF SR GCE AES ET GR A SS 
加 以 研究 就 可 能 引 遵 到 良好 的 结果 。A. 互 . 马 查 洛 维 奇 (Masir- 
poaag, 19387) 不 止 一 次 的 弦 调 过 : 地 球 上 历史 气候 的 释 化 是 与 
HOSEA BISA, ab Ah ETS RAH), SEHR 
EPEAT OME, TI SAU De HNL SE LET A EE 
生活 型 更 替 的 结果 。 对 过 一 点 ， 我 们 来 补充 说 ， 植 物 界 的 生活 

中 大 的 阶段 ， 只 有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才 能 获得 更 正确 和 更 统一 的 

解决。 
按 着 B. B. 别 洛 屋 索 夫 的 意见 ， 地 球 表 面 永 束 是 不 停 的 在 

波状 有 运动 中 ， 同 时 汪 征 运动 可 以 波及 到 地 球 上 面 的 任何 部 分 

一 一 由 数 平方 从 里 到 整个 大 陆 。 地 向 贷 妊 (reocaamaazamaaxrp) 与 
地 形成 的 交替 是 地 球 表 面 形成 的 主要 过 程 。 过 种 有 运动 每 年 有 

HBB KSC, Hah, BCMA, RRS TERA 
说 史 深 处 是 存在 着 一 定 的 规律 性 : 所 有 海洋 的 表面 大 量 的 增加 

是 靠 阵 地 的 缩小 。 需 了 解决 我 们 的 问题 ， 那 些 决 定 着 植物 界 及 
动物 界 显 著 的 更 替 的 地 史上 大 能 围 的 时 代 是 有 本 质 上 重要 的 意 
2%, 依照 别 洛 屋 索 夫 等 人 的 见解 ， 我 们 得 知 地 竺 时 代 信 有 三 个 
HSS WOE ES : 加 里 东 造 山 时 期 (加 里 东 运 动 )， 海 西宁 造山 
HI) (Tepmraczait) 及 阿尔 卑 斯 造山 时 期 。“ 平 均 每 个 时 期 持续 
了 15,000 亩 年 左右 ”。 依 照 别 洛 屋 索 夫 的 见解 ， 加 里 东 时 期 是 

风寒 武 杞 到 泥 盆 纪 初 期 ， 和 过 个 阶段 的 特性 表现 在 寒 武 纪 下 沉 的 

BE, Ci RIC OMELET. WS, Ze 
SE AY EEC ek OES WO HE A, AC Te 
HOBART, VTE eh, FOeE mAh 



102 BRS PE SY BT Ta ta 

SERS, Ta tse a FE HL, ERE 

ER Seta HL, AAT PR AER), BEA, HBR HAR) 

(Sphenopsida) {HSL ( BES, PR te FE da ae 

KRRWBE, FSS MAB HA ree tk BE AE FE mK, 

RAB. MR ATARIAAS HR, MB aA eR. 

ol ARES BA IBS (B. B. 别 洛 屋 索 

Fz, 1951), FAS AEB CTE RDERTE ie REE LARA ESR A H- 

M. 斯 特 拉 霍 夫 〈CTrpaxoa, 1948) 也 支持 上 述 见 解 。 可 是 A. M. 

马 查 洛 维 奇 (Masapoasag, 1937, 1938, 1952) 全 断定 阿尔 插 斯 造 

出 运动 只 是 从 新 生 代 才 开始 ， 惟 此 说 舍 缺 乏 使 人 信服 的 是 够 改 

据 。 本 阶段 的 最 大 特点 是 出 现 了 被 子 植 物 汞 迅速 地 估 满 全 地 

面 。 别 兵 有 还 指出 一 些 阿 尔 插 斯 时 期 与 其 他 两 个 古老 了 时 期 不 同 的 

特点 5 斯 特 拉 霍 夫 合 苦 笛 过 滤 到 阿 泵 卑 斯 时 期 的 地 坑 形 成 过 程 
与 其 余 雨 个 地 球 上 地 坨 形成 时 期 比较 时 它 表 现 了 突然 性 ， 像 他 
SOMME: “ 奥 加 里 东 时 期 及 海 西 宣 时 期 相 比较 时 ， 阿尔 插 斯 
BIB Oy Hs FES WB ET RIE,” “UL A PH 
KIER SPRL. PME EMER, BABA! 

A PEFE, BE SRI FS SOTHO wry HP BS A a EG 
A. ES AEE RE TS, eA eh 
BI, ARN, BIBER OR” 

WY BP EA SAE AGA TAP, ALE 

HWA BASE, PTH BS (PT AT TI) 09 
FW, 它 的 意义 , 或 者 更 清楚 的 说 新 地 如 生物 层 的 影响 的 特性 ， 
膛 根本 不 够 详细 的 朋 睦 。 但 是 它 与 某 些 自然 落后 出 现 的 被子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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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 iS IS Ae FEL FR VAS EASA AT EI 
MEAD AN LIT SED RAKED, BSS RE 
HO-AT BR, SNRSE 5] ke T TAT HT SER 9 A BS A 
SULA ae LEBEN AS, ARRAN GR te x SET 
BS, MMR TEAK, SAR BAT Ae, ae 
WAPE TERE, SAE TR EO BS 
FEARS. Anil META MS IIE OIE Ae HE DPE HOE 
38, SS ACEP RZ, ABE TBE 
UE, EMRE FTE EL, Bice 
RTM ELMAR, TASER AE TT RR DE AEA 
和 被 子 植物 。 

花 在 形态 学 上 主要 构造 的 释 化 ， 对 认 和 被 子 植物 的 发 生 以 及 
在 人 双 地 面 出 现 的 过 程 ， 汞 不 起 次 定性 的 作用 ， 如 同 郭 林 金 正确 
指出 那样 ， 著 是 认 篱 二 些 构造 作 篇 位 在 至 宇宙 簿 围 外 孤立 的 形 

By DALE TS BRE, Ie ELE 
也 可 以 拖 转 向 任何 方面 。 过 种 现象 是 和 宇宙 现象 有 联系 ， 过 些 
宇宙 现象 是 由 地 吉 内 外 的 新 环境 所 创造 出 来 的 。 浊 是 个 运动 的 
力量 ， 汪 种 力量 引 前 着 生活 物质 和 外 图 影 叶 在 一 般 协 调 的 联系 

下 得 大 新 进化 阶段 一 一 有 机 体 自 下 等 到 高 等 ， 被 子 植物 在 植物 
FH PR, HREM, SM, Coa, 
HST RESP AER SET 
FAVRE TARA OTE I, SPLAT TERARRE RITE ee 

FHS SSE A A EES TT a 7 
FIER BR HOME, PORES, POA REREAD 



104 BS ee Ee a eT 

门 是 多 系 音 元 发 生 的 。 

| 若是 过 楼 的 疾 ， 则 在 地 千里 代 中 同时 在 地 球 上 未 同 机 十 、 

区 ， 发 生 数 个 或 者 多 数 被 子 植物 演化 途径 。 中 然 芝 些 植 牺 在 它 

的 构造 的 基本 面 狐 上 具有 一 定 的 共同 性 ， 但 是 没有 疑问 ; TH 

当时 各 地 的 气候 薄 不 完全 一 致 ， 植 物 也 就 迅速 的 有 了 区 别 ， 产 

生出 本 身 部 分 的 特 徽 。 如 所 周知 ， 中 生 代 全 存在 着 速 带 性 9 其 

有 雪 带 常 雨林 及 旱 生 植被 。 旱 生 植 秆 重 延 伸 到 相当 天 的 面积 
在 乾燥 的 环境 人 条件 下 ， 它 们 的 演化 全 现 在 存在 的 植物 界 蕉 午 不 

断 的 联系 着 (伊里 因 ;,1947)。 在 每 个 地 带 中 生物 形 臣 发 生 , 可 能 

互 不 相干 的 进行 到 某 种 程度 。 但 是 在 温带 和 热带 常 雨林 之 间 的 

地 域 上 ， 类 型 的 形成 (Wopwoo0pasopamre) 和 生物 合成 (6aocaa= 

res) 表 现 出 特别 明显 的 境界 。( 伊 里 因 ，19500) 

因而 ， 卓 越 的 俄国 土壤 学 家 杜 库 查 也 夫 所 主张 的 有 关 地 带 
性 的 学 说 ， 特 别 是 “ 超 地 带 ” 的 规律 更 具有 大 自然 中 的 一 般 规 律 

的 意义 。 杜 产 查 也 夫 (1899) 财 温 个 思想 给 予 最 简要 的 如 法 :“ 士 
让 地 带 同时 也 是 自然 一 一 压 吏 的 地 带 ， 与 气候 、 土 壤 、 动 物 及 植 

物 有 机 全 显然 有 极 密切 的 有 机 联系 "”。 地 带 性 和 陛 们 固有 的 规 

(ERE, SRE “GL” WISER RMT AHWR 我 

RHEE (1947), EAE T 2S ER A, 雪 

带 雨 林 和 沙漠 上 的 某 些 特 有 科 ， 显然 是 原始 的 ， 警 如 获 科 、 介 

NEB. BEES. 

$a, FY APE i, “te sey Fa SRI AEN, 

Ske) ABR AH ROR, We LICR CREE 

THRE, BAU AE AIK KAR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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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G RE EAE i “A FR SRT REAL. 

Fo | 

BAG why FTES RAA LAO NBR, 

Sea EHEC RRO A ERIE, PUM ARB RESS EE SOR 

PED BA LARA RE, BAP A Be Bh Ee En ot AE 

REVRRE MERI? Beatin I) RUE 2 EE, BPA IRIE SR 16 4 a, 

那 未 浅 也 仅仅 寄生 性 才 有 。 退 化 妃 是 在 形态 学 上 和 生物 学 上 一 

种 训 退 性 质 的 发 展 ， 只 对 寄生 性 有 利 ， 在 整个 生物 界 浊 化 路 途 

中 兹 不 起 积极 作用 ,而 且 退 化 的 过 程 消 失 志 快 。 思 格 斯 会 指明: 

“…… 寡 生生 活 的 通 应， 永 速 是 退化 的 )。 但 是 “古典 的 孢子 

华 球 学 襄 葛 在 寄生 现象 生 围 外 的 具体 事实 上 ， 谣 是 存在 着 肖 种 

人 发展 的 路 稼 。 而 且 还 广泛 的 表现 在 该 学 说 的 系 航 上 。 特 别 是 和 

种 独 法 ， 在 英国 系 和 级 发 生 学 家 赫 经 生 (1924, 1926) 初期 的 方 

PR, FER AG, IRA (Apetalac) He ite 

特殊 的 单位 内 ， 加 以 小 标题 ， 由 它 衍 生出 所 请 的 一 些 发 育 上 退 

化 的 目 。 警 如 昔 目 (Chenopodiales)、 大 载 目 (Euphorbiales)、 

胡椒 目 (Piperales)、 木 麻黄 目 (Casuarinales)、 塞 子 木 目 (Jeit- 

neriales), 434) (Salicales), #4¢H (Myricales), \l)#EARE 

(Proteales) 等 都 属於 此 类 7， 而 泛 些 目 在 我 个 的 偿 出 的 植物 学 家 

FUR ORAS HN. 库 玖 包 佐 夫 的 系统 中 ， 则 证 篇 是 系 舟 发 

生 上 最 原始 的 目 。 

在 苏联 的 植物 学 家 和 系 航 发 生 学 家 中 ， 也 能 见 到 一 些 认 篇 

“Ey BLA)” FSS ER it LIEGE A 

更 LaF: “ARIE,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 1948 4p, 251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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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掉 寄 生 现 象 久 外 , 任何 生物 的 演化 发 展 , 在 任何 情况 下 ， 

都 不 可 以 算 做 发 育 上 的 退化 类 型 ， 因 篇 发 育 标 恋 着 生物 学 上 的 

进步 ， 过 种 进步 不 仅 篇 个别 的 不 可 分 荐 的 生物 所 具有 ， 而 且 也 

篇 所 有 居住 在 革 一 定 地 区 内 的 植物 区 系 (propa) 及 动物 区 涿 

(bayHa) PILAR, Blea AI EEA Be A RRS 

(HAZ. BRE, TAI RRMAMANAD, HELE BA 

向 下 所 实现 的 ， 继 是 进步 的 ， 通 应 的 演化 的 本 和 质 就 在 於 竹 误 ; 

一 般 学 者 之 所 以 做 出 钳 误 结论 ， 是 因 篇 他们 的 研究 方法 只 局 限 

於 形 龙 学 方面 ， 着 眼 点 是 以 形态 学 篇 基础 。 他 们 有 运用 了 棚 积 形 

龙 学 的 简单 化 ， 让 且 大 多 数 只 注意 有 楼 体 在 新 环境 中 或 者 物 贤 

代谢 中 、 甚 至 有 楼 体 整 个 生命 循环 中 所 必需 的 某 些 个 别 器 官 ， 

潭 腹 离 了 具体 的 环境 条件。 演 种 方法 是 形而上学 的 ， 泡 将 别 遵 

向 唯 必 主义 的 观念 。 我 们 应 芒 从 演化 上 ， 如 上 所 述 ， 清 除 退 化 

Dee (Merenepanus) 的 概念 。 在 一 定 的 形态 结构 需 休 上， 以 

改造 或 者 简化 的 概念 去 代替 它 。 但 是 寄生 现象 则 是 一 个 例外 。 

A、 互 ， 谢 维 泵 错 夫 就 抱 着 完全 不 同 的 见解 ， 他 续 届 退 化 只 

是 形 态 学 方面 的 ， 而 在 生物 学 上 ， 任 何 发 育 都 是 生物 的 复 化 ; 

请 看 一 下 他 原来 的 言论 :“ 多 和 引 胞 生物 的 进步 的 系统 发生 的 证 

化 ， 藉 动 於 器 官 发 育 的 进步 与 退步 去 完 抱 ， 同 时 逮 种 己 及 另 一 

FAV SER, 都 是 使 和 组 积 结构 更 能 潍 一 步 通 应 新 的 生存 人 条件。 谢 

稚 锁 错 夫 的 思想 是 正确 的 ， 但 其 中 尚 需 要 插入 上 述 我 的 意见 加 

以 改正 。 5 mR: 

在 结束 过 个 问题 之 前 ， 我 认 篇 还 必须 提起 注意 的 是 在 新 钉 

Wy WL, .上 述 昂 解 ， 应 得 到 应 有 的 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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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EEC PR VBE PRE SAE TG A RE BAL EAR 

MASON, BmARARAM A, REAL BK, 

草本 植物 是 退化 的 一 枝 ， 或 者 说 在 系统 发 生 上 是 平行 的 、 特 殊 

的 熏 木 本 植物 互 不 相关 的 。 我 们 察 决 否认 过 个 原则， 和 还 是 形式 

主义 将 ， 把 草本 植物 的 次 生性 看 成 是 郁 对 的 ， 示 是 古 嵌 学 说 中 

的 概念 ， 是 建筑 在 所 谓 “ 休 章 ”(Eor) 及 “ 特 徽 的 进化 系 之 十 的 

《伊里 因 ，1946，1951a，195lr)。 也 可 以 谣 排 列 在 “人 条 章 ” 上 按 

着 原始 程度 的 渤 有 另 一 系列 的 特 徽 〈 革 对 生性 ， 互 生性 ， 花 革 

螺旋 状 排 烈 和 输 状 排 烈 ， 旱 生 千 构 和 药 肉 等 等 )。 毛 芮 目 是 认 

篇 古老 的 目 ， 由 毛 其 目 所 引出 的 “人 条 章 ”及 性 状 表 在 过 种 天 傈 

上 必需 作息 信人 条 。 考 已 辩证 唯物 主义 原理 篇 基础 的 新 植物 系 入 

上 ， 泛 种 信人 条 是 不 可 能 有 它 的 地 位 。 形 式 的 比 赦 形 态 学 方法 只 

可 应 用 在 上 壕 压 史上 比较 法 的 考虑 中 。 

EAR TRA CEE, ARE 

AGREE KRREABRRA-EWRR (acnexr), MARK 

ORAL PHI ABER, Sr Senay i], (BSS YE A) APH 

有 具体 环境 条件 发 展 中 所 “必需 的 ”。 因 而 草本 也 好 ， 木 本 也 好 ， 

都 不 能 单独 的 作 篇 被 子 植 物 发 生 时 的 原始 类 型 。 认 乱 两 个 类 型 

MEAS BART, ARIE, AMER 

指出 , 在 和 被子 植物 之 中 ， 到 和 白 至 纪 以 前 就 有 了 睡 遵 科 的 代表 ， 

(iA SAO, 就 有 了 法 三 毯 属 植物 〈 柯 立 斯 道夫 和 维 奇 Kpzmro- 

cposug, T941a)， 和 从 古生代 起 ， 就 有 了 古 植 物 属 (Agavites) ( 柯 

卫 斯 道 夫 维 奇 ，19416)。 甚 至 单子 革 植 物 淮 化 过 程 已 向 前 和 进 ， 

如 殉 薄 族 〈Stipeae)。 不 容 有 任何 疑 间 ， 在 更 低 等 的 植物 中 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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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MTCRE, ECE TE A BL EC ETE 
ARIA AR, (EEG FH RB BEE SR, Ee Ae HE eR ( Archi- 
chlamideae ) 分 出 ， 而 单子 华 植物 ， 赫 经 生 双 认 篇 是 由 草本 到 

AA, A AMIE SE EME, ASRS RBI 

顺序 是 : 木 本 一 一 缠绕 植物 一 一 灌木 一 一 多 年 生 草 本 一 一 一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谈 到 有 某 些 学 者 认 乱 穆 勤 - 黑 克 页 (Miller-Hae- 

ckel) 关 认 草 本 攻 木 质 化 的 规律 是 不 正确 的 。 因 和 需 在 个 体 发 生 
中 花 不 表现 过 一 点 ， 木 本 是 后 来 形成 的 ， 十 分 自然 的 在 老 董 的 
基部 ， 木 里 化 的 过 程 是 通常 会 发 生 的 。 特 别 是 党 乾燥 气候 休 

” 件 ， 很 早 以 前 ，C. 工 GFEGREI: (manos, 1938) 就 告诉 我 们 了 。 
如 所 周知 ， 有 (在 沙漠 地 区 及 定 沙 漠 地 区 ) 一 年 生 植物 完全 本 

质 化 成 需 一 年 生 木 本 植物 的 事实 〈 如 蔡 科 的 演 蔡 的 一 种 Atri 
oles amblystegia 和 具 莲 的 一 种 Suaeda eltonica S), BeeEHE 

区 从 古生代 邹 已 出 现 。 演 些 乾燥 地 区 党 然 逐渐 被 灌木 、 后 灌木 
及 草本 植物 所 充满 ， 其 中 一 部 地 区 形成 稀 树 乾 草 原 琴 落 (ea- 
Bata)。 要 注意 ， 乾 燥 地 区 植物 区 系 是 不 断 在 发 展 ， 可 是 因 短 
古老 的 乾燥 地 区 的 外 犁 ， 本 质 上 未 改 爸 ， 因 而 在 被 子 植物 的 低 

级 种 类 中 ， 应 该 有 草本 植物 。 回 想起 来 , We BB, 
认 篱 草本 的 被 子 植物 发 生 在 木 本 植物 以 前 ， 最 初 的 发 育 奥 豆 旱 
的 环境 条件 有 关联 。A. B. 亚 路 莫 林 克 (Hpworemro，1941) 赞 

成 “古典 的 "学 退 ， 引 用 古 植物 学 的 材料 篇 基础 ， 企 图 证 实 草本 
植物 的 年 青 性 ， 主 张 草本 植物 起 自 第 四 匈 的 上 新 世 的 后期， 不 
过 过 位 学 者 御 也 主张 过 个 问题 不 是 契 对 的 ， 他 自己 也 未 伪装 短 
Iai 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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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B REC NE—— RE LA, AREER S 
Crp TCHS A (Maxaman, 1948), Pewee (Monon, 
1941), Sh F (Xoxaos, 1950) 等 人 ]; 不 仅 学 者 们 所 保护 的 
不 可 侵犯 的 美 天 系 和 级 一 一 发 育 是 由 木 本 到 草本 一 一 就 是 所 有 新 
发 明 的 系 散 都 是 不 合乎 客观 的 自然 辩证 法 的 。 

党 制定 植物 的 新 系 苑 上 时， 我 们 不 能 不 注意 到 ， 只 有 抱 着 辩 
种 法 的 态度 去 看 问题 ， 才 能 正确 的 解决 秆 子 植物 起 源 的 慰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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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子 植 物 的 种 的 形成 过 程 

mee ae 

(CHB “HEB HESS” 1955 年 第 2 期 ) 

“C22 BAGH, SHASRGRBEMER. 科学 的 各 学 

科 都 必需 有 年 的 概念 作 雳 基础 : GEARPAS, UREA, BB 

#, G8, £29, CHSZZAS TACHA, BOER I” 

CAHN: GR AR”, LIER RRA, 19524, $174) 

明确 种 的 形成 过 程 , AMBALA EY , TH AS 

社会 主义 国民 罗 济 的 实践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种 的 形成 过 程 与 一 般 
系 入 发育 过 程 在 原则 上 是 没有 任何 区 别 的, 而 且 也 不 可 能 有 区 

别 。 种 的 形成 过 程 就 是 系 Z 发 育 的 个 别 情形 , “Efe PAF RAE 

基 分 类 学 最 低 航 的 基本 单位 范围 内 。 它 的 特征 就 是 与 一 定 箔 只 

的 特征 相关 的 符 征 , Fess SSE, HAIR EM REPRE, 我 们 可 以 最 

完全 地 探求 到 灵 迪 性 和 得 传 性 性 质 不 同 的 有 机 体 之 形成 与 逐渐 

消失 等 槛 订 过 程 , 过 些 槛 末 允 程 在 现在 的 自然 界 台 也 发 生 於 其 

发 展 的 各 个 不 同 阶段 上 。 过 种 情况 强人 迫 我 们 特别 恋 戎 地 去 研究 

科学 在 这 颌 域 中 所 果 积 的 许 许多 多 的 事实 , 以 及 最 正厅 的 去 解 

Fea SM Pe, 因 乱 种 和 种 内 驳 轩 性 的 范 路 在 农业 问题 的 解决 上 ， 

在 植物 的 矢 源 管理 (pacrzrexrpEoro cupreseszenua ) AY GARI,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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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 种 问题 上 都 具有 很 大 的 重要 性 。 

首先 我 们 应 该 提出 一 个 问题 来 研究 : 是 否 一 个 属 的 所 有 的 

种 都 是 由 一 个 单一 的 租 先 起 源 的 , 或 者 它们 起 源 基 若干 租 先 , 也 

就 是 说 是 由 一 个 种 或 者 是 由 车 于 种 起 源 的 , BS 
否 符 合 基 一 个 个 别 种 起 源 基 一 个 或 者 从 个 个 体 的 观念 

对 从 第 一 个 问题 的 答 履 有 二 个 可 能 的 解答 : 一 个 属 的 各 种 

可 能 起 源 亦 二 个 或 伙 个 租 先 种 , 但 是 也 可 能 起 源 其 一 个 种 。 

我 们 不 必 求 助 谎 古 植物 学 的 论据 , 它们 在 过 一 方面 漫 不 能 

A E42 (adh, BUM DAB KLE (Scorzonera-tau-saghyz ) 

—— FF A Bs A Se fy Bo — PEAS DIRE. 过 个 种 的 个 别 

个 体 在 种 的 形态 学 烙 构 上 具有 不 题 著 的 小 狼 殿 , 3a BE EE A In] 

形成 一 系列 的 性 状 。 正 在 形成 中 的 小 的 种 (天 山 雅 葱 Scorzonera 

tau-saghyz, MEYER S. Vavilovii, AERFER S. Margaritae, IK 

FER, S. Longipes 及 其 他 ) FERRE CKaparay) yy see Resin 

kay FA RA ~Csamemaiomuik apeax), SPER 

A BATA BARE HIB S. khirghisorum, Xk NEA 

S. uzbekistanica, JE RFE S. Rindak) Seis EEEHY 4) Re, 但 

在 帕 米 尔 -阿尔 区 〈IIaxzrpo-Azraxa) "Piel FER fh eee 

是 密切 互相 联 壹 的 ; 过 些小 的 种 也 可 以 看 作 一 个 种 , 也 可 以 看 

作 闪 个 种 〈 库 利 天 亚 索 夫 Kyzprracop, 1958 年 ; 奥 夫 钦 尼 科 夫 

Il. H. Osuuunxos, 1951 年 )。 Dl. H. 奥 夫 钦 尼 科 夫 将 所 有 过 

些 种 分 别 含 一 个 亚 属 Rindak, KLAN IAG ZB CScorzonera) 

之 其 他 各 种 在 系 攻 发 育 方面 相距 束 。 Rindak AA KS— 个 属 ， 

但 是 过 一 点 在 原则 上 芷 不 重要 。 汪 可 以 涯 出 其 他 的 例证 , 过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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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父 是 不 在 少数 。 在 过 吉 重 要 的 是 要 确定 初期 阶段 的 系统 发 育 
之 事实 , 即 一 个 种 在 形成 属 的 过 程 中 转 帮 信 并 个 种 之 事实 , 而 不 
问 它们 将 得 到 的 是 独立 族 的 名 称 或 是 种 内 族 的 名 称 。 然 而 , 过 

“个 事实 与 研究 上 述 的 种 内 的 各 类 别 , 或 者 将 它们 作 仿 新 形成 属 
一 现在 Rindak 亚 属 一 -的 独立 的 、 新 费 的 、 相 互 交 替 的 种 
THAI, 以 及 研究 它们 含 腰 隆 或 其 他 有 丛 特 性 , ELSE 
沟 济 都 是 很 重要 的 。 因 仿 每 一 族 或 每 一 种 都 具 人 备 它 自己 的 . 叭 
它 所 独 有 的 有 和 俭 物 质 的 有 效 性 。 

至 从 一 个 属 所 有 各 种 起 源太 同一 属 的 殉 个 种 一 一 过 炎 个 种 
现在 当然 是 不 存在 的 一 一 我 认 坊 过 一 点 不 需要 父 据 , Ata 
一 方面 的 事实 是 很 多 的 。 璧 如 英 苓 草 属 (Juzrinea) 的 若 于 种 一 一 
FAA (Jurinea chaetocarpa), BASE CJ. multiloba),, 

. PARE RAT ECT . suiduensis), Hp ZEAELCT. adenocarpa), Fai 

ReAZE CJ. Krascheninnikovit) 等 一 一 是 属 基 一 个 类 别 东 都 生长 

” 蕉 中 亚 帮 亚 什 营 漠 和 北部 幕 漠 的 平原 上 , 而 且 在 地 理学 上 与 生 
HEALER, 在 另 一 方面 , EEA RRND A A 
利 亚 西 部 平原 上 的 同一 个 属 的 若 于 种 如 小 蓝 色 英 芬 草 (元 cya- 
noides) 小 依 氏 英 芬 章 (J. Eversmannii) , 22 if Fy AeA RC J. char- 

wcoviensis) 、 石 生 英 芬 章 CJ. granitica), PERAK CJ. salici— 

olia), ELIRZE AH (I. Paczoskiana) Ht BRASH CJ. Lara), A 

RRM CI. albicaulis) &, HBBRB— RAO, 它 
们 也 具有 自己 的 特殊 的 相互 交规 的 分 人 区 与 特殊 的 生态 学 ; 让 
能 怀疑 过 两 个 类 别 全 各 有 一 个 共同 的 租 先 (每 一 类 别 一 个 祖 
先 )。 但 是 任何 分 类 学 家 一 一 烙 使 过 个 分 类 学 家 属於 所 谓 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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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的 “分 散 家 (xpodzrermr) "一 一 也 只 能 将 所 有 过 些 种 归 一 
个 属 。 i , 

必须 指出 , 3S BU ——_ HEEB (Chae- 

tocarpae) PN —7E EMM 4) Hid ERE LAS RE SE 
可 是 , Wn SCP ERE BIAE SS PBS i BPS EE 

— BPA, BER IBR(Derderiae) MMKFAB, 譬如 多 多 列 
ASE (J. derderioides), + BA Ff EMEA A EL CJ. transhyrca— 

nica) KEL BI EDG REAE IES. karabugasica) FF RRAS BE CJ. 

eximia) 等 等 , PBEM DLA BA he We ESS LEE AES IB LS 
(VEE BI) % ARG SBA AE He SBR, See OP 
Sila EBEASE A BBE 8 ZEEE (Cy anvides ) HiFi) SLI EAE HE (Cha— 

etocarpae) IE BA Hi KAY RAED TG ANTE Be 38 DEI 
如 此 , (AN MAARBARS  AS “FR” BST ERAS 

PEL bs E35 Ce ESE ED BB PEAS Td 

7 Bp) ERP I ee hk Re SR” 

SU ARBRE AE te SS PSH A LE 

的 阶梯 , 换 而 言 之 , CESS Ts AE CL: 

“根据 我 们 的 理论 , 在 同一 个 属 的 诸 种 之 间 , 同一 科 的 诸 属 之 间 ，. 
(VSR Se Se RE DE.” GE a, 

193946, 第 162 页 ) MSR Sn, SPY Ay SSB oy AE Fe 

i} CE Pe ACB Rie By Fe} ——2 J 3 0, 

PSE EE ALTER RIE TT LM DUAR, 
BER TEI BUY 5 DO 8 Fe FEE _ 9 — 1 #8, 

FECA LEAS FABRE, 可 以 观察 到 种 之 间 在 其 形态 学 上 与 化 



Be FiO TERT ee 5 
on 

学 上 的 “过 滤 "”, WBE Ce] A SEPT ATE BE Fe, 

Ze Im He BS: “ARLENE A LA 2 TG, 

FES AL FRE ARR BY, "(1957 年 , 第 41 页 ) 因此 , 在 

过 种 情形 庄 我 们 又 只 该 同意 巡 泵 文 的 话 , ASA HL AE 

的 种 。 但 是 同意 过 话 时 , 我 们 确 必 须 预 先 声明 , 沟 种 也 可 能 仅仅 

是 溜 在 的 孕 青 中 的 种 , ELT HEAR, SEE A 
个体 之 间 的 首要 的 质 上 的 区 别 , 过 上 类 的 个 体 是 在 两 个 相 接 近 的 、 

相互 交替 的 种 或 族 之 问 的“ 过滤” 地带 中 表现 性 状 煤 合 的 不 稳定 
人 性。 上 上述 的 “过 小 ?类 型 在 族 的 一 定 的 进化 阶段 上 被 消减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所 谓 构 种 不 但 是 种 内 沟 种 ( 呈 然 其 他 沟 种 也 就 不 可 能 

”存在 ), 而 且 和 也 是 地 理 族 或 者 具有 过 滤 形态 这 类 型 地 带 的 相互 交 

替 的 种 〈1957 年 , 第 40 页 ) 。 李 森 科 的 话 是 完全 正确 的 〈1951 
年 ), 他 断言 :“ 在 种 之 问 所 以 不 存在 过 滤 的 沟 种 , 不 是 因 篇 它们 
(SEE) PEEP PE, 而 是 因 坊 在 自然 界 详 未 便 形成 

过 而 现在 也 不 形成 过 样 的 过 滤 的 释 种 。? 接 着 他 又 写 道 :“ 松 种 

就 是 一 定 种 生存 的 形态 , UE AE SE 这 个 种 婉 化 坑 另 一 个 种 的 be 

BB. "GRO B) 

—— RABESUERS . ord. FLERE AR, 或 者 更 正确 的 说 地 理 

学 的 植物 族 一 一 它们 是 特别 显明 的 表现 着 种 在 外 界 环 声 影响 下 

发 展 的 一 定 的 阶段 一 一 在 分 售 区 的 毛 稍 上 有 允 滤 的 形态 学 糙 

构 , PBC LUGS, SEAS DEE EE ee SSC 

DEAR FRI EA, PLAS Te AS RA RR FTE 

的 , 而 是 一 些 个 体 , 这 些 个 体 在 一 定 的 性 状 的 综合 上 永 束 属於 相 

互 交替 的 种 之 一 。 我 们 承认 外 界 环 卉 的 影 澳 , 因此 , 在 自然 界 圳 ， 



6 BRS ORE RST ed a a 

Fee PAE EL, BR YP ETE) to Se (PD 
BF — A HBER ERIE PETRIE PS AR BE ) —— Pee ATE 

这样 的 在 形态 与其 他 性 状 烷 合 上 形成 到 小 类 型 , 这 是 很 自然 的 。 

在 比较 不 常见 的 情形 下 , 过 样 形成 过 滤 隆 质 的 人 性状 可 能 在 相距 
较 速 之 种 相 搂 解 的 地 区 训 , ha ER EIR RTT HEA, 
4 SE ELS,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杂交 站 不 是 进化 的 因素 , 炮 便 在 特殊 条 
件 下 过 个 过 程 在 个 别 情形 下 也 可 能 引 尊 到 种 甚至 亦 属 的 形成 。 

譬如 , DPM BER BEIB (Malvalthaea) 就 是 如 此 , 过 
个 属 在 南 高 加 索 之 东部 及 土 尔 克明 尼 亚 之 西部 很 广泛 地 分 入 
RBA EDLY, 其 条 本 种 在 一 方面 是 : BUSSE ma BBE 
(Malva armeniaca)( 南 高 加 索 ) 和 M. lejocarpa + AFH VEE), 
在 另 一 方面 是 : 粗毛 蜀 鞭 ( Althaea hirsuta) (HE INR, LATHE 
明 尼 亚 )。 锅 次 状 罚 壮 属 (Mazualtzaea) 不 是 以 个 别 个 体 而 发 现 
的 , 它 相当 普 逼 地 分 佑 在 上 述 的 广 关 的 地 区 训 。 蜀 葵 属 (2zo- 
ex) 过 个 原始 种 训 超 过 厅 种 属 的 分 念 区 , A A 
地 中 海区 域 , 在 那 训 它 与 其 他 和 锅 葡 属 (Mzzua) 之 上 述 两 个 种 
很 相近 的 种 在 一 起 生长 着 。 过 是 一 个 自然 焉 条 杂 交 的 例子 。 

DUM ARES HIRE, 常常 在 山陵 区 的 罕 狭 而 有 限 的 地 区 吉 
生长 着 同一 个 属 的 初 内 起 的 种 , 过 些 种 , Te He EE Le AE 
的 , 它们 之 间 具 有 相当 显著 的 形态 学 的 差别 , 在 过 种 区 域 衷 的 物 
理 地 理 人 条件 也 有 相当 显著 的 更 换 。 最 近 的 山 猿 形成 的 区 化 将 
祖先 种 衍 佛 分 列 成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独立 的 相近 的 种 。 在 匈 牙 
FAYE (Kysunnit, Cousinia), FEALEL IB (Jurinea) BEB CAl- 

zzuea) 及 许多 其 他 属 中 , BME DRE WIT. I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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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它们 是 种 的 生存 的 形态 , 又 是 种 在 其 进一步 发 展 坊 质 上 
。 新 种 的 阶梯 , 当然, 过 种 阶梯 是 洲 在 的 , 因 篇 不 是 每 一 个 种 内 沟 

”种 都 有 机 会 放 成 种 。 合 平 膛 辑 的 推理 的 话 , 过 一 点 就 显而易见 
了 , 花 使 从 李 森 科 在 其 “遗传 性 及 其 寿 姻 性 " 一 女 (1948 年 ) 中 

所 发 挥 的 观 和 上 出 发 , 也 是 如 此 。 

但 是 , 在 讨论 环 填 对 及 种 的 形成 过 程 之 一 般 影 响 问 题 以 前 ， 
还 必须 谈 到 种 内 沈 种 的 某 些 特征。 巡 泵 全 指出 〈1959 4p): 
“ASS BB, TELAT: BEE BD) WIRE, 我 们 便 
Fy DUBE SES EERE TEER EL” (168 
页 ) RB: CABRERA WEA ED WERE ETE 

”成 最 多 数 的 长 种 , TT BAR ++ FS ry BE HIT AB "(513 AE 

WISCH 18 EEE AMA hh BCE Tee RTE: 即 种 依据 其 分 

Hi AAAS ZZ ERA Fo E, PUMA ER AI a 

榜 的 见解 , thik A KS at i PAY) SER 

但 是 他 不 同意 上 面 第 二 个 引文 中 的 最 后 一 段 。 过 样 的 种 , IR 

它 在 比较 不 狼 的 环境 下 所 具有 的 可 塑性 ,很 有 可 能 长 久生 存 , TE 

且 更 有 可 能 在 环境 条 件 的 一 定 芍 更 下 分 出 一 个 甚至 於 洒 个 药 

fa ( 所 谓 狗 种 不 是 以 个 体 的 意义 , 而 是 以 类 别 的 意义 来 说 的 ) ， 

发 展 它 个 篇 相近 的 或 新 骨 的 种 , Thi BEAR SHE is ARK BET AK 

FEF A CASCADA, PEP ARE “Pe Bd Sh ERB TEP 

fy SLIM, (EL AES As a I 9 TE BL,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与 那些 具有 过 小 "性 状 的 个 体 相 比较 具有 完 公 不 同 的 

PEMA, 那些 个 中 即 在 丽 个 相互 交替 之 种 或 地 理 族 的 分 佑 区 的 相 

BG ity (moxoca saxoxqenua) 的 个 由。 恩格斯 也 没 否 认 



8 BADER Aaa ie 

FE BLS PB LY Ae: SS FESS BS WY A EAE 

去 , WS A I YE, ES 8 A, I CS 

定 的 个 体 旭 死亡 , 最 谷 和 不 完善 的 中 间 类 型 一 起 消减 , HS a 

情形 无 需 有 任何 马尔 茧 斯 主 义 之 参与 就 可 能 发 生 落 且 事实 上 也 
TERE. ”!) (第 248 页 ) 

在 某 一 个 种 的 分 售 区 之 一 部 分 庄 , 环境 条 件 发 生 一 定 的 改 
sn, i LIS MCA AS, ER ES. 
族 , REALTY EMSS. Bin, 过 一 点 可 以 很 好 的 用 车 
het (Trifolium Lupinaster S. L.) 的 例证 来 说 明 。 对 伙 过 种 车 

iy 8 FE Be EE) BER, BEI 1915, 1916 和 1955 年 代 在 其 分 人 区 的 

“最 有 趣 的 部 分 一 一 -乌拉 泵 山 的 南部 一 一 条 自 进 行 有 关 的 观察。 

在 过 庄 不 可 能 叙述 过 些 观 罕 的 至 部 得 料 , 过 需要 专 女 来 报 半 。 
在 现代 的 阶段 上 过 个 种 的 个 体 在 其 分 售 区 的 净 糙 上 一 在 西部 
和 东部 的 过 粽 上 一 一 已 经 形成 了 新 奥 的 种 。 在 波兰 .在 德国 东 

部 和 在 故 联 欧洲 部 分 的 西部 , 我 们 可 以 观察 到 狭 某 车 轴 草 〈 了 
Romanicum)(T. Lupinaster subsp. angustifolium), ‘EB KRO-E 

By ARRAY FD PR LEAR EAE. WAH CE. I. 

BoOpos) (1945 年 ) fit T Fee HE EY 5 A ——_ A 
APE Me (T. pacificum), 它 与 种 的 基本 分 做 区 相 接壤 。 在 至 

部 其 条 地 区 衷 自 饥 拉 泵 山 和 伏尔加 河流 域 到 沿海 稳 训 , FE 
利 亚 南 部 实质 上 分 做 的 是 车 辆 草 〈T, zupinaster) 。 在 至 部 分 做 
KEE, 在 普通 竹 花 类 型 之 间 到 处分 散 着 淡 黄 色 的 类 型 一 BE 

车 轴 草 Cf. albiflora Lab.), SSH AVA HELIER, 可 是 在 饥 

4) BRT: “自然 辩 嫂 法 ” ， 莓 肝 国 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59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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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宋 山南 部 以 及 部 分 的 在 饲 拉 泵 山中 部 与 伏尔加 河流 域 , 过 个 
类 型 明显 地 转 磷 仍 特 丈 的 地 理 族 , 有 时 它 踊 然 相 接壤 但 具有 截 
然 划 分 的 一 般 界限 ( 东 岛 拉 耕 草原 地 带 ), A 
地 带 ( 柬 岛 拉 泵 森林 区 的 上 基 京 斯 克 Bepxne-Kurnucenit 便 )。 
过 个 族 一 -按照 斯 普 雷 京 ( 瑟 . WL. Camparma) (1936 年 ) 可 以 将 
ERE AR EE Ia YS eS CT. sob iil ciswolgense ) 

4h, ae 
如 此 , 对 种 内 狼 种 在 自然 界 的 进化 之 观察 使 我 们 可 能 认 篇 

过 些 攀 种 不 但 是 种 生存 的 形态 , 而且 也 是 在 种 形成 过 程 中 的 障 
梯 , 可 能 断言 在 过 种 情形 说 不 但 有 量 构 的 累积 , 而 且 也 发 生 新 里 
的 产生 。 

FERIA, 我 们 可 以 找到 过 种 过 程 的 许多 的 例 种 , 过 些 
俩 证 在 塔 里 耶 夫 (B. UW. Tammres) 落 作 (1951 年 ) 详 关 说 的 特别 
明显 。 Dis : 

“但 是 我 不 能 同意 伊 万 诗 夫 ( 匡 . J. Wsanos) BRE (1952 
年 ) 的 对 “种 间 ” 与 种 内 多 种 性 质 的 解释 。 过 位 作者 写 道 :“ 按 过 
泵 女 主 义 的 看 法 , 种 内 和 与 AN BEL RR, 它们 在 种 的 
REE PLR ee es a.” (A 821 页 ) 我 
AREA HERO LEA OR, SSSA LR 
A. MBAS PETE Be AY SE PE EAS 

夫 的 见解 可 能 是 正确 的 。 种 六 的 个 体 与 种 间 的 "一 一 更 正确 的 

说 "过 滤 的 "一 一 个 体 是 不 能 相互 转 狼 的 。 



10 天 蕉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诗 花 

ABBE, 形成 种 的 过 程 本 身 究 黄 是 如 何 进 行 的 一 一 是 起 源 余 

一 个 租 先 , 一 个 个 体 , 或 者 是 起 源 基 若干 家 上 先 , 若干 个 体 呢 > 党 

然 , SRL R—-KARRA PET, 因 坊 种 的 形成 是 柔和 统 

发 育 的 个 别 情形 , 它 同样 地 决定 基 环 卉 的 改 光 ,而 在 一 定 地 区 吉 
永 速 发生 过 种 改 故 。 达 页 女 谈 及 生物 起 源 时 ,也 有 过 同 柑 的 胡 

示 。 关 基 物 种 起 源 的 各 章 训 (1959 年 ), 他 在 许多 地 方 〈《 例 如 第 
161, 197, 553, 355, 365, 366 等 页 ) BH 了 过 种 看 法 。 大 家 知 

道 , 恩格斯 认 坊 过 泵 女 的 过 种 看 法 对 蕉 反对 神 创 葵 具有 很 重大 一 

的 意 闵 , 他 很 重 入 过 种 看 法 。 因 此 我 认 篇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1937 

年 ) 的 下 列 悦 法 是 不 恰当 的 :“ 在 自然 界 训 两 个 完 人 至 相同 的 类 

型 是 不 存在 的 , 因此 , 在 每 一 竹 相 训 等 的 生物 内 含有 一 个 最 完善 

的 , Sasi MET EE PE Ay, SSA oe BE SESE A 

者 , RBA AMT. "CHS 64 页 ) hippest Baa “AR” 

AE LIE AS TE SLES AE FEES EAE RY GS, 

MES -BEN FSS YA. 

ME Lk — WEIMER S, OBI Be 

EEF T i 1 ie SL EF ABS, WEE ATE “AB 

” 源 " 一 书 中 全 表示 过 种 看 法 (第 508 一 509 FH), MBBS 

部 实质 一 一 如 果 正 确 了 解 它 的 话 一 一 就 不 可 能 作 篇 过 种 糙 论 的 

根据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1957 年 ) 信 正 确 的 指出 : BBR BLE 

坊 与 丢 种 截然 划分 的 站 原则 上 不 同 的 范 哮 而 实际 存在 时 , 他 小 

不 否认 在 质 上 与 其 他 种 不 同 的 种 之 实际 的 存在 (第 48 一 49 页 )。 

FERS, AEA SBE IEA) DER AB 

GB, SMUG PSE, SMXHRALV HEN, REC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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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 BPSD, “ALTER” SIE TARE EE 
(eFh. SRA CH ARIOA LMS ln BIS H 76, 166, 
3528, 344, 346 页 (1959 年 ) 第 655, 672 等 页 (1951 年 )。 我 只 

想 强调 地 指出 过 泵 女 著 作 中 的 一 个 地 方 :“ 如 果 没 有 有 利 的 沟 
暴 的 得 传 一 -至 少 被 一 部 分 后 代 遗 传 一 则 自然 半 择 将 扰 法 实 
现 其 任何 作用 。"( 第 544 页 ) 巡 泵 文 承认 环 卉 的 直接 作用 及 环境 
的 间接 作用 都 是 沟 暴 的 原因 (第 655 页 )。 

我国 许多 植物 学 家 都 抱 着 过 种 枫 念 。 别 凯 托 夫 (A. H. Ee- 
zeroa) 早已 《1896 年 ) 指出 , 种 的 网 映 询 该 首先 归功 於 环 卉 的 
影响 , 世 且 从 过 个 观点 上 话 画 的 描述 TaN SCI TE Be By LSE 

; 但 承认 它 
sa 应 该 根 据 拉 马克 
和 与 三 提 雷 尔 (Saint-Hilaire) 来 修正 。 我 们 不 能 不 同意 过 种 批评 。 
科 马 史 夫 (B. JL. Komapos) 在 往 写 “满洲 植物 甘 " 一 - 书 的 时 期 圳 
(1901 年 ) 全 写 道 :“ 新 族 的 形成 过 程 是 物理 地 理 条 件 之 一 定 作 
FRAC HEARD ER, URAL: PEAT EL 
Ai SEER IRE. CB 85 BP ER TEMA BS 

“种 的 着 (1940 年 ) PBR AR” ULSI RELATE T dF fil 
章 的 脱 明 : “种 是 世代 的 炉 和 , SEE HE ACRE IE AY SE 
是 在 环 卉 与 生存 竞 等 的 影响 下 , BETES MUL RR AY AE RM 

起 来 的 ; 同时 种 就 是 进化 过 程 中 的 一 定 阶 息 。 扩 第 212 页 ) 
«PEM (1915 年 ) 主张 外 界 环 卉 在 形成 种 的 过 程 中 具有 
间接 的 作用 , 在 解释 花 甘 蓝天 (umerumxpoc)* (多 色 现 象 ro- 

* 学 名 Brassioa botrytis —H 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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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 Ze PAR, fs RIERE OAR HALT EME, 但 是 必 

须 指 出 他 中 然 激 烈 地 批评 了 德 弗 利兹 的 突 释 理论 (wyramzrom- 

aas teopus), 却 将 形成 种 的 过 程 以 及 系 芳 发 谋 都 昭和 精 民 性 状 的 

APH, 而 把 进化 看 作 由 复杂 到 简单 的 运动 。 显 花 植物 的 进化 “ 仅 
仅 是 早已 有 的 东西 的 无 项 改 区 着 的 移 性 , ”而 “这 个 过 程 的 最 禾 
的 分 支 一 一 万 级 的 种 ” (omementopuue 

EFL ARRE HE.” CAS 259 页 ) BEL URS IE 

TEAR EEDA, FE AB PERRIN SEVE (1951 年 ) Hes 

PEMEABK. ROMANE S wae 
2& (UW. TMasocemit) (1910 46) Wee EEN KR RE 

JOE PAY Ee, (A BLS BB Je SB Se AS TE we 
种 之 过 程 中 主要 是 中 心 

坊 压 史 观 是 不 是 要 求 我 们 承认 按照 逐 徙 理论 weasel 

植物 区 系 与 形成 种 的 过 程 , 而 是 承认 过 种 过 程 (基本 上 ) 是 已 往 

在 本 地 全 发 展 了 的 植物 区 系 和 种 。 但 是 帕 需 斯 基站 不 和 否认 玩 

徒 , 只 是 在 过 个 过 程 的 渤 动 中 , 将 它们 放 在 次 要 地 位 。 他 在 说 明 
植物 区 系 发 育 〈%zroporeres) 和 种 之 形成 过 程 中 环境 所 起 的 作 

用 时 半 大 了 历史 时 间 因 素 。 因 此 按照 帕 看 斯 基 的 看 法 , 种 的 分 

Affi SE AN RB SEZ FF TS RR OY Fl ih A AR, A ie ee 

“不 是 一 种 完成 的 现象 , 而 是 正在 实现 的 现象 ， 它们 不 仅 是 各 因 

素 的 功用 , HABLA. °C 299 页 ) 
SG CB. A. Kexrrep) 说 的 非常 正确 :“ 现 在 生态 学 家 和 

分 类 学 家 都 不 能 放 秦 这样 的 思想 : BUA MR PR Fede Lag 
ARE SHEE, 而 且 也 有 改造 的 作用 。”(192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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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知道 , ERR AT SMR PE EA TR is BS RE 

要 原因 , AY AE AL SE PP A RAR Sy GE Re Bl 1 HE 

FCDA BACT (1948 年 及 其 他 )。 

我 不 必 再 来 列 奉 其 他 著名 的 植物 学 家 多 狼 受 性 和 种 之 形成 

的 看 法 。 Bi 
WERE MISC) RAY SEF Fl TDA 2 RT BS PR 

#0, 这些 著 作 在 它们 的 主要 的 唯物 的 部 分 方面 直到 现在 漫 未 失 

SEMMRA, BREE “ARE” RAARAR (Ausep- 

rennusa ) {AANA fe — BEA SE) PY “BASE 

FER LCRA BSH SRE, SORRY, 过 页 

BOARS FIL F- TM ESE TPR) TH OE BE Eas FA (193948, 

第 516 ，528 页 ) 因此 , wear ie RN EE TE ES EE, 或 者 

48 (2S AE EAE HAY BARGE ~Cecrectnennoe camouspexusanne 

ceaunes) , 222A MEM. BI, EM AMRE RR, 每 一 

个 体 都 需要 一 定 的 营养 面积 , 1 BGS Be A FARA CEB 

而 扩大 〈 祝 卡 切 夫 B. 五 . Cyxasea, 1952 年 ) DRG RE 

的 . 较 不 适应 的 个 体 在 该 环境 的 人 条件 下 会 死亡 。 让 然 过 页 文 已 

罗 作 了 过 些 保留 东 且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也 全 将 它们 加 以 转述 , BBE 

效 许 多 时 间 不 来 用 共有 关 实 质 的 瓣 论 而 花费 在 等 论 名 侠 上 , 是 

否 值得 呢 ; 李 森 科 很 正确 地 指出 (1948 年 ), 种 内 的 关 傈 又 不 能 
SALARIES, 又 不 能 贤人 互助 的 观念 , 过 些 关 傈 的 宗旨 

在 於 种 的 票 条。 区 卡 切 夫 也 证 实 过 一 哑 (1950 年 及 1952 年 ) 但 

是 他 指出 了 过 种 自然 稀 疏 是 一 定 竞 等 相互 关 人 的 糙 果 。-_ 

但 是 过 种 况 等 的 相互 关 傈 是 有 一 些 不 同 , 甚至 人 於 在 一 个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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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 同 种 之 间 , 也 是 如 此 , TEAL RL POSES BS ge RE 
明 。 相 互 交 替 的 种 -一 斌 然 它们 业已 成 坑 相 互 交替 的 种 -一 在 
SLAB, 除了 分 佑 区 的 以 有 所 请 “过 滤 ” 类 型 那 一 部 分 以 
Sh, 不 能 相互 发 生 喜 等 的 关 傈 。 因 此 我 们 沁 不 能 同意 伊 万 庄 夫 
的 意见 (1952 年 ), 他 确定 了 在 相互 交替 的 种 之 间 存 在 着 过 种 吝 
BUR: “BAERS Ae, 那 谭 两 个 
极端 的 沟 种 之 问 就 等 也 是 自然 应 有 的 , SS A TE 
跃然 分 净 到 种 间 差 别 的 程度 , 但 是 在 自然 界 详 它 们 仍然 是 最 相 : 
近 的 一 一 过 一 点 就 使 它们 借 坊 一 个 属 。” 

FB PRB (pax) BRE, 像 我 们 所 指 此 
Ey RRB PIR IL Hs WEES, 党 生长 在 共同 分 伪 区 任何 一 个 部 
分 时 妆 於 环境 要 求 是 不 同 认 相互 交替 的 种 和 在 地 全 方面 相互 排 
斥 的 种 所 提出 的 要 求 。 显 然 的 , 在 相互 交规 的 和 在 地 区 方面 相 
互 排 斥 的 种 的 个 体 之 间 , 殉 等 的 相互 天 休 是 质 上 不 同 的 。 但 是 ， 
如 果 将 生存 将 等 不 是 以 比 咏 的 意义 来 了 解 而 是 按照 学 义 去 解释 
的 话 , 则 所 有 过 些 关 傈 一 正如 在 任何 分 类 晶 位 范 围 以 内 一 橡 
一 都 不 能 理解 作 生存 欧 等 。 也 许 对 种 内 关 傈 作出 如 下 的 礁 定 
是 合理 的 , BL ETE A) pS AEE, 过 种 关 傈 
导向 自然 稀 玻 , Titer ARIE REE LA 
BAY HUA (huronenos) BE, 种 内 关 傈 则 可 看 作 相互 稀疏 。 

我 们 不 能 不 同意 世 卡 切 夫 的 意见 , 认 仿 在 种 内 关 傈 上 自然 
PIL HADI IESE ALE. AS BT RT A 
GEL, LAS TREO LE TEE ETT. UR EE 
IEEE, 在 他 引证 动物 界 的 例子 时 ， ‘RT DUE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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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 斯 给 的 因素 , 那 麻吉 种 因素 与 植物 界 中 种 内 相互 关 傈 的 概念 
是 决 不 相 容 的 。 根 据 恩 格 斯 的 观点 ; 在 动物 界 和 植物 界 的 进化 
是 没有 任何 地 加 是 按 马 泵 蓝 斯 论点 进行 的 。 但 是 我 们 不 能 不 指 _ 
出 ， 猎 中 的 ” 党 重文 主义 中 有 若干 特点 , 过 些 特点 是 创造 性 的 过 
CREM AEROS AY. BIE TURIN .是 解释 世界 的 , 后 者 不 
但 解释 世界 而 且 篇 社会 主义 社会 的 利 丛 而 改造 世界 。 按 照 “ 研 
中 的 " 巡 宵 文 主义 , 党 种 多 中 是 偶然 出 现 的 , 站 不 是 像 米 丘 林 生 
肪 学 所 主张 的 那样 , 是 由 必然 隆 所 引起 的 站 向 一 定 方向 发 展 的 ， 
过 方向 自从 这些 芝 种 一 出 现时 就 通 合共 环境 。 | 

JPACPIRIH : “SETESCASE AABESE RWEIE (Cuvier) 的 激 
$B (xataxrmswn), Tif HAAS EAE RN BEM, 这 种 
PE LIRICA, PATEL LU, EE 
4 I TES”) 进化 CS) 意味 着 在 
地 球 上 突然 出 现 完全 新 的 生物 类 型 , 过 些 生 易 类 型 形成 多 样 的 
(moimxpomaae) AY RANG WER, Wee ASSL ER 
eae HEALEY) 发 展 , REL IA 
3), SEM — in IIE S Se“ ED 
fh) —-FIE YAY HIE ANT AAR. ERAS se N= wy eh 
ST HEDGE ALLAN, (AE IR AA DLAI ARS ELAR SEB AR 
决 过 个 问题 。 

1950 年 “ 趴 理 报 ” 刊 截 了 李 森 科 的 一 篇 文章 , 此 和 后 过 篇 文章 
经 过 少许 修改 又 全 发 表 数 头 , 过 就 是 “科学 上 关於 生物 学 种 的 新 
一 

1 全 “斯 天 林 全 集 ”， 401 ae, ARSC HE, $8 50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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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1951 年 )。 如 果 在 往 写 过 一 篇 女 章 时 , ARE A 
的 从 前 的 著作 , Pl dn FURL TS EEA” (1948 年 ) 的 著作 一 一 
宗旨 在 基 对 摩尔 根 主义 进行 站 等 的 “遗传 性 及 其 故园 性 "“ 自 然 
SSA” S$ — VE PES 故 种 和 种 之 形成 的 看 法 
就 会 欧 得 新 的 内 容 。 

李 森 科 关 於 种 及 种 之 形成 的 新 学 说 基 放 卡拉 别 江 〈B. K. 
Kapaneran), (1948, 1952 46) Hema epashy CM. M. Axy6- 

amep),(1952 年 ) JAC ABH Ba EAE YD: 
即 硬 粒 小 麦 (T7itiexom durum; n=28) 在 一 定 人 条件 下 星人 化 仿 软 粒 
小 麦 (T. vulgare; n=42), 在 小 秦 穗 中 出 现 黑帮 的 颖 果 (sepao- 
ara)， 在 燕麦 穗 中 出 现 野 燕 族 (oacmor) MYM, fe BA RAH 
HAE Cxoctep pxanoit ) HY ZAR SE 

py SPSL Ey Ti CEI BE Dg, 但 它 
USAR BIE RANI RE, FESS LCE SL IES A 

质 上 新 的 东西 , 它们 公公 重复 已 经 知道 的 种 。 不 仅 如 此 , 过 甚至 
及 不 是 种 的 蛤 化 , IESE RA SS Ay SE SE 

AiG 73 Os, 而 是 另 一 种 现象 , 过 种 现象 显然 是 与 厅 交 相关 
的 。 

FLA (CH. B. Typoux) 十 分 详细 地 训 述 了 (1952 年 ) 这 
个 问题 , 在 过 一 方面 他 尤其 详 和 地 与 批判 地 分 析 了 雅 库 布 青 奉 
BOE FS DS WBE Hs RAE bE EA IS (1952 年 ) 的 事实 材料 。 
但 是 必须 指出 在 卡拉 别 江 的 实验 (1952 年 ) 中 , FE SoHE AE 
时 , 他 相信 在 小 奏 德 中 不 沟 过 授精 形成 了 黑帮 的 颖 果 ( 第 59 页 
和 第 45 FL). AT REDITE DARL EME UZ A EE ER i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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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WAZ PEGE BAT HEAD ET ANE FED BS TE ke 

RAE ATE. And, KBD — Bh ee AE 

BAG rh 用 白肉 生殖 《mapreaoreHerrdqecKkoe passutne) 的 途径 发 

育 出 小 麦 所 产生 的 颖 果 。 乱 了 过 到 较 高 的 确 豆 性 则 必须 进行 胚 

胎 学 的 研究 。 如 此 , 过 个 例 囊 以 及 所 有 其 他 例 苹 都 与 种 之 形成 

RE EH 

在 人 至 部 所 引证 的 例子 中 , A BERL) ES BORE DASA 

情形 , 在 软 粒 小 麦 是 首 炎 作坊 新 种 而 产生 的 人 条件 下 , 才能 符合 於 

形成 种 的 概念 。 过 种 现象 只 能 称 仿 种 之 转化 (aromrpeaparrea= 

ze)。 我 们 不 能 同意 种 在 自然 界 驯 重复 出 现 像 在 个 体 发 育 中 的 

Bima (pexanuryszsnus )— MY FL GER R 4 J sopanxnn, 

。 1950 年 ), SEASE IA) EE “HT LY HE SE EM 3 ES A 
等 的 历史 ”( 第 62 页 ) 之 断言 。 列 宣 对 发 展 的 概念 作 如 下 的 评 

fe: “RRR Eas FBR, 只 是 与 前 不 同 地 重复 

它们 , Wi FERS ( 否定 的 否定 ) 上 的 发 展 可 以 说 不 是 按 

TERRE AT AY, 而 是 按 螺 状 糠 进行 的 ”2) (第 58 页 ) 由 此 可 得 到 精 
im: 进化 的 发 展 与 上 述 著 者 之 观察 中 的 重演 观 哑 是 不 相符 合 

的 , Al ais SS eR AE RA TR, 而 仅仅 是 已 存 

”在 的 东西 的 再 厂 。 在 实验 上 必 次 证 实 了 可 能 返回 到 已 存在 之 

种 的 百出 现 , 过 个 种 是 伞 另 一 个 , 在 自然 界 已 有 的 种 所 产生 的 。 

在 我 国 实际 工作 中 用 及 在 国外 的 实际 工作 中 , 都 有 许多 葵 实 了 

的 例子 。 

1) “PIER”, RACH 4K, HK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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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於 物种 生物 种 形成 问题 的 讨 座 

当初 过 泵 女 根 据 具 克 曼 (Becdkman) 所 说 的 也 售 指 山 过 (1951 
年 ), 沟 过 数 年 栽培 和 选择 野 燕麦 转 赤 坊 栽 培 的 燕 变 (第 544 页 )。 

ASE Bt (H. Iarep) 全 指出 (1904 年 ), 在 坡 泵 塔 无 省 (IIomraa- 
cxow oOmacrn) 沃 尔 斯 克拉 河 CP. Bopcxra) PHILA ES +b, 他 

FER AMSBABARHE )RVGEM BT (Plantago tenuiflo- 
ra), 它们 具有 黑 常 的 形状 , 在 体型 (raduryc) LANE Re 
与 波 史 的 海地 区 的 小 车 前 草 (P. minor) 相 类 但 。 然 而 其 前 一 年 
的 穗 状 花 序 确 仍 然 保 持 狭 革 车 前 章 CP. tenuiflora) TBR. 
过 位 著者 的 研究 , 在 过 个 地 黑 上 温度 与 混 度 方面 的 气候 条件 

SABES E (O. Capema).( RUSE FI E O. 9sers) 之 气候 在 莉 
BME RATER. *, ERE REE AT 
分 信服 。 

另 一 种 情形 是 对 我 们 更 锛 有 奥 趣 , ESRE, SKB 
夫 农 业 科 学 院 塔 里 耶 夫 (1951 年 ) ERE RSH (Tulips 
Biebersteiniana) 实验 中 , RHEL BM Sis “新 ”种 的 车 二 个 

iS, SBMA IS REE SE CT. neosilvesfris), 

Ti A LS ES SY ES A BSS CT. 
TE AAP ESE FI, HRKESELRAR GE H 

苦 。 但 是 饲 维 登 斯 基 (A. WW. Buegencenit) 却 否 认 (1955 年 ) HK 

者 生长 在 岛 克 兰 ， 塔 里 耶 夫 对 过 种 情形 作 如 下 的 描述 :“ 在 我 
们 面前 的 是 具有 重大 科学 意义 的 事实 -一 HA RBSs (Tr. 
Biebersteiniana) 中 突然 产生 了 另 一 个 类 型 , 过 个 类 型 内 然 与 西 

silvestris ) 

* REAM GL Me PA — fl MR —_ FE A 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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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E CT. silvestris) 不 是 完 公 相同 , 但 是 十 分 显然 的 
和 它 是 同 源 的 Cromosormuanit), EMS 2 BI PEPE SEN 

妆 乎 未 表现 出 来 的 下 垂 (着 重点 是 本 文 作者 所 加 ) 及 更 大 的 花 被 

…… 相 似 隆 则 表现 放 所 有 其 它 的 特点 上 。” 如 此 , 将 它 描 述 坊 新 
种 小 没 有 形态 上 的 根据 , 况且 也 没有 确定 在 过 种 殉 金 香 移植 到 

草原 地 区 时 , 过 些 伙 乎 看 不 到 的 性 状 是 否 能 遗传 下 来 。 塔 里子 
Fis 1919 4E FER PEAS ARIS A RES CT. Bieberste- 
iniana) 而 在 1925 年 发 生 上 述 的 情况 一 一 出 现 新 银色 殉 金 香 
CT. neosilvestras) 的 七 个 植株 。 

1925 年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业 科 学 院 又 栽培 了 一 些 具 撕 克 
4% (T. Biebersteiniana) 的 个 体 , 过 些 个 体 是 从 阿 斯 特 拉 罕 省 
(Actpaxauckaa o6nacts) 的 克拉 斯 内 。 雅 页 (Kpacuni Ap)# 

AER, 到 1950 年 它们 已 分 出 数 十 个 另外 的 个 中, 这些 个 体 
PRPS MHA, MUL ES BCT. neosiluestris) 是 相近 的 。 

过 位 著者 根据 自己 在 自然 界 台 的 观 竺 以 及 根据 其 他 著者 的 观察 
指出: RBS (1. Biebersteiniana) 有 时 和 进 大 森林 中 生长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它 就 与 银色 奏 金 香 〈T. Silvestris) 很 相似 ; 然而 

过 位 研究 者 认 篇 : 过 些 森林 类 型 与 章 原 类 型 是 “ 易 谎 相互 转 霓 
Ai ARB (moguduxanus)’ (Hi 1128), HEPA A 

中 , FRR FARE: TEVA MS, 过 不 过 是 在 系 
CR LMS LY, 相互 交替 的 种 之 间 , 一 个 种 在 不 同 环境 影 

多 下 “转化 "篇 另 一 个 种 的 情形 之 一 而 已 。 

但 是 , 必需 指出 : 佐 兹 (303) 和 克 洛 科 夫 (Kxroxoa) BES 
里 耶 夫 所 得 出 的 糙 纶 , 他 们 不 同意 塔 里 耶 夫 对 所 栽培 的 奏 金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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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的 确定 , WAS RP SLA, 他 们 将 过 两 个 种 仅仅 
看 作 同 一 个 种 的 两 个 类 型 [小 网 种 (var. minor) 和 大 多 种 〈var 
major ) | : 

Lilt pceyeEs RB ARBSE CT. Biebersteinaina)t—{i. 

具有 许多 地 理 族 的 集体 种 。 就 原始 材料 而 言 , 和 过 些 地 理 族 最 
FATA ARES CT. Biebersteinaina), 

我 漫 要 简要 地 指出 国外 研究 者 所 获得 的 过 一 类 的 车 于 事 
实 。 在 过 方面 所 学 行 的 实验 中 , WERE (Bonnier, 1920 年 ) 的 实 
BERS YN RRS. WEST TORY BR, 证 明 某 些 
种 在 截然 不 同 的 条 件 作 用 下 , PURE LE RESA Sh BS BS Le 
一 一 当然 是 系统 发 至 上 相近 的 种 。 他 群 粗 地 研究 了 十 七 个 种 ， 
将 它们 从 平原 上 移植 到 高 山上 , 把 每 一 植株 分 仿 两 中 ,一 全 留 在 
平原 上 , 另 一 中 移植 基山 地 。 过 些 种 如 下 : (一 ) ERMA 

在 移植 到 海拔 2400 米 和 后 获得 了 

KEM AE CH. grandiflorun) 的 性 状 ; (=) Bes (Po 
移植 到 海拔 1800 KK EAE TU 

Stik CP. alpestris); (=) WEAVER (Silene nutans )\——FEWGER 
2500 2K ERE T Usb ROPE SBA (S. spathulaeflora) Wy RB 
(四 ) BACHE (S. inflata) — 海拔 在 2300 KERB MG 
WBA. alpina)+- SFL (AL) RAR (Lotus corni- 
culatus )—— £38 FRE PEF F038 $2 BESET Ws RAR CL. l= 
pinus); (Fx) ACER BHES (Trifolium pratense) — #234 T SAMA 
ECT. nivale) 8) RARER (七 ) E FE & Canthyliis vulneraria ) 

—— $075 BAS WIE FES C4. alpestris) RBA OO Aba 

( Helianthemum vulgare) 

lygala vulga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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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hemilla vulgaris }\—— #@ 44. J & iy + PELL CA. azpestris) 的 

体型 ; (Ju) ABIEWI REA (Scabiosa columnaria)— (hi T TOE 
UREA) CS. lucida) 的 特征 ;〈 十 ) 田 野花 锋 项 《Karvtia arven— 

BAK Hb Pe CK. collina ) 很 相似 ;二 一 ) 一 枝 黄花 (So- 

在 形态 上 接近 了 高 山 一 枝 黄花 (S. alpes— 

tris); (4-2) $e Hb RIEL Gnaphalium silvaticum) ~—fE AK. | 

BS WI RIVHLCG. alpestre PEF Fy AAT 5 (=) EA (Leon— 

todon proleiformis) ——fF 76 LHL T WE CL. alpinum); 

(FED REMC Veronica of ficinalis)— Bis T RAMEY CV. 

Tournefortit) 的 形态 上 的 特征 ; (AL) ERR BM ig BR CCalamin— 

BES SLES 1 Bg AR CC. alpina) FAW (PAD 

1 (Thymus serpyllum})—— if (i323 +L BR RE BACT. 
polytrichum); 〈 二 七) 普通 栓 (Juniperus communis ) 一 一 转化 篇 

亚 高 山 亚 种 (cyG6axprz 首 cgzipzr) AYERS CJ. nana), 

一 个 种 产生 另 一 个 重 不 是 立刻 发 生 的 , 而 通常 要 沟 过 若干 

年 。 璧 如 , GRATER (Silene inflata) EIGN F DAR EF T 

Wj (S. alpina) 的 特征 , 而 经 过 二 二 年 栽培 后 才 完 全 多 得 

TRWwWAEZ (S. alpina) 的 外 形 ; FDR BE C Lotus corniculatus) 

FUE SED SE OU I ER A CL. alpinus fs 在 车 
Hh (xresep) Hi, MER BA BA he ic See 

B= 4A BEAL; FEE EE CAnthylilis) Bia T ANE; FETT 

属 方面 过 种 相似 性 甚至 双 过 到 了 解剖 学 上 的 相同 。 

Hin BAGH GSE (Clements) FEU PH 1900 一 1908 

cee a T VEE REM jae ER, 到 1918 年 重新 开始 了 过 些 实验 。 

sis) 

lidago virga aurea) 

ta acinos ) 



ee BES ie UT RE 

Alsi BER RE EET EERE BIA PE AL THE 0 SE TE EY 

在 其 另 一 次 的 工作 中 , ALLE Fn BB 7 (Clements, LongM, artin, 
1957 一 1958 年 ) 在 过 一 方面 共同 举行 了 独立 的 实验 。 过 三 位 研 

” 颖 者 证 明了 狗 牙 状 镶 冠 草 〈L4sropyrzm caninum) Wao es Pg 

FAERE TEE: CA. subsecundum), UW ibBEZgH( Trisetum montanum iy 

$13 URARYIE CT. spicatum), FE Elymus ambiguus) se 
FaRE TIS CE. condensatxs)， 等 等 都 是 可 能 的 。 过 三 位 作者 在 他 
们 所 著 的 论 植 物 界 磷 暴 性 之 起 源 与 适应 性 的 书 (1950 年 ) 中 , 搜 “ 
集 了 基 亦 自己 的 实验 上 的 特别 多 的 事实 。 我 只 要 指出 其 中 少数 
的 破 个 。 山 地 森林 的 喜 险 的 种 微 平 滑 莲 (Erigeron gapelzus) 和 从 

海拔 8000 中 的 高 度 上 被 移植 到 6000 米 高 度 的 无 林 杀 件 下 ， 
逻 过 用 年 的 栽培 后 , 磷 得 与 相近 的 喜光 的 大 花莲 CL. macran- 

zjais) 种 完 人 至 相同。 将 一 些 种 从 高 山地 带 移 植 到 山地 森林 地 带 的 
实验 中 , WEST dr FRYE: SRA EIREE (Artemisia scopu- 
lorum) Hee ek FS CECA. Pattersoni), SAKA GE (Senecio Bige- 

lovii) PBS TVIGE (S. cerns) 等 等 。 同时 也 全 举行 在 

相反 方向 移植 植物 的 实验 。 
漫 要 谈 一 访 捷 克 植 物 学 家 科 拉 营 〈Krasan) fees HEY (x. 

Tpana) 附近 的 有 趣 的 研究 (1900 一 1901 年 )。 科 拉 攻 在 十 无 世 

HOR SRI LA, 每 一 批 探 用 两 个 在 系统 发 育 上 十 分 相 
近 的 种 , 用 移植 方法 使 它们 彼此 调换 生长 地 区 。 过 避 批 种 是 如 
下 : AYES (festuca sulcata) SABIE CF. glauca), A 

SPR PeZs (Knautia arvensis) BAR FF iGes es CK. pannonica); 

JEG ( Ajuga genevensis) VG) AGB ECA. reptans); Be 



被 子 植 物 的 征 的 形成 肖 程 25- 

荣 ( 太 oa odorata) HAER FL BESE CV. collina); jk f&ZeGEZE ( Poten- 

tilla viridis) RAY ABBA CP. wenaric)。 同 时 漫 便 用 

闵 属 《Capsella)、 董 荣 属 《Viola )、 地 杨梅 属 CLuzula), Bae 

(Carex) 等 等 的 若 于 类 型 浴 行 过 实验 。 

根据 过 些 实验 科 拉 让 得 出 糙 论 : 一 些 种 狗 成 另 一 些 种 的 转 

化 首先 决定 基 种 的 沟 虹 性 能 〈 题 然 的 , 在 过 方面 遗传 性 状 的 稳 

定 程 度 也 是 有 关 傈 )。 过 种 转 狼 是 在 若 于 生长 季 的 过 程 中 在 环 

卉 〈 科 拉 让 特别 强调 土壤 ) 的 直接 影 汐 下 , 逐 浙 进行 的 , 间 具 有 

若 于 过 滤 的 类 型 。 有 时 坊 了 转 药 成 久 一 个 征 需 要 好 并 年 , 例如 : 

FA gee CK. arvensis) iM =4EF AES te Fig 

#5 CK. pannonica); Ft LYE IE ( Festuca sulcata) HH AEM 

CF. glauca) WSN A = 4F Bl) + POE IN Se BEA, 而 在 基 

Ai BE (Ajuga genevensis) BUR) FAL A. reptans) 的 实 奏 

中 , 前 者 却 在 三 个 星期 或 者 二 个 月 以 后 就 获得 了 和 后 者 的 等 微 , 时 

间 的 长 短 则 依据 实验 的 人 条件 。 科 拉 访 的 第 二 个 糙 葵 是: 所 有 过 

些 转 帮 只 是 向 一 个 方向 进行 的 。 在 实验 对 象 上 过 个 过 程 的 方向 

是 这 样 的 , 在 与 两 个 种 之 中 只 有 一 个 转 猴 篇 另 一 个 种 : BH 

35 ( Festuca sulcata) 83239} HAE CF. clauca)， 田 野 翰 锋 

3 (Knautia arvensis) Wes ty FARR ES CK. pannonica), FE 

BH AE ( Ajuga genevensis) WEE HT Ae (4. reptans), 香 

HE (Viola odorata) PEER IRIL RZ (Viola collina) SE, 但 是 

FAK ARIE EAS, PERLE HS Hy 3 ERE 
BY, BUCS ESE ARRAY. VAIS ARE D5 FES, 不 

论 所 移植 的 是 种 苗 RS HR, TEEPE AN a 



24 . Bid aS OR UT ec le eT a 

PREECE. DN res AR (1943 年 )。 

凯 列 尔 也 便 先 自 举 行 过 方面 的 实验 DR a A BE 

Crerepoxapnunit) 的 种 作 实 验 ]， 但 是 不 幸 地 过 些 实 验 没 有 尘 

成 。 

膛 必须 指出 克 劳 森 . 蜗 克 与 希 青 (Clausen, Keck, Hiesy, 1940 

年 与 1945 年 ) 在 过 一 方面 所 举行 的 大 规模 的 实验 , 他 们 和 从 太平 

vere CONF 不 尼 亚洲 ) 通过 落 机 上 山 〈 尼 华 巡 洲 ) 直到 大 盆地 

(Great Basin Valley) 的 乾燥 地 区 建立 的 研究 站 , 在 这些 站 上 当 许 

多 种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移植 方法 , 在 自然 和 栽培 的 人 条件 下 进行 了 研 

FE 0 

SeAS HE aE HO HR ess AK BUR AY HE, 我 仅仅 要 指出 : Se 

sa TAPE Ses ts OVARY, 大 量 的 事实 材料 本 身 是 与 其 他 研究 者 的 上 

述 的 实验 是 宛 全 相符 合 的 。 不 过 克 劳 森 . 崭 克 与 希 谊 的 研究 和 

实验 , BATH eM ER, 他 们 不 但 从 形态 学 方面 ,而且 

UES (FAD REALS METS. BRR PER 

传 性 以 及 半 它 介 的 种 内 类 别 是 以 下 列 各 属 的 种 乱 对 象 : BRA 

JB Potentilla), Horketia, Zauschneria, $3 Ep JBC LP entastemon), 

32 JB (Achillea), #2)B ( Artemisia) 及 其 他 。 

可 以 推 想 , 在 所 有 过 些 实 明 中 所 发 生 的 站 不 是 一 个 种 芙 正 

转 多 坊 另 一 个 种 。 所 得 到 的 东 不 是 在 人 至 部 有 杰 体 上 的 系 炉 发 育 

的 返回 , 而 一 一 更 正厅 地 说 一 一 是 在 体型 上 接近 最 相近 的 相互 

交替 的 演化 的 种 (renermueckuli BHX)。 

无 疑 地 , KRUSE CJ. B. Mrxaitrosa) 在 一 个 有 趣味 的 试 

”县 中 产生 了 食用 的 冬 油菜 (Brassica napus L.), 也 属 认 过 类 的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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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HKYSVEKEDS 1952 6 fe— fg SCH a) BRS LEP aS, 将 它 

APRS ARETE: Be HPL DUR, REPRE TET TEN Ae Fe UR 
JERR AEH (Brassica oleracea var.Capitata), 在 过 种 情况 

下 五 年 , 在 过 五 年 PIR A fee Be nn Fe Ay 2 TCP LSS Bl ET 

CALNE. AERIS BAC, FH AE EE BA 

的 。 在 过 一 世代 (\ 指 第 六 代 

AA BRAN he: 抱 子 甘蓝 《Brassicaoleracea var. gem- 

mifera), $32 —F#? (Brassica. oleracea var. Sabauda), EREEWE 

4 Brassica oleracea var. gongylodes), FAR WEE (Brassica oleracea 

‘var. acephala) , FERRZE (Brassica cauliflotia) $EER HEE ( Brassica 

‘Capitata) 和 野生 甘蓝 Cauxasa xauycra) DRAW (Brassica 

napys 1.) 的 两 个 植株 。 在 以 后 的 各 世代 中 ， HEE Nei BER, TH 

冬 油 荣 却 相反 , TERRE PE 2A Ze A SR 

BEAK VEH IE BYE tiie: 如 果 Rea a ak, 在 该 实验 中 所 有 

BPE in FAS A AS TR, BASEL PER ER 

原因 和 方向 , BESSA FOU at: EP MEL SEA AEE 

件 印 大 其 遗传 性 中 , APH T EW TPES PT 

稳固 的 生物 学 联系 , 因此 在 有 机体 泪 择 性 能 之 下 , 使 本 来 处 基隆 

性 状态 中 的 性 状 得 到 发 育 的 可 能 。 人 第 21 页 ) 如 此 , 过 种 “种 之 

形成 ”和 过程 好 像 是 向 着 原 妈 类 型 回转 的 ,站 没 产 生 新 的 进步 的 

种 。 过 种 不 向 前 进 形 成 新 种 , 却 向 后 退 的 演化 不 能 称 作 种 之 形 

成 。 因 此 , 在 过 种 情形 吉 , 我 们 看 到 种 之 转化 的 一 个 有 趣 的 例 

Ho - 

至 基 过 位 著者 光 新 种 在 伪 种 内 部 发 生 之 原因 的 解释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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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SRD AEST SARE BO A AER 
FFMIERE ZRII; AE EE 
已 予以 足够 的 批评 (1952 年 ) PRDLAESE CEE AE 
过 个 问题 。 

BORE, OPE Tete FE POD EAE BY, 但 泪 不 是 在 其 身体 内 作乱 
FE SLIT AWS, 不 是 从 华 种 说 以 现成 的 形 太 而 出 来 的 一 
(RZ © ELA (Aduna Tarraqa) 从 宙斯 (3eac) 的 头 中 田 
来 * 那 样 一 一 而 是 以 还 渐 果 积 区 轴 y Ys DUBE DAT, 以 其 
整个 有 机 幅 转 溉 的 方式 , FE EAE IDS HR POE, 在 温 种 的 集团 
(nonyzanns) 内 部 , 孕 青 成 蛙 上 新 的 种 。 

由 以 上 所 引 丛 的 一 切 完 黄 可 以 作出 什 语 精 洽 呢 ?第 一 , 菊 
Zee GE Hh, 种 的 过 种 “转化 " 是 存在 的 。 当 入 移动 到 截然 不 同 
的 新 环境 , TREN EN FRR LB PD 
性 的 多 型 性 的 (momoptaait) ALG RASS “UL” . Tl 
时 过 种 “转化 ”也 决定 放 形 态 性 状 与 生理 生物 化 学 特性 稳固 的 
程度 。 第 二 , 这些“ 种 之 转化 ” 不 是 立刻 表现 出 来 的 , 其 时 间 是 

计 的 , 也 
就 是 褒 在 某 一 个 时 期 内 所 完成 的 量 的 累积 变 含 质 欧 , 但 过 种 转 
沟 具 有 一 定 的 渐进 性 , 在 实现 对 侍者 所 能 看 到 的 “ 跳 路 "之 前 , 具 
有 若干 过 渡 阶 租 。 第 三 “种 之 转化 "与 种 之 形成 是 不 同 的 过 程 ， 
CEM AAR, “MMU RE, 
SEMEL WTP. MEAG HEE Ay SE I EAR 

* BAe RoR mEM ¢ PHA Maw, 是 从 其 父 宙 斯 种 的 头 囊 生 包 来 

&—- Bite 

4A 



eh FH aR ATE BER a 

不同 地 点 上 , 过 一 点 , I BEAL IA 3G (reopmsx xouseprennun) 
的 基础 。 光 过 个 原理 沁 泵 女 是 如 下 陈述 的 (1959 年 ):“ 某 些 植 
有 驳 的 同一 种 全 在 澳洲 和 欧洲 被 创造 ,从 重复 创造 的 观点 上 看 来 

是 很 奇怪 的 光 第 181 页 ) 等 等 。 第 四 , 必须 指出 , 过 泵 女 对 谎 环 

卉 对 种 的 多 黑人 性 或 遗传 性 的 重要 作用 没有 予以 必要 的 重 秽 , 而 

在 进化 中 主要 强调 了 生存 毫 等 和 自然 滤 择 。 李 森 科 依据 栽培 植 
物 的 改造 对 环 卉 的 作用 很 正确 地 也 以 内 有 的 重视 。 第 五 , ERE 
科 所 引证 的 至 部 例子 与 种 之 形成 以 及 与 大 部 分 上 述 的 种 之 转化 

AMAZEMIEI ZR. SS, TERETE TN TERE 

种 , 这样 的 事实 , 直到 现在 ; Te ARE LA 
察 到 过 。 芝 一 点 当然 泪 不 排除 新 夭 出 现 的 可 能 性 ， 因 篇 在 发 展 

的 革 一 队 段 上 种 是 转 磷 到 另外 的 质 。 但 是 过 种 过 程 是 和 环境 的 
改 帮 同样 的 级 慢 一 一 较 正 确 地 说 更 念 绥 慢 , 环 卉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上 上 才 在 种 的 质 的 状态 中 引起 显明 的 激 磷 。 
因此 , 只 有 在 某 种 非常 的 条 件 下 , 经 过 长 期 的 观察 才能 发 现 

过 种 过 程 。 我 们 不 能 不 同意 塔 里 耶 夫 反 对 突 磷 理论 时 所 写 (1915 
年 ) 的 话 :“…… 跳 咀 …… 可 以 很 有 理由 地 被 看 作 由 一 个 林 泰 种 

于 分 渐进 的 、 实 际 上 不 间断 的 沟 成 另 一 个 种 的 转 儿 (第 15 页 )。 

只 有 在 种 之 转化 情形 下 一 一 正如 我 们 以 上 所 看 到 一 一 才 可 能 发 

现 相 党 显著 的 跳 趴 。 其 实 种 之 形成 中 的 跳跃 .种 之 形成 中 的 突 

狼 站 没有 被 任何 人 所 观察 到 , 也 没有 被 证 明 , We ALPE EAR HE 

过 标 假 定 。 但 是 ,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人 证 明了 , 当 妆 种 的 遗传 目 然 隆 施 

以 入 工 的 强 有 力 的 影 玫 时 , 站 且 当 对 该 种 个 体 进 行 有 定 四 的 培 

育 时 , 则 可 能 得 到 与 野生 植物 质 上 不 同 的 植物 。 



28 关 攻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诗 葵 

(BRE SLBE (rpa6) 产生 梭 权 (remaaa)(C 开 卡拉 别 江 , 1952 

年 ) 或 者 松 柑 (cocua) EAE SER Cems) CBAERIE-EL PSE CK. 
A. Asotnu—Ilapaxop )19524F ), 3 chy HAR ee 3 An (a ANHEVE AS FE 

自然 界 发 生 种 之 形成 的 例 伍 ,一 则 , 因 篇 过 是 已 有 的 种 “产生 "已 
有 的 种 , TEM TERE LE AE, 二 则 , 就 按 
照 李 森 科 的 说 法 , 种 之 形成 也 是 与 对 有 机 体 发 生 作 用 的 新 环境 

相关 的 。 李 森 科 写 道 (1948 年 ):“…… 需 要 的 改 沟 ,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过 些 条 件 被 同化 , 活体 遗传 性 的 改 欧 , ALE 

人 条件 的 作用 ' 扩 第 548 页 )。 凯 列 尔 强调 指出 (1948 年 )“ 根 据 生 
活 节 奏 的 特 微 和 植物 个 性 , 我 认 人 篇 坊 了 改造 植物 遗传 性 , We 
的 时 间 的 间隔 向 同一 方向 重复 地 施 以 同一 环境 的 有 节奏 的 影响 
可 能 是 特别 有 效 的 。”( 第 206 页 ) 凡是 新 的 环 卉 不 是 对 一 个 单 
独 的 个 由 发 生 作用 , 它 包括 相当 广 间 的 地 区 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同一 种 的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不 可 分 的 个 由 以 及 种 的 至 部 的 整 幅 遗传 
姓 发 生 同 等 作用 。 不 仅 如 此 , 坊 了 实现 过 种 “种 之 形成 ”一 一 如 
果 一 个 遗传 上 相距 很 速 的 属 产生 另 一 个 属 的 过 种 “种 之 形成 "可 
以 称 仿 种 之 形成 的 话 一 一 则 环境 作用 的 性 质 应 该 是 特别 激烈 
的 。 但 是 事实 上 薄 不 是 过 榜 , 所 有 其 侈 的 标 树 和 松树 在 所 指出 
的 生长 地 都 仍 华 是 标 模 或 松树 , 泪 没 有 产生 其 他 东西 。 

我 还 想 诸 一 谈 一 种 同一 类 的 工作 。 过 是 坡 层 里 尼 茨 基 ( 工 . 
M. Horyxsnaninit) BAR IBEL (xox-cern3) 产生 非 橡 腰 隆 清 

公 英 Coxzysasx ) 的 文章 (1952 年 )。 我 必须 强 弹指 出 , 过 位 著 
者 的 公 部 基本 原理 不 但 在 种 之 形成 问题 的 解决 上 , 而 且 孔 在 种 
之 转化 方面 , PEAT IY, 过 些 空话 小 没 有 充分 的 证 据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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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LE ASABE AIA IB MEH AS IR HOR BEA TL 
FL WOE RE 14 ART] DUES CES: 混杂 
在 橡 腰 草 中 的 王公 英 在 任何 一 个 生长 阶段 上 都 与 橡 腰 草 十 分 不 
ll. BERRA. “HUME OR BRL es th Hy JERR BER TE SE 

”是 被 橡 腰 章 本 身 产生 的 ”( 第 51 页 ) te BEE OE 
基 引 起 什 陪 司 疑 ”( 第 52 页 , 重点 是 我 加 的 ), 过 种 烙 论 是 十 分 

”不 足以 还 信 的 。 波 履 利 尼 次 基 指 出 : 岛 克 兰 别 里 雅 斯 拉夫 何 梅 

利 尼 次 基 (ITepexczras-Xxrexrsrmrrxrtit) ASL Bi IE Se 
芷 墓 员 便 观 察 到 如 下 的 事实 : TH 品种 的 橡 爵 草 在 以 前 各 年 中 
是 由 插播 (sepeaxosaare) Omit), 现在 用 它们 的 首 果 (coma 
xa) ABE, 在 第 二 年 播种 时 , ZS Eb IB ER A 4 
{ Taraxacum brevicorniculatum), 

DOLL (rerpanxomy) AIG SHEA BRNE Ay TL 
没有 描写 的 记载 , PERS AA I BPS ER Sy. A 
Py ws At I REY, HE: “bP FECogysanin: = 

ex, T. Marti) fee tt PEAS BOR Sep RSE HE: Cb 
点 年 代 公 未 指出 ), THEME RL I, AA 
作出 糙 葵 小 蒲公英 是 从 短 角 浦 公 英 中 产生 的 。 同 时 该 作者 洒 
说 : 按照 形态 性 状 短 角 蒲公英 的 地 位 介 基 橡 腰 章 与 小 王公 英之 
间 。 巍 该 提醒 作者 , 根据 李 森 科 的 设法 , 种 之 间 站 不 存在 过 滤 类 
型 .断定 过 些 种 之 转化 , 甚至 於 种 之 形成 时 一 “例如 在 小 清 公 英 
的 情形 圳 -一 - 波 属 利 尼 次 基 引 全 李 森 科 的 发 否 来 作坊 论据 。 李 
PALA i BPS BEE BE EME DEL ESE IE AT HY SESE Be 
EUS AR: 全 有 这样 的 情形 , 即 从 橡 腰 草 TATE F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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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psiana) HD PPRIE ASI, RR AGE RIE EER BS, TH 

LUBE EASTER IMLS HIE, Te ISTE AEE (xocrep )。 

SOA CA =e ee [第 一 年 实验 是 在 天 山 自 然 杂 草 地 
上 (sapocan* ) 924784], 我 现在 已 经 可 以 断言 , 我 介 得 到 正 相反 

的 糙 果 。 橡 腰 草 和 非 橡 爵 性 蒲公英 的 个 体 便 在 天 山中 部 橡 腰 草 

自然 半生 地 上 加 以 分 析 , 它们 的 瘦 果 个 别 地 加 以 探 集 , DU ERR 

墙 休 件 下 演 殖 。 过 些 首 果 烃 过 春 化 不 理 合 播 征 蕉 列 守 格 惑 省 区 
ee 马 洛 夫 植物 研究 

所 :' 奥 特 拉 德 内 ”(“Orpamaoe”) 科学 实验 站 中 时 , We 1951 年 在 

各 个 相当 号码 下 只 生长 出 在 天 山 所 探 集 的 那些 种 一 一 橡 腰 章 ， 

OEE A IK( Taraxacum microspermum), Le pie He MEHR CT- 

bessarabicum), SE, BY, 那些 不 从 一 个 植株 而 由 杂 草 六 中 

MEN ERIE: TRARY HUD, 其 中 包括 橡 腰 草 的 类 型 以 及 杂 

章 玺 公 英 。1952 Ze AM ARE WEST I OR HE a Te 

5 ETS AR BO ERE HB EA HER, 过 些 植株 是 分 开 栽 种 的 ， 
‘CZ AVA RACES, 烙 果 它们 都 保持 原状 , 也 就 是 说 各 让 

保持 自己 的 种 。 在 橡 腰 草 的 小 区 上 只 有 橡 腰 草 , PHBA 
的 小 区 上 没有 发 现任 何 橡 鹏 草 AHR. TEA SR EE 

我 们 不 必 计 论 种 之 形成 的 其 他 例证 ;所 描述 的 至 部 观察 和 

实验 都 涉及 到 各 种 不 同 的 新 天 型 之 形成 , 过 些 类 型 是 由 下 列 原 
因而 获得 的 : (一 ) 杂 交 , (二 ) 种 之 转化 , (三 ) 不 属 代 前 二 类 ( 松 

树 狼 过 杉 , RMT ESE, PR BBA A IS), 过 些 是 一 些 特 种 现 

* apocmn RRBeH, BABB HE w——B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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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或 者 简直 是 作者 的 空 口 优 脖 的 断言 ( 橡 腰 草 伙 杂 草 蒲公英 )。 
qe DE 所 说 的 话 时 , 我 们 必须 说 明 , BP IE) A ZI 

成 、 关 钛 其 内 部 过 程 的 问题 尝 须 要 和 从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观 系 来 进行 
大 量 的 研究 工作 , 这 个 问题 又 成 坊 十 分 过 切 的 问题 , 须要 最 快 地 
得 到 解答 , 因 篇 没有 过 种 解答 和 没有 种 的 概念 , 则 正如 恩格斯 所 

iy, SASS AM EMT (BHAA). (E.R 

A FTE Be AR SY, EA FES RE, A 

形 访 发 育 .生物 发 生 新陈代谢 作用 ) 0 ER 

转达 与 对 它 发 生 影 响 之 环 卉 的 关 傈 , 则 不 可 能 提供 出 关 帮 植物 

” 种 的 正 礁 概念 。 
篇 实 际 工作 的 目的 , 我 们 不 一 定 在 田间 实验 中 必须 将 实验 
进行 到 获得 新 种 坊 止 , (LEB RNB fei LA 
新 特征 的 规律 一 一- 过 一 点 就 会 成 坊 很 大 而 有 丛 的 成 就 。 

我 们 不 得 不 想到 一 个 问题 : ST SERA BE 
的 生物 学 家 ,从 上 述 一 个 种 “产生 ” 另 一 个 征 的 各 种 事实 中 得 出 
不 正确 的 糙 论 , PORTAL SHARE TEAR 
上 上 和 进化 中 新 特征 之 遗传 上 的 作用 所 抱 的 不 可 反 晓 的 见解 是 相 

矛盾 的 , 同时 与 他 在 生产 活动 方面 关 共 春 种 类 型 改造 含 冬 种 类 
型 和 冬 种 类 型 改造 知春 种 类 型 的 实验 也 是 相 了 矛盾 的 , 吉 些 不 正 

确 的 糙 给 与 反应 在 “农业 生物 学 ”一 书 (1948 年 ) 中 的 见解 都 是 
相 矛 盾 的 ? 过 个 问题 将 以 回答 

Fi BI Ci os SO RG PRD ENG SELB 

SERENE): “0+ POS BML PERDANA A, 才 不 会 发 生 错 误 。” 1 
1) “ 列 字 全 集 ", 俄 文 第 4 版 ,第 55 父 , 第 20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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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卓越 的 学 者 代 有 过 钳 误 , RE SC EK ER ,威廉 斯 . 澳 

HE ARRAS AAS RAGE. VASILE 

HAAR EDR A IML 
AP TEWE EMOUIC Eb TEA LK HA 他 在 发 展 

GRAVES PEAY EEE ACHES PGE, 首先 是 从 租 国 的 生物 学 中 ， 

徽 底 清除 各 种 派系 的 形式 遗传 学 , 摩尔 根 、. 孟 德尔 雯 义 。 他 第 一 

个 宣传 关 谎 植物 发 育 的 新 绪 含 (阶段 发 育 理论 等 等 ) 。 但 是 , 在 

种 和 种 之 形成 的 间 题 上 , BE 195) 年 受 上 述 事 实 的 迷惑 ， 芋 且 在 

以 后 可 门 去 车 找 而 果 积 过 些 事实 时 也 没有 对 它们 以 及 对 实验 加 

以 精密 的 估 俩 , 李 森 科 和 他 的 随从 者 对 过 些 事实 予以 不 正确 的 

解释 , 从 种 之 形成 的 观 莱 上 去 理解 这些 事实 。 但 是 有 关 所 谓 的 

“ 稳 之 形成 ”的 若干 材料 是 很 有 趣 的 生物 学 事实 , Ue BY HEA 

际 的 作用 。 

SMBS, 李 森 科 必 须 重 新 审查 一 个 种 转变 仿 另 一 个 已 有 

的 种 有 关 的 至 部 事实 , 小 且 不 败 该 将 种 之 形成 问题 与 过 坚实 验 

GM, FMR AL BR, 赂 该 当 过 个 重要 的 问题 在 同 
志 间 的 批评 情况 下 找 出 共同 的 看 法 ， 巍 该 努力 不 要 加 深 理 葵 上 上 

的 分 歧 ， 而 用 集体 的 努力 来 解决 过 个 问题 , DA ke BRA 

在 世界 上 佑 第 一 位 。 
AS SCALE VETER, 我 打算 以 后 再 提出 关 坪 种 之 形成 

的 若干 想法 ， 薄 涉及 到 某 些 从 其 他 方向 上 研究 种 之 形成 问题 的 

其 他 作者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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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R RR “HS Mise” 1953 年 第 2 期 ) 

PHY EAD BP PBR T RE Aa 
SU. FUR ASSL CPE TE ES MME HE iF By, EA 

FUDD EDGE BET PEM, PDE PE HS BAS — FR 

KH. CHRAMM AS Ba, 以 便 用 辩证 唯物 主义 的 观点 

来 关 明 它们 , 过 一 问题 已 经 极其 成 裔 了。 

塔 里 耶 夫 (B. WU. Tairez) 所 记载 的 由 一 种 玖 人 金 香 产 生 另 一 

个 种 的 事实 (1929 一 1950 年 ); 就 是 关 明 的 时 楼 已 成 熟 了 的 事实 
之 一 。 塔 里 子 夫 从 1919 年 起 就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wb PAE —AMBS A TulipaBiebersteiniana, (LA Vi, 该 种 的 

起 源 却 不 了 解 。 许 多 植株 很 好 地 开 了 花 , (ES, 1 RE 

来 进行 詹 性 每 殖 。 在 苗床 上 小 没有 栽培 其 他 种 的 奏 爹 香 。1925 
年 ,在 T. Biebersteiniana 的 25 个 标本 中 ， 介 发 现 另 一 生长 在 西 

PRIMES BRE OT. silvestris 的 7 个 标本 。 因 篇 新 植物 同 厂 szZues- 

tris 区 区 别 很 少 ， 塔 里 耶 夫 称 这 个 新 蝴 型 篇 .neosiiuestris。 他 

是 这样 描 述 过 种 现象 的 : “HA, 气 在 我 们 面前 的 有 高 度 科 学 意 

闵 的 事实 是 从 T. Bicbersteiniana 突然 发 生 一 种 类 型 , 中 然 过 一 
种 类 型 和 西欧 的 situestrt 不 是 完 侍 相同 的 , 但 是 十 分 显明 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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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ilvestris JAVANI.” BUGS FOE EAE Ra PMB BSA 

的 疑问 , (EERE, | 
1950 年 , (ESBS EHR (Tulipa) HARES 

SRT. neosilvestris 相同 的 新 类 型 。 过 些 植 株 是 在 1925 年 从 阿 斯 

和 圣 拉 汗 省 克拉 斯 庄 雅 尔 地 方 移植 到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iy fly T. Bieberstiniana, DAR 1925 年 从 阿尔 泰 移植 来 的 工 . 

tricolor, 19350 年 春 , 过 两 个 种 分 出 了 末 个 标本 , 它们 的 人 性 状 改 区 
48 T. neosilvestris 的 性 状 。 作 者 指出 ,在 T. Biebersteiniana 种 

直 和 从 末 十 个 标本 中 仅 提 供 了 两 三 株 新 天 型 的 植物 , 而 全 cricolor 

蓝 才 现 了 朝向 另 一 类 型 的 多 园 , 世上 且 在 不 同 植株 上 表现 了 不 同 
FUER, 

“从 五 个 花 的 标本 可 以 看 出 : 第 1 号 是 1 花 , 258; 第 2 号 
是 1 花 ,4 革 ; 第 5 号 是 2 花 ,4 华 ; 第 4 号 是 2 花 5 EHF 

1 EME; 第 5 号 是 5 花 。 基 本 上 过 个 种 类 是 具有 10 个 办 的 

花 被 和 10 个 雄 芒 , 肉 芒 突出 ，6 GE.” 
作者 逮 指 出 , 向 另 一 类 型 转达 时 , PETE REL PTE 

象 ( 畸 形 ) 同 时 发 生 。 

DE RBM Se PPE HU RE, 在 然 任何 杂交 的 无 性 每 殖 情况 下 一 
种 长 坊 另 一 种 是 不 容 等 辩 的 事实 , 同时 漫 认 篇 转变 的 原因 是 植 

欧 的 生活 人 条件。 例如 , 在 第 一 次 实验 中 , 并 Biebersteiniana 全 在 两 
三 年 前 从 阳光 较 多 的 、 较 乾燥 的 苗床 移植 到 阳光 较 少 的 、 较 潮 混 

药 以 及 施 有 必 肥 的 苗床 于。 作者 根据 过 一 点 作出 糙 论 , 假如 认 乱 
T. neosilvestris 起 源 钛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业 科 学 院 植物 园 的 施肥 

的 Fae rs ARE T- Biebersteiniana aii, Hh AC VY ERE T .. silves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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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L SIA ERT EY. AiG 

从 塔 里 耶 夫 的 观察 中 所 得 到 的 事实 , BE T AEA I 

由 另 一 种 突然 产生 的 现象 的 原理 , MERE PET BRR 

RRP, 小 且 也 出 现 太 野生 植物 中 。 种 的 沟 化 是 同 植物 

a 45 —[E] 20) Le ERE ARETE 

它 自己 特殊 的 种 , WE eRe. 

从 塔 里 耶 夫 著作 中 所 引 伍 的 材料 是 十 分 有 意义 的 , SHE 

城 的 植物 学 家 的 关 耿 一 种 可 以 不 经 过 有 性 生殖 的 后 代 由 无 性 每 

殖 产 生 另 一 个 种 的 报道 , 届 富 了 我 们 对 有 物 种 形成 的 知 功 过 些 

材料 也 证 实 了 米 丘 林 的 原理 , 即 植物 体 的 任何 部 分 都 具有 章 传 

性 ; 种 子 与 植物 的 任何 其 他 器 官 都 是 整个 有 机 喘 生 命 活动 的 产 

Hy. IEDR, 扰 性 繁殖 可 以 稳定 地 保证 遗传 性 的 保持 , BB 

末 一 个 种 在 无 性 繁殖 下 转 寿 优 另 一 个 种 的 事实 明白 地 指出 , 解 

决 植物 类 型 的 保持 问题 的 不 是 繁殖 方法 而 是 生 克 人 条 件 。. 

此 外 , 由 塔 里 耶 夫 著作 中 引 芭 出 来 的 材料 , 不 仅 清 楚 地 证 实 
了 有 物种 形成 的 飞 蹊 式 的 性 质 , ie DSR T ARTE we Bo HE 

程 的 存在 ;在 有 机体 中 的 完成 急剧 质 灵 的 量 粕 积 果 过 程 。 量 的 

积累 过 程 的 存在 可 以 由 下 列 事实 证 明 : 种 的 多 化 不 是 和 炎 化 了 

的 生活 条件 同 时 发 生 的 , 而 是 沟 过 一 定 的 时 间 才 发 生 的 ; 好 像 
T tricolor ($3 Fi UAE AS)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生活 到 第 五 年 , 才 发 生 由 

一 个 种 向 另 一 个 种 的 过 波 类 型 。 

我 们 不 打算 批判 地 淡 择 塔 里 子 夫 的 至 部 著作 , 但 要 指出 , 在 
入 类 的 面前 , AIS AR, 不 仅 发 生 在 栽培 植物 中 , 3 
且 淄 发 生 在 野生 植物 区 系 中 ; 不 仅 发 生 在 通过 有 性 生殖 产生 和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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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新 观念 

M. [IT. 雄 详 格拉 多 夫 。” 工 . B. HERZ 

(RAC ARBRE Hil BREE” 1955 年 第 2 期 ) 

“ply BRE SE” 1952 年 第 6 HAIR T HM ACH. B. Typ- 
Oun) 和 伊 万 谐 夫 ( 五 . 机. Weanos ) 的 论 女 , FER PULP EEE 
了 易 种 形成 的 新 理论 , 过 一 理论 是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其 小 册子 “科学 
中 关 基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1952 年 ) 及 登载 在 1951 一 1952 年 各 
种 不 同 的 生物 学 杂 计 上 以 同一 题目 的 论 女 中 所 关 述 的 。 
我 们 觉得 , PERL ATA AGT Ee SCOP TR HY BY EE 

见 和 理由 , AY, SE A; 在 他 们 的 BB CH, 特 
- 别 是 伊 苗 说 夫 的 论 女 中 , 便 人 感觉 到 , 不 是 致力 谎 发 现 和 确定 自 

然 现 象 中 的 各 种 规律 性 , 而 是 力图 优 论 如何 要 推翻 对 方 的 论据 ， 
泪 且 不 惜 任何 代价 的 去 消减 它们 。 | 

从 过 两 篇 批评 论 女 的 原文 中 很 清楚 地 看 出 , BCH EASE 
没有 以 篇 了 氛 访 或 反对 过 泵 女 的 物种 形成 学 语 , DES SOT OBE 
访 或 反对 李 森 科 的 学 说 所 谈 到 的 任何 事实 充实 了 科学 内 容 。 因 
而 , SALA ERR, DBE, 他 们 二 位 才 是 在 惧 空 挥 起 了 。 

和 他们 俩 仅仅 讨 论 了 过 泵 文 的 理 葵 糙 构 , 过 一 理论 烙 构 已 在 菩 维 
PME ARIE LPRERA BI. TELAT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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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见 中 ,新 的 意见 是 不 多 的 。 

他 们 同 李 森 科 的 根本 的 意见 分 歧 在 基 , 他 们 认定 新 种 由 华 
PE RBRM A: HBAS: “Re Ae 
Sie BMV. RAUB B tah. ” (8 801 A). 
位 批评 者 在 自己 的 种 的 还 新 形成 的 说 明 中 , PEG] TOU. B. 斯 
大 林 的 名 言 :“…… 忆 克 思 主义 认 篇 语言 从 售 的 摘 的 转 爸 不 是 
轻 过 爆发 , 不 是 经 过 消减 现存 的 语言 和 创造 新 的 语言 , 而 是 沟 过 

新 质 的 要 素 的 逐渐 积 果 , 也 就 是 经 过 蔓 质 要 素 的 还 渐 朗 亡 来 实 
现 的 。 

一 般 说 来 , 要 告诉 那些 醉心 基 爆 发 渝 的 同志 们 , TE SDE 
到 新 质 经 过 爆发 的 法 则 , MEAS eT 
AiG BLE BPS SB EZ A 
HR” v 

FLAT AA ES BARBS, SEE A a 
形成 的 自然 过 程 , ERS WEE RADE SRE, 

我 们 不 能 不 怀疑 , 在 物种 形成 时 , 从 伪 质 向 新 贤 的 过 渡 , 是 
像 阁 车 及 基础 的 或 上 层 建筑 之 类 的 其 他 和 社会 现象 所 遵循 的 规律 
人 性 来 进行 的 过 一 点 。 何 况 斯 大 林 本 人 薄 没 有 指出 在 生物 鼻 是 匈 

过 新 质 要 素 的 逐渐 积 果 而 发 展 的 可 能 性 。 

更 奇怪 的 是 , 杜 页 害 和 伊 万 谋 夫 只 依据 斯 大 林 的 上 述 名 时 
而 未 提 到 他 半 这 页 女 的 进化 论 所 提供 有 直接 价值 的 另外 的 一 些 

2) 斯大林: “SE ER MHS SB”, AK HR tk 1955 年 版 , 第 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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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言 :“ 另 一 方面 , SEE ER EE OS, 而 且 抄 斥 

包括 革命 存 内 的 、 按 辩证 法 来 了 解 的 发 展 , 但 从 辩证 方法 观点 看 
来 , 进化 和 革命 . 量 狼 和 质 狼 乃 是 同一 运动 的 两 个 必要 形式 。 

看 来 也 决 不 能 断言 "马克 思 主 义 .…… 对 思 泵 女 主 义 探 取 不 

批判 的 态度 ,”)) 恰好 在 过 些 名 言 中 已 表明 了 , 马克 思 主 义 考 对 
过 泵 女 主 义 及 对 其 认 乱 发 展 只 是 经 过 量 药 进化 而 没有 革命 的 质 

潍 的 学 说 底 批评 态度 的 实质 。 
MARS: “TEMA EEAM EA ABR E— 

下 子 就 发 生 的 , Ti ER th ESS boy BE i BE AWG, 过 
BE fy EPL FO FC HR HE HY, 过 就 引起 在 种 内 产生 

SAG, PET pS LORE TE AY, A EB A” CS 
801 页 ) 

过 泵 女 的 过 一 公式 , 在 杜 泵 涛 的 原著 中 站 未 被 任何 具体 的 

实例 或 援引 其 他 作者 关 述 的 实例 所 证 实 。 克 道 , FARE WE SSE 
发 表 和 后 90 年 期 间 , 生物 学 家 们 在 自然 界 盖 不 个 发 现 过 和 在 实验 
正 未 个 创造 过 直接 藤 实 过 一 公式 的 正确 性 的 例子 吗 ? 

断言 从 瘟 种 要 烃 过 许多 小 的 释 愤 的 积 果 向 新 种 过 滤 的 还 源 
性 的 同时 , 当然 几 该 提出 , SSBC EEN PEE FE PUES” PLR 
的 质 的 要 素 宪 竟 在 什 粤 了 地方? 根据 过 一 观点 其 麻 是 动 植 物 的 

某 种 器 官 或 特性 的 个 别 释 黑 一 量 攻 或 新 质 的 要 素 呢 ; HE 

种 ( 便 别 谎 同 一 种 的 另 一 释 种 是 一 系列 的 性 状 和 特性 , 但 与其 有 
联 又 的 是 一 系列 的 过 滤 个 体 ), FS HE BY PREM 

1) “WE bk RIK”, 第 工 逢 ,人民 出 版 入 1955 年 版 ,第 285 页 。 



met os, 关於 物 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讨论 

如 果 不 是 根据 具体 材料 去 解决 过 些 问题 , 那 未 批评 者 人 所 
AAI SRE, TO 

FLAS BSE: BES) SE A 8 | TE” 

过 是 很 有 人 缺点 的 一 般 公 式 。 所 有 的 生物 学 家 都 很 好 地 知道 , 许 
多 小 的 磷 轩 是 发 生 在 每 一 代 中 , 如 果 它 们 能 遗传 的 话 , 过 它们 的 
积 果 也 是 可 能 的 。 过 些 释 婴 的 积 果 在 怎样 的 阶段 上 才能 “产生 
和 分 见 ” 新 种 的 问题 是 如 何 来 解决 呢 ; 在 现代 生物 学 上 漫 没 有 
种 的 共同 标准 , 也 就 是 说 这样 的 标准 能 尖 用 放任 何 的 种 , 小 能 成 

坊 任 何 一 新 种 产生 时 的 尺度 。 
李 森 科 院 士 提出 了 两 条 过 样 的 标准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种 间 不 ， 

Hie Be PT REPS BARA REE BGR. (SS FE BER AB SE 

2, UE Le SHB HE. 

FLAS, 根据 恩格斯 的 意见 , 经 过 世 志 代 代 的 逐渐 积累 
发 生 了 “人 上 类 的 类 人 猿 租 先 转 杰 成 近代 的 人 一 一 只 然 过 个 过 程 
延 息 了 好 兹 十 万 年 , 但 过 却 是 生物 界 压 史 中 一 个 极 伟大 的 乘 跟 ?” 

(第 801 页 )。 我 们 认 念 , 把 入 狐 种 由 类 人 猿 得 先 发 展 的 压 史 , 理 
EPPS WAY AEE ERO REN; 科学 上 所 知道 的 类 型 一 
爪哇 猿人 Cumrexanrpom), ‘BY (cunanrpom), PEA 

(ascrpanonutexr) 及 内 安 得 塔 泵 入 (nedisxepraxeih 等 一 一 乃 

是 过 一 发 展 过 程 的 巨大 的 质 的 阶段 。 而 不 是 过 一 发 展 过 程 的 还 

渐 的 进程 。 
ALMA TE A Ce cH Bx Ei (第 800 一 801 页 ) 中 力求 证 明 ， 

过 泵 女 不 是 形而上学 者 , 他 ( 指 过 页 文 一 一 译 者 ) 不 仅 承 认 生 物 

FS Eh) Be, i RRA REE hh BB. STA 



ALAR BAA ETE ATRL 45 

的 ; PERE ARE Ze BE HT San A EY BRE. ALT REET 
BARRY SATE, 只 是 谈 到 过 泵 文学 说 的 一 般 精 神 , TT ARBE 
到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许多 壮 节 。 自 然 , 有 健 人 至 思想 的 人 们 中 的 任 

fit AAR EEE 3c, 说 他 否认 有 机 界 的 历史 发 展 , 否认 和 从 原 

Hee fj HL AE Ih AE AE, (LD 
YE 7 SHY op ELSE A SCE PR. SE SS 
3H: “MEAL SG BEAR EE HTD, PRDIRSE I, 往 后 的 研究 ， 
SEB Hh ME TES PEAY Be SE RE PS SS 
a3?» 

ELESG POORER S. RG TRE PE BESS TEM 2c SI 
种 形成 过 程 所 持 的 观点 。 

在 恩格斯 的 另外 _ 些 话 中 更 饼 明 地 表明 了 过 _- 黑 。1875 年 
Aa TERE HER (anpos) 的 信 中 说 道 :“ 我 同意 过 泵 女 学 语 
中 的 进化 广 , BB AS EH CHE ATER, ELSE) 
SU ON SEDAN Ee RY RRS ZY, 

假如 , 因此 某 一 位 所 请 自然 科学 家 敢 蕉 把 压 史 发 展 的 所 有 
WE SEEPS AR ZEA BRB 
种 公式 过 公式 就 是 在 自然 什 域 内 也 只 有 在 一 定 人 条 件 下 才能 接 
受 , 那 未 过 一 方法 本 身 就 会 给 自己 判决 有 罪 了 。”3) 
我 们 不 顺 意 引 公 , 但 又 不 得 不 引 从 恩格斯 的 这 些 话 , 以 便 比 

PLATES ei hh a AY EE. BSE 

1) Bet: “Rhbbkin”, SNR) E 1955 年 版 ,第 84 一 85 页 。 

2) “Bs. ADAIR”, BB Ba Bae ik 1947 年 PRICK 

第 3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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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 的 创始 、 思 格 斯 、 Pst. 斯大林 一 一 承认 了 范 

高 度 地 评价 pacers 但 决 不 是 同意 他 的 关 臣 每 殖 过 剩 、 

FEF PIS. APSE AEA PIS SE 性 状 分 歧 作 篇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的 因素 的 概念 

每 一 个 不 完 = 20h cus Sa SEAR AL OSE SE BER] 

见解 , ABE SPL a9 ZE Hh, BD ESS REE wh, BS SF ts A HE 

一 方面 是 有 利 的 。 ra 

ALAS S, APS SE oc SE LTE i Le. A 

”此 , FEAT A Se RR EERE LIA BR I SLM 

FEEREG LL. AFR PAGE EL rs | RTA RY HES 

见 , WITS REE SCRIPT Bis “RPE” TET Es 
概念 , ATR ALG RE A ESSE 

ALAR TS BESTA, 过 尔 女 与 李 森 科 的 意见 相反 , 过 页 

妇 承认 种 间 有 自然 界限 的 存在 , 站 指出 了 它们 的 相当 性 和 鼓 活 

性 。 

此 处 的 解释 题 然 是 不 在 切 的 , PE hE SRE. ELA FE 

论据 说 , 婚 然 达尔 女 已 经 写 册 了 ”物种 起 源 一 书 , 那 末 他 就 不 可 

FEB EMM ARETE. MERI, 过 页 女 已 论 及 了 实际 存在 着 

的 动 植物 有 楼 体 , 但 他 认 篇 它们 分 成 所 谓 狼 种 熏 种 是 有 人 条 件 的 ， 

因 篇 性 状 是 有 休 件 的 , 在 科学 上 是 不 通用 的 , 根据 过 些 性 状 就 

可 区 别 一 个 狼 种 和 与 另 一 狼 种 、 种 与 炙 种 及 一 个 种 与 男 一 个 种 。 

因 篇 有 人 条 件 通 用 的 不 同 的 性 状 不 是 不 攀 化 的 , 而 是 在 每 一 代 中 

都 改革 着 的 。 

人 条件 性 , 及 有 时 如 区 分 种 和 亚 种 的 很 普 小 基础 都 是 我 们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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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分 类 学 上 所 固有 的 。 在 工 . H. 巴 甫 治 夫 斯 基 院 士 的 最 近 -篇 
ia CF Py BEER”, 196245, 6 期 , 第 791 页 ) 报 道 :“ 对 种 的 
独立 性 要 进行 重新 审查 和 重新 估价 , ”过 种 “迫切 的 工作 便 得 种 
的 数量 有 巨大 的 迷 减 ”“ 饥 类 分 类 学 的 重新 审查 会 合 饥 短 种 的 
BEEP MES LO”, VMN, 而 后 分 类 学 又 
加 以 消减 的 篇 类 种 数 的 三 分 之 二 在 自然 界 中 芙 实地 存在 过 和 慎 
实地 被 消 减 了 吗 ? BAIA AE PB, FR EAN A eB 

程度 , BME: “Hh LES AP A 
| BPRS ILS TTP EU Ss OT ALN 
的 …………。2 1) 

EMT ACHUI RES MEI METEOR, 正 像 他 在 “网 种 起 源 ” 第 
四 章 中 所 氢 述 的 那 榜 , 是 以 种 内 问 等 过 程 中 相近 性 状 类 型 的 死 

CRRA. HATA SEF bb PH, MEO 
eee EEN ; 
此 外 , SEMA DALS, MEME ICAL A TEAL ARRIBA 

RD SELAH, PPR AE RIE PT 
以 随意 的 把 关於 质变 发 生 的 论断 硬 加 在 他 的 身上 上。 也 许 当 过 页 
女 指 出 由 藉 中 间 类 型 的 死亡 从 一 个 很 里 就 生活 了 的 种 产生 出 两 
个 或 数 个 分 歧 的 新 种 时 , 可 能 谈 到 过 一 点 。 在 同一 些 场合 下 , 
PRR AM vhs WEA FEA: RAR CT, 在 达尔 
女 对 有 驳 种 形成 过 程 的 描述 中 是 看 不 出 他 说 的 是 逐渐 的 过 渡 , 温 
是 飞 中 式 的 质 的 过 滤 。 只 是 可 以 语 百 自己 的 高 内 来 解释 沁 尔 妇 

1) RATA: “PML”, ABH WK 1957 年 俄 交 版 ,第 9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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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话 。 | . 
LSA WS WE SesR, AAs My Ly EA I ss 7 UR HY TBS 
EAM GM IER—BRS RENE EIEN MR BTN, 
但 过 决 不 是 意味 着 , 他 们 时 过 一 过 程 的 了 解 是 辩证 的 。 

FLAT AA el ERS (SR, 说 积累 起 来 引起 多 种 的 形成 的 许 

多 小 的 沟 婴 , HERE EI 8 ARTE we 
802 页 )。 假 如 实际 上 是 如 此 , PPAR RES UY JSR IE A 
以 未 能 引起 新 种 的 形成 呢 》 BRA RR ITE 
人 条件 下 是 以 更 紧张 的 速度 来 进行 的 。 

BR, 自然 滤 择 与 人工 滤 择 让 不 是 新 种 产生 的 基本 因素 ; 这 
一 作用 是 与 改 爸 相当 剧烈 的 生存 条 件 有 关 的 , 过 种 人 条件 的 同化 
作用 乃 是 产生 新 种 的 质 的 基础 。 种 内 药 轩 的 探 研 要 沙 到 选择 的 
身上 , STARA (ER A RE ET A 
篇 广泛 。 

fe HE BS: DASE BR BE HE ACE) OK ERS BY, 105 OB IR 
林 与 李 森 科 不 同 , BS TENT AA HEIL, 过 一 点 是 逻 
不 住 批评 的 。 杜 泵 客 所 举 出 的 米 丘 林 的 引证 中 , DEBE He 
慢 竹 ,不 在 基 一 种 是 由 另 一 种 产生 过 一 方面 ;而 是 进化 的 公 部 过 
FE, HIME ARNEL, “ERE EY 
FEAST” SREY ADEE, KEP ESE LS 
Hi Tak ORY Hy AS Sp, FL SCE RH SSP A 
EAS7R IR: OK PRUE AS Sy, AR A LS FOB 
OER HH DRE RV SREE, TAL TEL TEE, 培 青 一 
ALEC SH. BERN Pn, KP E 8 Ls SE P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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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E MLA TT RIE we PL, 可 以 使 我 们 从 其 中 能 得 

出 天 及 过 一 观点 的 清楚 的 论点 。 他 接受 了 过 泵 女 的 解说 像 从 前 
(1848 年 前 ) 李 森 科 所 接受 的 一 样 ,是 完 公 有 可 能 的 。 

FL BER Hs BF EA DT Tad, 
Sof AMD AN FT HEC LG) a HE I eR DEA, FE STE 
动物 体 中 具有 如 疫 性 , APE AE 白质 的 能 力 。 但 是 恰巧 存 
在 着 极 今 人 信服 的 许多 相反 的 例子 : FE) Ye MEME BOs BER 
中 ， 探 取 在 幼 齿 状态 中 以 不 同 种 的 个 体 ( 母 山羊 和 篇 羊 、 脆 钴 和 
雏 奖 等 ) 的 竹 合 方法 东 未 发 现 糙 合 了 的 有 机体 的 血液 成 分 与 其 
ABA HD “CEP WERE. Belt, 我 们 费 得 , Shay RS Tee 
发 展 的 早期 阶段 上 ， 即 党 其 至 部 身体 淄 未 获得 保守 的 狭 险种 的 
特性 时 ， 质 上 的 不 同 因素 的 产生 , 是 完 公 有 可 能 的 。 

ABABA Fs, 李 森 科 院 士 及 其 一 些 叙 述 物种 形成 的 

TDG, Bb SSE Pe AEA LATIN TEE SR BM TE. ER 
歧 、 合 理性 、 和 从 人 简单 到 槛 订 的 发 展 因素 、 保 护 色 和 气 驴 等 类 型 不 
Drs EMF ZENIT, 没有 和 给予 肉 有 的 说 明 。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学 说 中 当 过 些 问 题 没 有 加 以 巍 有 解释 , 可 
”以 襄 是 极 重大 的 缺点 , 特别 是 在 大 中 学 校 的 数学 工作 中 可 以 威 
慢 到 。 刘 授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关 用 物种 形成 学 品 的 数 师 们 没有 可 能 
使 自己 和 学 生 们 从 过 一 学 避 的 观点 上 来 理解 所 指出 的 问题 。 
”在 杜 泵 间 的 女 章 中 , 他 企图 根据 自己 对 轴 种 花粉 的 辅助 授 

粉 的 研究 糙 果 而 答 一 -种 产生 另 一 种 的 事实 以 新 颖 的 解释 的 那 - 
部 分 ， 是 极 有 趣味 的 。 但 是 在 杜 尔 害 和 其 他 研究 者 们 的 实验 
中 ， 束 个 或 数 个 父 本 的 性 状 遣 传 是 在 品种 间 杂 交情 况 下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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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WARE TEA RE SET Oe FAY, ELE AE Il ST 

述 的 用 黑 种 花粉 进行 辅助 授粉 的 实验 中 , TEAS IP Sp Me SE 

花粉 的 父 本 埔 助 传粉 者 的 纯 种 类 型 的 情况 , BEB 

FLAG PS PET REE Ee, 目前 膛 未 被 事实 所 证 实 。 

FLAT A Pees cs “DO” Chi PAS Be FL 

FPSB ATE HELE, LA De EET 

体 , FEUCBE Ty ERE FOE ZS Sy a TTI 

另 一 移 种 的 程度 , APES AE FA SE BS — 

种 的 程度 "( 第 816 FL). 
”因此 , ALAR AAR RRS, FOR PS LEN AS, Fe AT 

RE PERE PF, HEURES EDIE. BRDU TM, FE 

MAVET AE WERE LY HEA SAY SE 

EDEN, UCAS CTE BERN TAR CE AY 

WE BMAR. EAPAIEH, TSR FE DB He, 

FE Hin EAD ME ECR LTE Ya STD SEED, 是 没有 原则 

性 的 意义 的 , ABS REM AREER EE AL, TAFE 

种 形成 的 “机 械 作 用 ”。 
Fey BAS, ILM EME, 杜 尔 宪 在 一 种 产生 另 一 种 的 “ 

现象 的 解释 上, 和 李 森 科 院 士 关 从 过 一 点 所 弹 的 比较 起 来 , 范 未 

添 人 任何 原 旭 性 的 新 东西 。 

在 伊 万 庄 夫 的 妇 章 中 新 颖 的 见解 比较 少 ， (ls ih BLT 

REPS BE AES FE ALB HE BUDE SR SP EAR A Be 

SI TE ERE Sd. Pa RAY FANS Te EAB ee BA 

新 的 : ALAC —-VE Ie Bee arty AR RS eat ace l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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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身上 , HAUT RRA IES MARAT EM. 
FP MAI SCH E 821 页 内 , OSE AE 3c SEE BE 

SAMA PEAT OR, "以 及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 
极端 的 溉 种 在 外 界 条 件 影 响 下 在 自己 的 性 状 上 管 来 全 分 歧 。” 
“具有 极 不 同 的 性 状 的 极端 的 区 种 , He DS EI ATE 
件 , 因此 在 自然 渤 择 的 影响 下 , 它们 被 保存 下 来 ……。” 
PYG | DERE FEO ERE PRR 

Wer BMRB AMLIB AAS, 
FELD IMENT EE, BERS AUREL EA OE 
下 会 分 歧 , ORIOL T RW. 

PYRE MICA, 极端 的 光大 之 所 以 能 够 保存 下 求 ,是 由 
REM ZAG RL, UAE OER SB 
样 , AS CY SENET “++ RAE EY RE 
Aste SoHE h 6A BALE A, 因此 , eS 
SMA CE A ER, ee ARE 
ae : 

PREAH CANT “ALND” BR “HPN” EHS, 
fil, WEARS EAA EE EL AT IY Ch 821 
页 )。 李 森 科 非常 清楚 地 说 , 6 EA, 也 就 是 语 由 一 种 向 一 种 
的 允 湾 阶段 , 是 不 存在 的 ; TOE PL SR, 乃 是 “ 某 一 个 种 的 存在 
形式 ”。 伊 万 讲 夫 本 人 ,从 他 所 想 出 来 的 名 词 来 推论 ,得 出 一 个 
Fie, 即 它们 是 多 入 的 。 到 底 念 什 条 幻想 出 它们 来 呢 ? 

1) BMX: “MME”, RAB Se mk 1957 年 俄 文 版 , 第 1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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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E Te PUT EARLY BASS FEE FSS RS, ER 
Sco TE MES SPEEA AY SOP, Ee AEH TAS IE ER at 

ZRH IH: “Sk EMA RS, BAM Bee RS 
FEM, IBAA A BRT HE BRS, 那 
怕 是 用 黑 花 传粉 来 保证 。” 

伊 万 雍 夫 对 过 玲 句 话 是 过 柑 了 解 的 “ 即 不 是 多 种 的 产生 能 
保 征 种 的 通 几 性 , 相反 地 , 而 是 某 一 个 种 的 通 咖 性 保证 了 区 种 的 
产生 ”( 第 822 页 )。 伊 万 讲 夫 在 过 详 , 像 对 “种 间 ” 殉 种 的 情况 
—, RAT IGT AMR. 

伊 万 庄 夫 断言 , 他 在 李 森 科 的 文章 中 没有 找到 王 列 问题 的 
EAs, FS RR ANT) HEME AE MRS”, BL 
PAWEL, KPA EMRE OS, UES ER 
存在 着 质 的 差别 的 , 他 根本 不 同意 过 一 点 。 根 据 我 们 看 来 , 从 任 
何 一 茧 的 狗 种 中 产生 新 种 是 完 公 可 能 的 。 现 有 种 的 任何 一 个 区 
种 都 具有 该 种 所 特有 的 性 状 与 特 隆 ， 因 篇 在 生活 条 件 改 长 情 况 
下 , 某 些 殉 种 的 个 体 可 能 产生 新 种 。 在 卡拉 别 江 (Kaparersa] 
的 试验 中 不 同 品种 的 硬 粒 小 麦 一 一 ropxezdopxe 010 和 mexa- 

产生 了 另 一 种 -一 坎 粒 小 奏 的 一 邓 列 磷 种 。rop- 
yeupopme 和 Mexauoynyc 的 品种 是 硬 粒 小 春 种 的 狼 种 , 但 过 小 

不 妨 肆 它们 产生 新 种 。 显 然 , ABUT, Se FR HE EAE TA, 但 
同时 妇 种 不 是 从 一 种 转向 另 一 种 必需 的 过 滤 形式 。 具 有 多 种 的 
种 , 可 能 通过 其 中 之 一 产生 新 种 , 不 具有 欧 种 的 种 , DIS HE 
另 一 种 。 

伊 万 庄 夫 关 有 从 李 森 科 确 定 罗 紧 种 的 猴 种 在 自然 界 中 是 不 存 

Hoye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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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 绚 对 烙 渝 ， 是 错误 的 , 是 不 能 合 人 信服 的 , HEE MAR BR: 
对 的 。， 

伊 万 诺 夫 在 同一 页 中 (第 822 页 ) 毫 优 根据 地 把 否认 性 状 
AP, 及 因此 得 出 一 切 后 果 硬 加 在 李 森 科 身 上 , 即 分 歧 是 不 存 
在 的 , 过 意味 着 共同 的 祖先 是 不 存在 的 , ORS EMR LA 
-RELTS VM, 也 就 是 现在 的 多 少 种 , 意味 着 李 森 科 同 意 了 
神学 者 。 

SEIMERAS, TAMIA EERE. EDSBET ate ARB INN HE 
A, PUGET WS, Aa Ee BS ws, ATE REAR 
科 的 那 篇 给 女 中 所 写 的 :“…… 同 一 个 种 硬 粒 小 麦 〈T7iticzm 
durum) 可 能 产生 软 粒 小 麦 (Triicum wzl1gare)， 也 可 能 产生 黑 
WE (Secale cereale) ”交道 过 不 是 由 一 个 原始 种 央 生 两 个 不 同 种 
的 例子 吗 ? PEO REICH TEL, 过 是 李 森 科 所 否认 的 分 歧 。 

Stk, 伊 万 诺 夫 在 第 825 页 上 所 展开 的 是 同一 类 型 的 “ 批 
”地 森 科 谈 到 , 在 自然 界 中 只 要 “ 某 些 种 的 个 体 之 必要 生活 条 
eos 那 未 过 些 种 也 必然 存在 着 , WRB BOT 
的 特性 有 重大 影响 的 外 界 环境 条 件 发 生 了 演化 , 3B A 
将 追 使 有 机 体 的 种 的 特性 发 生 猴 化 些 种 产生 另 一 些 种 ,” 
伊 草 鞠 夫 把 上 述 的 语句 解说 成 “小 的 ” 激 狼 (raracrpog ) HR, 
PEL ALLA PSE SS”, FS A a 
AFCA BIT LAS TH, ELSE A AUR SBE T 

ASAE ICAT HEY DEM Ah FELIPE BT RE TIS AL 
讨论 路 鸳 : 如 所 周知 , OREN ARR RIEL TAR BE EY 
的 新 种 之 间 有 任何 联 紫 ， 可 是 在 李 森 科 的 学 说 中 是 伪 种 产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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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的 。 此 外 , 伊 万 族 夫 自己 所 举 出 的 李 森 科 的 引证 中 很 a 
FgH: (--+-- SEE ELIGSE Bley MSY BY PE BEA BI 
PLL Birk AREA PAE Fe ER, 而 是 ing 
A”, 同时 , REA SOR, “HEARS SHA Oe 
SSIES, WSL POE BE PE, BET Penh Som, Ie 

HEFCE UE CE FEE EMEP OS A” TG, 像 
PRR LY “AE” th PILI, 一 个 种 产生 另 一 个 种 

ARSE ORY EAE, 而 是 像 过 泵 女 在 '' 胸 种 起 源 " 中 所 提出 的 那 榜 , 
是 新 种 排 摘 人 蔓 种 。 eee 

伊 亩 庄 夫 的 另 一 “成 就 多 第 825 一 824 页 ) 是 发 现 李 森 科 的 理 

论 和 与 瑶 斯 曼 .摩尔 根 派 学 说 有 相似 之 点 。 伊 万 诸 夫 引 促 李 森 科 的 

天 攻 在 介 种 体内 央 生 新 种 胚胎 的 语句 , 对 基 过 一 点 他 写 道 :“ 因 

HUMARS VBR EARL, 要 一 直到 那些 一 下 子 

引起 新 种 产生 的 外 界 环 卉 的 重大 多 化 , 即 好 像 会 出 现 所 有 过 些 
BRAM AD, 来 到 以 前 , RA HB BIN. BB 

LEIS BALE HH J, BOIS BUR TBAB HA aie BY AS OHA FES 

TS JL RY) BS AEA EH BTA EAE A 
WZ ity HERB. | pete 

ee 

但 是 , PAG eR AA LS, SPT MRA 

251 BEG: “Ie PR 5 
不 同 的 种 ), 在 某 些 情形 下 , J py AAs AT DB, HELGA, 伊 
万 庄 夫 站 未 用 肉眼 通车 过 些 话 , 因此 他 作出 了 他 所 必需 的 .但 是 
毫 无 根据 的 糙 痊 。 以 下 就 是 在 “ 伊 蓝 诺 夫 式 的 "批评 方式 下 进行 

”的 : 在 李 森 科 看 来 , 有 机体 有 两 个 不 相 联 紧 的 起 点 , 内 外 两 个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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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 BAT TE “HORE” MERE, BE 
Wp AR BRE BUT MSIE), 他 甚至 在 魏 斯 曼 的 方式 
下 来 了 解 李 森 科 的 “ 体 甩 ” SB, 小 把 它 和 生殖 细胞 对 立 起 

来 : “根据 他 ( 李 森 科 一 作者 ) BES Tee A PN EAE HS 

' 体 粒 : 微粒 来 , 而 不 是 在 生殖 恶 胞 内 产生 出 它们 来 "第 824 页 )。 
凡是 了 解 米 丘 林 关 认 有 机 体 完整 性 的 学 说 的 人 都 知道 , 李 森 科 
从 来 也 没有 像 魏 斯 曼 派 和 伊 万 诺 夫 所 说 的 那 榜 来 把 “ 体 驱 ”和 生 
HAMM KA 

GPE i 0A HO BE AS Se I YE, 
伊 万 庄 夫 双 作 出 了 一 系列 的 互 大 的 “发 现 ": 第 一 , 根据 李 森 科 
的 理论 “新 种 的 产生 是 不 依 冀 种 的 遗传 性 坊 转 移 的 "第 825 页 ); 
第 二 , 李 森 科 不 承认 过 页 女 的 休 何 狼 数 的 仁 殖 和 种 内 欧 等 , 址 因 
而 也 不 承认 自然 半 择 , 所 以 他 就 不 能 侯 庆 用 过 请 妇 的 对 有 楼 体 

ha PEAS [A ; 第 三 , 李 森 科 的 物种 形成 理论 疫 有 光一 下 子 适 败 

TR FMEA DEAE DPR, 所 以 他 ' 答 目的 论 者 提供 了 

wae”, | . 

PA et Ee AEA TE) EAE 
TEAR ERS EAE EY) GR? PERLE IEE FRE, 发 

Pa FE ESE EE EE EE RE TO RE BL PEAY Ii 

化 作用 而 进行 的 ， 过 完全 是 与 新 种 的 发 育 有 关 的 。 米 丘 林 和 李 

森 科 从 未 对 物种 形成 持 有 其 他 意见 。 
断言 , 李 森 科 和 否认 自然 滤 择 的 作用 , RD RAR RRR 

Bly PH, AL POET ANE HF SCE RM: Ay BWR, a) Sey FL SES 
没有 根据 的 ; AMA ZERR BE: “EE SCY EL A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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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RB AEM ee reese 

殖 过 剩 )。2 ») 

以 目的 论 的 错误 来 责 允 李 森 科 , 过 已 是 1956 一 1959 年 讨论 

时 期 的 老 方法 。 芝 时 人 们 把 李 森 科 称 坊 拉 马克 派 , 承认 在 外 界 环 

卉 影 半 下 的 多 时 的 最 初 的 适应 性 和 过 些 狼 层 的 遗传 性 。 到 所 周 

知 , 米 丘 林 在 关 及 创造 畦 树 的 新 的 类 型 的 多 年 活动 中 , 以 数 百 个 

实例 证 明了 兆 得 遗传 的 定向 杰 轩 的 可 能 性 。 同 榜 地 李 森 科 和 他 
的 同事 们 以 及 许多 米 丘 林 工作 者 一 -集体 农 莫 昔 员 .农学 家 .中 

小 学 生 们 等 的 许多 试验 中 都 已 信 明 了 过 一 点 。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著名 原理 是 这 些 成 就 的 基础 , 它 很 清楚 地 表现 在 李 森 科 的 言论 

中 :“ 活 体 的 改 沟 是 新 陈 代谢 作用 改 光 的 糙 果 。 活 体 的 这些 区 

墨 永 速 庆 应 其 外 界 人 条 件 的 影响 。”2) 
李 森 科 在 “ 论 生 物 科 学 底 现 状 " 的 报告 中 SSE — Bh: 

“FE PT EO ARSE (LY TC EUR REE EE 

$258, 小 武 断 地 否定 了 相 顺 应 (适应 ) BR a ee 
SR iy HT EME, MEER ABE SU, 就 能 完全 按照 生活 条 件 影 

BERR ARUN (LE) 有 杰 体 的 驱 体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是 藉 助 

亦 同 化 养料 和 周围 环 卉 的 条 件 而 构成 的 ， 与 有 楼 体 的 形成 同时 
形成 了 它 的 一 切 特性 , 其 中 也 包括 遗传 性 的 特性 因此 在 发 育 着 

的 有 机体 同化 新 的 ( 改 释 了 的 ) 环 卉 人 条件 时 相 风 地 改 释 了 他 的 和 遗 

1) 李 森 科 :“ 层 业 生 物 学 ”1948 年 戏文 版 ,第 527 页 。 

2) RR: “农业 生物 学 ”1948 eK, F 556 He 

5) BRR: “iREDABUYSIMN”, SRNSRRASRES Ay Kas, 

1948 年 俄 文 版 ,第 32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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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性 。 

米 丘 林 对 有 机 体 庆 应 匆 黑 性 是 厌 助 从 环境 人 条件 的 同化 作用 

的 理解 就 是 如 此 。 伊 历 庄 夫 在 过 襄 所 发 现 的 目的 葵 的 原理 , 名 

然 是 没有 根据 的 。 

“” 伊 万 诗 夫 引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和 恩格斯 的 话 , 关 共 “种 的 概 

念 ?” 作 了 宛 长 的 叙述 (第 851 一 855 页 ), 但 从 所 有 的 仙 富 想像 中 作 

屿 了 很 奇怪 的 糙 哗 。 根 据 他 的 意见 , 不 可 能 以 自然 的 原因 来 解 

程 营 种 与 由 它 产 生 的 新 种 之 间 的 均等 关 傈 。 伊 万 谐 夫 府 决 地 站 

Fe ES AE BE ASE SCR IB LARS, 种 间 问 等 的 产生 只 可 

EMAL STEN PIS SPREE : 

当然 , 根据 李 森 科 的 观点 , rly BEST AY BR RAY EAE SE IRR 

AER: 新 种 藉 助 双 新 的 生存 人 条件 的 同化 作用 而 产生 

”的 , 因而 , 它 对 过 些 人 条 件 具 有 较 大 的 适应 力 , De BE EE 

型 。 

伊 万 诗 夫 否定 李 森 科 认 钨 种 内 问 等 对 种 是 “不 利 ” 的 论点 ， 

汞 认 篇 “根据 自然 原因 "不 能 解释 某 一 特性 或 性 状 的 有 利和 不 利 

(第 855 FH). HA, “不利 ”过 一 名 鹿 是 李 森 科 用 来 作乱 “有 和 丛 ” 

SSA SERS), 而 有 丛 的 特性 和 性 状 , 正如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是 由 

Fi SEE TETANY 

PEI AARC 837 真 ), HOARE TARE DLS TBE Ste 

FEE COBY”, EAE BIG ET &% BS, BD SE 
SCHEV LE EI ORFF AF PEL A ELAS BS As OHA HE DZ, 
就 推翻 了 马尔 萨 斯 学 说 。 伊 万 诺 夫 认 仿 ,反动 的 是 否认 动 植物 

Fy BE Any Bey BO, 而 不 是 承认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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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k SARC E, AS SORTS RD 
AMET SE OR SD OL TSMC EE 
Peer Pe ARETE. BUREN HR, 存在 的 只 是 有 
fA Fy DH Se SOMBER, 但 过 种 “要 求 "受到 各 种 自然 阻 
BEADED, 因而 这 种 要 求 永 下 也 不 会 实现 的 限制 任 何 一 物种 的 
个 体 的 数量 增加 的 因素 是 如 此 的 有 效 , 以 臻 影响 到 过 个 数量 仅 
PERLE FRR POAT SEMEL, 但 从 来 也 未 在 一 代 双 一 代 的 末 何 才 数 
中 增加 。 此 外 , 过 页 女 本 人 学 出 了 许多 例子 , 过 些 例子 证 明 限 制 
一 个 种 的 每 一 代 个 由 数量 是 不 受 互 相 竞 等 和 互相 玖 条 所 制 鞠 ， 
而 是 受 另 一 其 它 生 物 的 和 非 生物 的 条 件 影 澳 所 制 狗 的 。 

马尔 茵 斯 的 公式 正如 英国 的 反动 的 沟 济 学 家 们 所 创造 的 
“Pr Biae hy SRB, 目的 在 蕉 确立 一 种 口号 -一 一 “ 基 共 人口 
遇 剩 的 欧 等 是 一 切 进 步 的 必需 条 件 ”。 过 页 女 完全 贰 同 过 一 反动 

观点 , 过 和 从 他 说 的 话 圳 可 以 看 出 , 他 说 :“ 毫 无 疑问 , 人 类 正如 其 
他 动物 一 糠 , 藉 助 共生 存 门 皇 而 过 到 了 现代 的 高 级 状态 ; 过 种 问 
BACHE, 假如 要 炎 糙 发 展 下 去 的 话 , 那 未 就 必需 生 
存在 过 一 残酷 门 等 的 影响 之 下 , 否则 , 入 类 将 要 陷 太 游 手 好 阅 ， 
而 较 有 才干 的 人 将 不 能 成 篇 和 没有 才干 的 人 的 六 等 中 的 胁 利 
者 。 所 有 的 人 必需 作 公开 的 克 赛 ……。? 2 

沁 泵 女 睦 辣 把 均等 看 作 是 人 类 和 进步 的 动力 的 思想 , 同时 也 
把 它 搬 到 自然 界 中 , 他 断言 , 在 自然 中 的 进步 .发 展 和 改良 , 只 有 
在 因 生 活 坦 料 的 不 足 而 引起 的 种 内 站 等 的 存在 下 , 才 有 可 能 。 

1)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 “WMC RIB”, WLI Be BE IH PL tk 1957 年 

俄 交 版 , 第 10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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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EI E MT CBE LPR, 那 未 我 们 仿 了 建设 共产 主 

闵 而 力求 生活 孝 料 的 由 富 , 将 意味 着 一 切 进 步 的 区 烙 , 而 不 是 意 

味 着 共产 主义 和 社会 的 一 切 创造 力量 的 强大 高 涨 。 
PEA AOA, 假如 不 是 对 从 人 类 社会 , TL BLA 

Wy Fr aR, HS Be be or 的 公式 ， ee EME, 在 过 一 点 上 他 同意 过 

HL, 认 篇 种 内 问 等 是 进步 的 强 有 力 的 因素 。 在 过 详 正 如 解决 许 

多 其 他 间 题 一 样 , 伊 万 庄 夫 所 持 的 是 说 句 的 证 据 , 而 不 是 事实 的 

HB. Adc, 他 站 未 感到 任何 的 不 安 , SR: HEE 

然 喝 的 理由 来 解释 有 机 体 的 发 展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BEAR 

BEMKUAL: 笨 殖 过 剩 、 种 内 问 等 和 自然 滤 择 一 一 作者 )， 

ee ere te ee A 哈 心 主 闵 的 
mms’, 

— BRGEESRIT ES BEAK 859 FL), BR EAA Sew, 在 自然 

人 条件 和 入 的 干涉 下 物种 的 形成 是 “两 个 带 有 原则 性 的 不 同 的 明 

“ 程 。 假 如 米 丘 林 生物 学 同意 过 泵 文学 如 对 物种 形成 过 程 在 自然 

界 中 不 受信 类 的 干涉 的 理解 的 话 , 那 末 它 就 会 对 自然 界 发 展 的 

和 在 人 类 有 意识 的 .合理 的 干涉 下 的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 则 要 持 另 

外 一 个 观点 。” 

据 我 们 看 来 , FMEA — WU ITE EA AE oy BR 

米 丘 宁 身 上 是 错误 的 。 米 丘 林 从 来 也 未 该 过 自然 过 程 同人 们 在 

创造 新 的 类 型 的 事业 中 所 控制 的 允 程 “有 原则 人 性 ”的 人 区别 的 。 他 

ERB, 加 速 创造 新 类 型 的 速度 是 可 能 的 , 根据 自己 的 需要 定向 

地 改 洛 它们 是 可 能 的 , LER AUS TE PRR EY PR 

不 能 产生 的 类 型 是 可 能 的 。 米 丘 林 在 自己 的 创造 性 的 工作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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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上 范 未 赂 用 任何 原则 上 不 同 基 自 然 对 有 机 笨 的 影响 : 米 丘 
林 所 用 的 有 性 杂交 和 和 优 性 杂交 方法 藉以 获得 具有 动 撕 遗传 性 的 
有 机 册 在 原则 上 是 同 厅 交 的 自然 过 程 没有 区 别 的 。 灰 助 基 新 陈 
ACLS IE Ty ERR, 同样 地 在 原则 上 也 是 和 改 
儿 了 的 自然 条件 对 蕉 自然 杂种 的 影响 是 没有 区 别 的 。 我 们 再 重 
复 地 襄 , 差别 是 在 於 过 些 过 程 速度 中 , 是 在 基 用 和 人们 的 手 所 操作 

” 的 技术 , 而 不 是 在 共 控 制 有 机 体 炙 屋 过 程 原则 不 同 的 规律 性 。 
在 过 课 可 以 完全 败 用 斯 大 林 一 段 话 : 生生 

则 , 认识 它们 , 研究 它们 , 在 自己 的 行动 中 估计 到 它们 , AE 
来 仿 社 会 访 往 利 , 但 是 人们 不 能 改变 或 庆 除 过 些 法 则 ， ane 
制定 或 创造 新 的 科学 法 则 。? 
伊 万 诗 夫 责 龙 尖 尔 妇 和 李 森 科 , 说 他 们 不 正确 地 和 给 自然 办 

和 人 们 实践 中 的 新 颖 型 形成 过 程 以 一 般 的 解释 与 语 明 ,是 没有 
根据 的 。 SARE MEAN SES RSE CE: SE 
CRBS, FEE BSCE CP ISIE 7 RT BER A BLE 
og FCCC: (HEL HL) A A 
出 来 的 差别 没有 任何 不 同 。 而 李 森 科 却 指出 , A PUSS PH 
SVS AR HE [Al ES SAY PAL BI. HD, 人 
工 淡 香 和 自然 选择 , SER Fy SUL Ps SEBEL GRAD, 是 不 可 
能 创造 出 新 种 ; 新 种 只 有 轻 过 有 机 体 在 改 寿 了 的 生存 条 件 中 才 
能 产生 有 机 体 的 新 陈 代谢 和 本 性 的 课 歼 沟 黑 。 
Fe Lia Rh, 我 们 要 指出 : 
1. 杜 泵 省 和 伊 万 诗 夫 没有 学 出 .也 不 可 能 举 出 据 访 过 页 
1， 斯 天 林 : “RRMA Or EREREDYRTE”, 人 民 出 版 让 1952 年 版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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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SAR BS ey TE, we FAY ARE 
2. faa WE tls AT EO , Wy ALTE CSR DST 

iy Sere He EPO EIA As RAIS 
5. ALP zs DUT Any EES RS ESE BT S115 Wo PTE BES 

$0 SEP: OTL RPI BEE SRE AG | Re aE 
As ARTE RAR BRO IERERE. - 

A, ASHES NL Hh TEA DIE ESE FE 

GEIB Se VI An BY PIF eA TE 
BOBBLE. PE LAWN HERE Bede TBS) BEI 

5. PYAR STS, ARAL SES RE CE BRIE, 
过 程 和 种 内 党 野性 的 解释 , 是 不 正确 的 。 

( 子 Bee Seine) 

[作者 : M. Il Buinorpagos a T. B. Bunorpajoza. AER: O xputuxe H. 

B. Typ6uatm u H. Jl. Usanosnmm HOBEIX mpesctanrennit o BH A00Opasoza- 

H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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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A GFE Beene eee cence eee ceeene H.B. 巴 甫 洛 夫 ( 1) 

FLA AN PAK BE EE ES 
>. See 人 0.5. Shh 22am (15) 

2 PBL A PL Hs BE PB TL” BA | 
[29 See M.B. fii BALK ( 20 ) 

AS IRC IPa a OLA ae inl: E.B. 波 布 科 ( 39 ) 

论 物 种 和 与 物种 形成 的 关 题 ……… 和 0 II.H. 塔 里 有 曼 (48 ) 





论 通 过 蚁 化 的 物种 形成 、 

HBA ABR 
CIE SCAR RENE “Hitt SMES” 195348 $F 3 期 ) 

due ZS ASCE BA EBay, tee Ea 
PANG Fe ATL ELIOT SE ARR EH BEL T PAS EV 

RELL AY, 按照 达 泵 文 的 学 说 , 新 种 是 依据 生存 着 的 化 种 的 绝种 

底 和 独立 ， 题 过 性 状 分离 (PK) 和 中 间 类 型 死亡 的 方法 而 形成 “ 
HH, HAKFPEREMIHS 

HSE PICS SB LIE (LER ERR HEE CH 

MMA PRS TS: OGRA RO eB 
型 存在 VAT BRIEAS SLAG BEIT RISER, BEAN AT OB SE 
些 中 间 类 型 死亡 的 原因 。 

有 关 物 种 的 形成 、 有 关 种 的 狼 种 的 存在 和 种 问 间断 或 界 称 
”发 生 之 --- 切 过 程 的 新 解释 ， 促 使 李 森 科研 究 出 脖 厌 暖 化 的 物种 
形成 学 说 。 一 个 种 过 滤 到 另 一 个 种 的 飞 蹊 性 质 就 是 种 间 具 有 间 
断 的 原因 。 中 间 类 型 是 没有 的 ; 因 需 它们 和 从 来 也 没有 过 , 一 个 种 
是 直接 地 产生 另 一 个 种 。 因 此 ; 在 李 森 科 的 理解 中 ， 脱 落 . 间断 
炉 是 第 一 性 的 。 在 从 进化 向 革命 运动 的 类 型 底 爸 化 下 ， 由 认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不 间断 性 , 脱落 必然 发 生 , Se Ly OE 

1) FRA: “ 科 人 掌中 关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夷 联 国 立 农 业 画 籍 出 版 社 ， 1952 

FF ARSC AK S | 



2 BBE) WS Py Fi hy FB HE 

RA BE BAA BBR. A, FEAR LEE 

ie EMRE) EN, ARH RS 
第 一 性 的 ;, 而 后来, ZEAL, RSE 

Feu S al ET, Ky iM; Bik eS — Pe 的 。 

李 森 科 在 物种 起 源 问 题 上 所 发 展 的 过 种 观点 是 根据 瓣 苹 唯 
Wz, ALE DMR AMR ILERE, UR 

AMPED REM, RIESE 2. KARAS, 生命 与 发 

REGS HEL, MEARE, SRP Bi 

BEE whe Fate A IVE Ds BASE FRI AY, EE“ FE» 

WotR, WERE BIB”) PAPAS TS 
e 

规律 下 了 个 定义 。 早 在 1905 年 ， 他 就 指示 过 SC RRR 
进化 与 革命 ”2) 

(0, SEAL OLIS Ae EIN SURAT EDD 

denen) x atic. nab nese 
式 是 同样 的 ; 均等 的 。 不 但 如 此 ， 斯 大 林 同 志 在 新 近 的 著作 “局 
克 思 主义 和 与 语言 学 问题 " 讲 , RAE LA HB RE LO IR 
REET ob RE 

(3 AE PE PLR TERE LE ALIS, VE. “OK SED 
创造 性 过 页 文 主 义 不 是 把 发 展 理解 需 平 凡 的 进化 ， 而 是 把 发 展 
ES TE oy ORR EAE IC OL SOR, EA 
它 自 己 的 特性 ; IER, Jee, a 
原来 的 不 同 的 生存 规律 有 根本 区 别 的 性 状 炉 体 。”?， 

1) PS: EBA” , 花 联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47 年 俄 交 版 ,第 265 A, 
2) 斯 大 林 : “ 扎 政 府 主义 还 是 社会 主义 ??1949 年 俄 文 版 ,第 8 页 。 

3) SRA: “科学 中 关 秦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妓 联 国 立 农 业 叫 籍 出 版 社 ， 1952 

年 俄 广 版 ,第 10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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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李 森 科 得 出 直接 否认 过 页 娘 主 义 的 观念 : “RAM 
是 孕 青 着 的 种 , 而 种 是 表现 明显 的 颁 种 , 过 种 断言 是 不 正确 的 。 
要 知道 , 从 这 个 错误 的 定义 出 发 ， 和 结果 就 会 得 出 过 样 一 个 糙 葵 ， 
MNES MGR ALE, AR, MAHAN 
HPPA, BT Er Be RAR TE 
HERO, 过 于 面包 售 着 平凡 的 进化 花 和 有 机 界 的 实际 之 
间 的 根本 了 矛盾 之 一 。 种 间 允 滤 释 种 的 不 存在 ， 兹 不 是 因 乱 和 过 些 
MAMA PRK, MEARE ARE, 二 
SOS IE Wy IEA TE IB, SEAL RATE RD 

Be, PRET — AAD TE 
ST A HERI ee DL ae 

“SUNG A CSSA HSE PU: ASAT EERE Pb 

27 RM A, HEAT PRES (LEA ak 

AEG SUL BROT MEALS CESARE, BLEED 

PANNIERS), WE DLA aT RS PBB, FEB 

AS HUN AE ENS Py EEA: AS By BEM. GE 

Soh LAE AT UES, ROEDER A ， 

和 胚芽 。”” 

(ERR RS: “…… 植 物 界 台 物 种 形成 问题 的 现 有 

材料 使 我 们 有 根据 来 说 ， 现 存 的 (着 重点 是 我 们 加 的 一 作者 ) 

“古物 种 中 ， 如 果 不 是 至 部 ， 那 未 也 有 许多 在 目前 是 能 够 重新 产 
Ae, Te ARS EE, 会 屡次 从 其 他 种 产生 出 来 ， 而 且 同一 个 植 

1) FRA: “科学 中 因 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芒 联 国 立 农业 书 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俄 文 版 ) 第 11 页 。 

2) 同上 ,第 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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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能 够 产生 各 种 和 与 它 相 近 的 种 -例如 , [A] — AEE BL HE ( Triti 
cum: durum) BEA LAREN WAL DBE (Triticumu vulgare), KINA je 

He BZ (Secale cereale) ,??1) 

我 们 将 不 谈论 最 后 引证 中 的 有 趣 了 矛盾, LEE GE S1—— 

2) 所 指 的 是 “各 种 与 它 相 近 的 种 ”的 产生 ， 而 作 需 例子 的 蕉 
到 是 引用 其 他 属 的 产生 。 顺 便 说 一 说 ， 过 个 例子 不 是 偶而 的 失 

言 或 错误 ; A TI Ee TERS EE BS MARR RE HR, 李 森 
AE TRAY EAE ASTER, ALB, RO LESS, 过 怎 

CLARA RCH”, 而 同样 是 另 一 属 , LARS 
另 一. 族 或 亚 科 。 
一 ” 另 一 重要 得 多 的 事实 是 :把 上 述 御 有 还 厌 电 化 的 物种 起 源 

概念 毫 无 根据 地 称 需 米 丘 林 学 说 和 创造 性 巡 尔 文 主义 。 大 家 知 

道 , 米 丘 林 无 条 件 地 承认 自然 界 发 展 的 进化 过 程 , 汞 且 自 己 在 培 

育 新 植物 方面 的 劳动 仅仅 指向 烩 短 适 一 过 程 的 上 时间 和 控制 它 使 
BAA A, A, 应 该 承认 , 李 森 科 在 自己 的 概念 中 , 这 过 地 

BEAT OK PKA es 
然而 ; YET he PE Bt SS MEET“ BSE ESE AEE”, 

i HAIR BE TSE CER, EE SK A. 2K 
$552, M.A. FUSE SE RES A Bir ER TEBE POS 
ASAT EH = SK: UE, LAI REE RAN 
ZAP ASE DE TE, HEUER T ER 
EERE EA ARR LIER T OSE. BERR “MR AIES 
部 , 那 末 也 有 许多 种 在 目 前 是 能 够 重新 产生 , IEE 

1) PGR: “科学 中 因 余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 妨 联 国立 农业 书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俄 文 版 ,第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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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坎 从 其 他 种 产生 出 来 , ”2 那 未 , 在 大 会 上 所 作 的 断言 : “任何 
活体 的 共同 特征 是 重新 产生 自己 的 相似 者 ”2) 就 完 公 消失 掉 了 。 

所 以 , SE SCRE ASE MAPA, BNE AE eto MEE BUR 
eFC DBRS tes RSF PS SH A see 
Hy AGB iT BERAY 

FAIRE, 作 需 积累 植株 所 有 合理 的 NE SER A ASE 
已 们 居住 条件 的 至 部 敌人 送 应 性 与 合 通 性 底 因素 的 自然 选择 也 
就 消失 了 , 而 过 在 久 月 会 议 训 全 促使 李 森 科 说 : “有 了 机体 奥 其 所 
必需 的 生活 条件 是 芋 一 的 。”9， 

李 森 科 也 同 楼 担 秦 了 过 一 思想 与 论点 : “遗传 性 是 有 机 体 
在 许多 先 代 中 所 同化 的 外 界 环境 作用 的 集中 糙 果 。” 铺 斌 然 从 硬 
HSER REECE RS, TE LAE ER AT 
ETE, 那 未 不 管 怎样 的 选择 , SAME AEE DAA CH TT (AR 
境 人 条 件 作用 的 粘 果 都 根本 菊 不 上 了 。 新 种 ， 而 在 上 述 一 系 烈 情 
如 中共 到 新 届 突 然 带 痢 自 己 生物 学 特性 的 他 部 和 相 和 而 出 现 ， 正 
如 昔日 B.IT. 科 马 绝 夫 关 於 德 弗 利兹 的 突 到 所 就 过 的 :“…'… 好 全 
TEA Po Se AE eae A EM HEE HH SA 
HEP HS” 

1) 李 森 科 : “科学 中 关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BA Or AB ik, 195 24F 

RACK, HH 19 页 。 p 

(2) FRA: GREMABYSUR", SAE BRA Be 1948 年 大 会 的 速记 

#1948 年 俄 文 版 ;第 28 页 。 

3) FRA: HB PHAM SARIS”, SEs SSH emt, 1952 

年 俄 广 版) 第 27 A, 

4) 同上 ,第 33 页 。 

5) BEA: HN Biss. Mia”, BRR BR F 20 1901 F 

FRAC, H 8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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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和 从 巡 泵 文学 说 的 三 个 租 成 部 分 中 什么 也 没 留 下 : it 

传 性 和 自然 选择 没有 了 , 而 代替 它们 留 下 了 车 人 璇 闻 的 、 言 过 其 ， 
io, MARRS LOA, Sees 
ASHE IESE CBS, 而 是 完全 否定 它 。 

Hf, Si. SE A A RS AC 
ADA. KE, MRE RI SS, BARAT 
各 如 的 会 碰 到 在 1901 2 BE FE HY DB RULES A, DH RAL TEE 
以 前 一 点 的 C.H. FP ese BS SL a Vw (18992), 

PUPAE EAR ASE EES Ea A, LS 
SSC N.D. PRERRREAREMETT, MPU 
PESI— BAO As, RET Ah ED BE a ES 

原 旭 就 是 在 日 本 的 半山 森林 中 以 自然 方法 发 生 着 森林 楠 种 的 更 
替 ， 和 由於 植物 相互 作用 的 烙 果 : 关 华 桂林 被 对 华 树 林 所 替代 7 

TBAB, SS, HERE 

知道 了 的 ， 特 别 是 著名 的 俄罗斯 森林 学 家 [T.@ EE I 
站 描述 过 它们 。 然 而 作者 中 没有 任何 人 打算 把 进化 论 建 立 在 这 
些 事实 上 ， 更 何况 把 它 与 巡 泵 文理 答对 立 起 来 。 此 外 ， 一 这 
是 李 森 科 概 念 中 的 特征 汞 上 且 过 产生 出 具有 更 替 理 论 的 概念 一 
浅 就 是 典型 的 “物种 永 悟性 下 的 进化 汪 SEMEL SEB TE AIS 

“现存 植物 种 ， 如 果 不 是 全 部 ， 那 未 就 是 其 中 有 许多 种 ”的 物种 

形成 的 。 

SUA BRABUS ER, HRT 
CAM PIT ASA, FEB, Ae 

1) FRBK: AAT. RAVER ER”, RH “BH”, 

37 1952 年 ,第 6 期 ,第 8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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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ES Hy BAC Ee ALAS EL SE, eT 
WT Hho SESE ACER, TEL, 突然 地 
LAA, HFA, ACEC SER 
消 拓 等 等 就 是 过 样 。 正 像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过 种 观察 花 至 做 了 居 
维 华 激 沟 葵 的 基础 。 但 是 ，B. 11. 科 马 猴 夫 认 般 必须 把 突然 性 的 
概念 加 以 重大 修正 。 他 说 : “.…… 必 须 从 本 质 上 来 理解 泛 个 “ 突 
然 ': 有 时候 它 意味 着 三 百世 年 ; 有 时 候 多 一 些 , 有 时候 少 一 些 。 
{LAWS HW EL BA eH” 

| EARLS ESE MISC ER, PR AST SE A, B- 

TALIS MEK ANE SIAM TEAC ETE LS AE AES 
St: “化 种 是 一 定 种 的 生存 形 驴 ; IAG A OE 
MBG hE SHA OR, (EER 
SSR AGNES, BHMBME SE, NE 
RAYS SORT EMR ARM, 例如 , RIE MOEA 
lt 2 a 

EH. D. ERI ?可 ,已 经 注意 到 在 过 个 议论 中 , 种 
页 瞎 种 的 关 傈 被 本 未 倒置 地 担 了 出 来 。 

现在 看 一 看 ， 宪 更 怎 榜 的 事实 作 需 李 森 科 如 此 每 剧 离开 过 
羡 文 学 说 的 原因 。 必 须 直达 说 明 ， 过 些 事实 还 不 够 丰富 而 且 其 
中 有 许多 温 不 足以 合 人 信服 。 警 如 我 们 与 H.B. 杜 尔 宾 一 调 完 

1) AGMA: “现代 达 坪 文 主义 原理 ?"， 载 < 国立 列宁 大 马克思 二 义 者 部 会 
ec FR” » SS 2 4B, 1929 年 俄 交 版 ;第 117 页 。 

2) 李 穆 科 :“ 科 学 中 天 余生 物种 的 新 见解 ?， 功 联 国立 农业 书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 

FRACKK, H12A, 

3) PRGA: “me RAM ya BR”, aM BH”, 38 37 

41952 年 ,第 6 期 ,第 8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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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AT Ey APA A BS A AHL” BE: 
BB, MRT. ESET, 自身 嫁接 的 可 能 性 
或 从 素来 的 小 种 子 产生 其 他 朵 称 桂 种 的 可 能 性 是 无 可 上 比 所 的 更 
SEP 

Ae He CE RE BR EER 
年 生 植 物 。 在 已 经 提 及 的 HB MARES T AEE 
有 的 蜡 化 事例 。 开 站 是 B. K. 卡拉 别 江 所 进行 的 汞 WS 1948 年 完 
成 了 的 工作 ; 在 那 夏 发 现 28 He AMER NOE, 在 近 冬 播种 下 ; 从 
已 的 种 子 所 得 到 的 部 分 村 株 在 二 , 三 代 内 ， 很 迅速 地 转 释 需 42 

”染色体 的 普通 小 亦 了 ， 亦 序 转 缀 需 完全 另 一 个 种 。 随 后 所 发 表 
的 事实 是 在 硬 粒 小 麦 和 普通 小 麦 的 许 穗 训 观 察 到 个 别 的 黑帮 种 
子 , 把 它 种 后 长 出 黑帮 植株 来 , 在 播种 的 燕 寿 圆锥 花序 中 发 现 野 
AERIS TGF, AE UIE IME DEE BAF 
SEATS TREE ee UR, SRW PARES, 洋 属 豆 也 
KT ORE, DAB AL EE 
BRINE EIEN EE SI 
正如 李 森 科 所 述 , 在 全 部 过 些 事例 中 , PLOT RE 

机 体 在 特殊 的 新 条 件 下 ， 在 一 些 世代 中 改作 生命 活动 所 准备 
的 。 在 B.K. 卡 拉 别 江 的 试验 对, 过 就 是 近 冬 播种 , 它 存 硬 粒 小 故 
PHAR AM, ARR i ee 
SERA TOA OR SE “IRS” YR, 
ne GME RES, tL a FL 
Fes AAR PRL, SEAL LE Ey Vk AEB 

4) ALR: GERAERMBHSR”’, MAM “hy BHR”, 37 , 

1952 年 ,第 6 期 ;第 8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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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RA, DORA SEE RA 

fai. 
EPA BE, “AT AVES A” WY RES ERE RES, i 

PE AEE VEE REA. RRB, 在 过 当中 , AMIR IE 
BY AAS A — Me A A PE AL 
还 不 在 过 些 和 站 节 上。 最 根本 而 原则 上 新 的 东西 ， 就 是 在 全 部 过 

” 些 事例 中 都 确定 匀 蹊 的 存在 ， 确 定 物 种 性 状 的 纺 体 不 是 逐渐 形 : 

成 的 。 
HBA OCR) SEE TMM aE 

泵 工作 的 确 避 性 和 诚实 性 ， 该 工作 是 专门 来 葬 找 高 加 索 小 帮 穗 

Ri Beet, Ki, SPER RIT RIES 
AAG TRL T RP, SH RR 
FS — BRA RT 4 NF 。 但 正 

EASEERE, Hy BR, HTB IRE 
MOREE, WHR. ALARM AAR SEA, Whee 

SE AE pa hE LITE WHR OED EL 2 BO SS 
. HA, TUE RSE RRR ER Le 
MAG HRS E, WIT Baty BS, 没有 它 所 固有 的 花 器 与 
小 穗 的 颖 片 , 正如 所 知道 的 那 榜 , 过 是 黑帮 区 别 认 小麦 的 祖传 特 
徽 。 认 有 在 那个 时 候 ， 就 是 说 倚 使 在 小 奏 穗 吉 有 清楚 看 得 出 的 
小 穗 , TREN BLS LAS EB“ RS, 独特 的 ,本质 上 不 同 的 颖 片 、 

。 苦 等 等 的 黑帮 花 时 ， 那 未 出 现 黑帮 种 子 的 事实 才 可 以 接受 。 切 | 

不 可 忘记 和 过 对 所 指 的 不 是 两 个 相近 种 的 转 伙 而 是 新 属 的 诞生 。 
正 是 过 佰 “ 现 化 ”机 构 ” 的 解释 释 不 起 最 起 码 的 批评 ， 适 是 : 

由 李 森 科 在 0.B. 勤 柏 辛 斯 卡 娅 优越 确 革 了 的 工作 基 研 上 提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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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DHEA BBA AL”; 过 个 字眼 ; 顺便 提 一 提 , ERE 
科 所 喜爱 的 术语 LE SRG PE EE”, “OR PRE” 
葵 文 中 可 看 到 同 楼 的 “微粒 ”)。 

根据 0.B. 惑 柏 注 斯 卡 娅 的 工作 ， 假 如 非 锈 胞 的 活 质 再 生成 
AND, BOAR STE Ae 
HS, LOS AOL ANAL. Bild, ERE HE EO IE 
FE SAMG, 想必 也 生成 胚胎 , BRACE ANSE Ss EAE ERE A 

Wht SE BMG BME io MERA 
<, Ee] cy SE BE ES A SR ER, 那 示 从 非 竹 胞 

Wy TEE AK DRT AE K 
ABSE, JE FLAG PEAR DO TEL BE SR 

Sees eaIe (或 微粒 ) Wee IEA EIA ee ee 
不 是 竹子 的 。 蘑 昔 的 或 稻 子 的 呢 ? WE MIEMM ERT 
小 讼 组 胞 的 再 生 而 突然 产生 另 一 属 一 一 黑帮 属 的 条 胞 ， 过 是 不 
Ay BEA. 
H:B, 杜 尔 宾 在 另 一 方面 说 得 正确 ， 就 是 即使 在 全 部 发 表 的 

“ 归 化 "是 无 疑 闵 正确 的 情况 下 ， 用 物种 形成 那样 球 带 的 概念 来 
解释 它 们 决 不 是 必须 的 和 唯一 的 。 他 针 认 这样 形 成 的 杂种 自然 
性 底 理 解 中 然 泥 今 如同 李 森 科 的 观念 那 楼 , [ERS BER, 但 
宪 珊 已 有 一 些 规律 性 而 主要 是 用 试验 检查 可 以 多 得 的 ; 过 试验 
fA, TERRI :的 许多 材料 里 所 看 出 ，H,B. 杜 尔 客 已 开始 做 

在 自然 科学 训 , 如 同 在 任何 其 他 科学 可 一 楼 ， 最 好 的 观念 

1) FER: mk Rat BR”, RE Hiy SMES ”) 37%, 1952 

年 ;第 6 期 ,第 8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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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ROSES, - ELIE EAE PR PA PC RE EE See Cae 

ESB MAI, BASALT FLAS RUPEE Be 
1, EARP RESIN. TEAR AT TS AE ie LS TTS IE 
CORTE, MEAT H. RW LMR eC 
些 原则 性 意见 。 

所 对 察 到 的 和 授 引 来 性 明 各 种 各 样 飞 蹊 转 绝 的 实际 材 料 ， 
| SPAWAR. ABELL FE EE 
少 , MESES A EME, ES ME, CE ARE eh ee 
AIS BMA. WSESEB. K.RHE SILT AAA BREN 
ELE ORE A, 过 在 上 面 已 提 到 过 , 其 次 是 在 
小 变 中 发 现 有 黑 放 和 大 亦 以 及 甘蓝 转 释 需 冬 油菜 。 当 所 指 的 是 
天 於 相同 的 一 些 栽 培植 物 星 化 需 与 它们 相伴 的 杂 草 东 且 往往 是 
UGB LIVE A AT RO EASE, dn TE SREZS Fa Ay 
情况 下 , 那 示 过 个 素来 是 栽培 的 . PELAGIC EB OAT 
Ri REBT, HAVER MEDD, we 
HERESY AE ey LA SER, 
HESSEN, 李 森 科隆 示 过 。 顺 便 提 一 提 , 一 般 说 来 ， 不 府 看 出 
过 些 转化 的 项 目 中 ， 仍 然 是 以 产生 其 他 的 属 来 代替 “与 它 相 近 “ 
SOB, 而 在 黑 许 与 矢 车 菊 属 的 情况 中 ， 甚 至 是 另外 的 科 。 
问题 实质 一 一 过 些 事实 大 多 数 都 不 完备 一 一 在 认 大 部 分 栽培 作 、 
胸 是 释 历 了 许多 世 各 的 历史 的 复杂 杂种 ， 牙 在 它们 的 耕种 人 条件 
SRM, 容易 暴露 返 祖 现象 , 向 着 祖先 方面 恢复 的 现 
象 或 者 出 现 一 些 以 往 参 加 到 杂种 起 源 的 革 本 类 型 。 

由 认 过 个 称 故 , 必须 说 , 关 述 自然 界 中 芙 正 新 的 规律 性 和 概 
” 念 是 极 需 重要 而 困 闪 的 工作 。 没 有 充 众 擎 担 以 前 的 科学 竹 

HE, ALY HEE BSAA, 成 党 同 义 语 学 或 重复 语 中 混 筷 的 履 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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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 | 
我 们 用 路 然 值得 注意 ， 但 还 很 少 有 惟 知 道 的 实例 来 解释 过 

(BH Bio KASAI ERA 1948 年 所 提出 的 遗传 性 描述 : 
“遗传 性 是 有 机 体 在 以 前 各 代 所 同化 的 外 界 环境 人 条 件 影 响 的 车 

HB CINE” 
针对 同一 个 概念 ; EBA ERE: HELA 

前 的 环境 人 条件 底 粮 和 刀 “EE BEAT EY BO EO 

和 ”。 浊 个 定义 的 合意 非常 相似 认 前 面 一 个 ， 甚 至 外 形 上 ) 实质 

WBE LAAT, 对 不 当 ? 但 是 在 时 间 上 差别 很 大 , ABS 

SHAKE BHM A BEES, eH OME Te WG a 

的 性 作 “ 科 学 的 魔术 家 ”中 引用 过 , 发 表 在 1905 年 “文学 ; 艺术 生 

科学 的 新 杂 计 "第 2 58, 589 WL (第 271 一 272 页 )。 
i Sey ERED EMPEROR, REE LS 

ES, FORE AMMAR MEARS, BBE 

“DRTC LAS RES, FCMEZAE RAST 

(HAE GREE RER—EH) FER 
AR LE AMEE ER BAS, 

Pb iy ESE RE EE SS (LEAL PR, PD 

还 没有 看 到 芙 正 新 的 ; CREB ER, BAL, 
在 过 些 事实 中 甚至 没有 和 进化， 没有 新 的 大 家 不 知道 的 类 型 底 形 

成 ; 从 而 也 就 没有 前 进 的 还 动 , 让 有 循环 式 的 运动 。 
值得 注意 的 是 李 森 科 自 己 允 观察 着 的 事实 烙 果 所 下 的 定义 

是 一 很 局 限 的 形式 。 我 们 已 引证 过 他 的 第 一 个 见解 ) 现 援 引 第 

1) FAR: “TARR”, Qe RBS 1948 年 大 会 的 速 让 
告 ,1948 年 俄 文 版 ,第 3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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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 见解 : “在 通 宜 的 外 界 环境 人 条件 影 响 下 , AYO RRC BO SE 
质 性 的 发 生 也 就 说 明了 一 些 种 屡次 产 生 另 些 早已 存在 的 种 底 
BE”) (着 重点 是 我 们 加 的 一 一 作者 ) 

但 是 如 果 情 形 是 Yio mummies 
存 的 种 , WHE EK VAL, WARE EMR BLS 
IBV? ICE, 我 们 具有 确切 而 详尽 的 最 后 断言 : Ooo 
RRA MC EE BRB RSE, AME ERS 
Ay KG MB, i REI EAE, ESTA 
Bh HEPC MG SUT ME, ME EN AE, 
航 的 过 程 。”) 

ORLA, BERR AE AREAS RE AUR, HEL RIS 
的 个 别 情况 下 , APL ts 1 Ee fn BE PI DE, 过 些 改 
SMBS, GLA DR ee LR 
BEREAN EY 

由 此 可 见 ， 李 森 科 在 物种 形成 问题 中 与 达 泵 广东 通过 此 也 
和 与 米 丘 林 发 生 了 分歧 ， 李 和 森 科 反 碟 的 不 是 任何 局 部 问题 而 是 如 
我 们 所 提醒 过 的 ， 乱 局 克 思 列 宣 主 义 猴 典 作 家 高 度 评 价 着 的 整 
个 自然 -哲学 体系 。 大 家 都 知道 马克 思 和 恩格斯 关於 加 羡 丸 学 
说 的 意见 。 

RACH ARIE ADLER DE, Be Bt: “PEE th, WL 
ADI a, 不 管 有 何等 降 研 ， 都 能 不 硕 一 切 而 打破 华 襄 ， 

1) SARA: “ 科 匈 中 天 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2， 蓄 联 国 立 农 业 书 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俄 文 版 ) 第 20 页 。 

2) 斯 大 林 : “ 辩 怀 唯物 主义 与 历史 唯物 主义 ,苏联 国 立 政 治 书 籍 出 版 社 ， 
1952 年 俄 交 版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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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H. Ain BMS, PAH SAS BAMA 

Sen fy.” 1) dor BG Ve FSS A AE a, 但 他 们 的 进化 论 方 法 

使 生物 科学 站 住 了 脚 o”2) 

因此 ， 我 们 以 需 情 形 是 很 题 然 的 。 李 森 科 在 自己 的 理 询 中 

ALS HAH ILM AUR ERS 

FLERE PRE MDA, PRE, 

EE FEB PF, AEF RE, PE iE 

A, MERE IBERIA, SES EASA 

意见 ; 也 不 排斥 我 们 社会 主义 社会 的 动力 一 一 批评 。 

(Bk Sy ED 

【作者 : H.B.I[apnos. si: O BugooSpasoBaynu nyTeM nepepokpeHnii) 

1) 斯 大 林 : “在 克里姆林 宫 高 等 学 校 工作 者 招待 会 上 的 谈话 1938 年 5 月 17 

要 ,苏联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38 ERICH, B4 A, 

2) “斯 大 林 全 集 ”， 俄 文 版 ,第 1 BS, BRA BH ik PCa SH B45 页 。 



 PHRMPREAN SEO 
於 种 的 著作 的 恶劣 批评 

0. B. Shh FB 
Ci 2 aM Bb “Ey Siow” 19534¢ 38 3 期 ) 

科学 的 有 论据 的 批评 , 是 推动 科学 前 进 的 要 素 。 然 而 , 那 种 
”元 意 牌 曲 的 、 其 目的 是 用 郑 一 切 正 确 和 不 正确 的 方法 来 污 算 先 
进 学 者 威信 的 批评 ， 那 种 居心 险恶 的 、 说 得 好 蓝 一 点 是 由 甩 缺 
SWUM BAO, BRAS eS 
APRAAOKH, BUSA CBee 
(esta ASHER, 一 一 是 不 科学 的 批评 BA EAU, TRH 
评 ; 在 我 们 社会 主义 国家 庄 , 在 先进 的 科学 得 到 我 们 党 和 斯 大 林 
同志 屠 自 沟 常 的 支持 和 关怀 的 国家 庄 是 不 礁 当 出 现 的 。 

当 我 读 到 杜 责 裤 和 伊 万 诺 夫 当 李 森 科 论 “ 科 学 中 关 认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一文 的 批评 时 , 不 由 得 使 我 同居 起 烈 宁 格 惑 十 三 个 
居民 在 “医务 工作 者 " 末 话 上 光 我 所 著 “ 笨 胞 起 源 讼 生活 物质 及 
,生活 物质 在 有 楼 体内 的 作用 ”一 书 所 葵 予 的 和 过 种 批评 相 类 似 
的 批评 。 像 杜 尔 宾 和 伊 草 诺 夫 的 批评 与 列宁 格 惑 十 三 个 形 访 学 
RAHA RA, AES BEAR AAT ! (Ze a ZA 

的 指出 : 过 十 三 个 批评 者 芙 诚 的 认识 到 了 自己 的 错误 ， 兹 且 在 
刊物 上 公开 承认 。 我 们 期 待 对 批评 李 森 科 的 批评 者 之 批评 ， 能 
够 像 帮 助 列宁 格 勤 十 三 个 居民 那样 ， 帮 助 他们 认 雇 自己 By oF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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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未 他 们 的 错误 完 黄 在 什么 地 方 呢 ? 
Ae de AL DEL: BAG PE BEY PEE NS SE CE 

基本 上 是 形而上学 的 ; BPS ECS A a, 实 ， 
际 上 当 不 对 呢 ? 他 们 电 言 只 有 种 的 新 学 说 才 提 供 物 种 形成 问题 
KE TERE DS FARRER REE, FEBS LARD 

李 森 科 在 处 理 种 的 形成 问题 时 是 个 辩 改 唯物 论 者 ， 是 完全 

以 斯 大 林 的 学说 需 依 据 的 ， 斯 大 林 富 道 :“……' 过 泵 文 主义 不 仅 

FUT BMESE RS BOR, 而 且 搜 斥 包括 革命 在 内 的 , 按 辩 证 法 来 了 解 

的 发 展 , (PAAR, MECCA Ay, 

fe] SE By TH EK) ee 

He A ESE SCR BLE IIE RA FE pb 

Wee TBE Aa: “是 的 , RAHI SEER Se Ca 

基本 上 是 形而上学 的 过 种 断言 。” 

然而 ; 3 ASCH ME ACAD ORR SS SE 
EL FG IA LE RARE ARE) As Oy SE HE 

eT EE ep 

EOLAMMNT, POO NRE 
ye AUS Ltrs, PRITRR AT DU Eee, 种 间 的 界限 是 没有 的 ; 
而 李 森 科 则 断言 , 在 外 界 环境 改 释 的 影响 下 , 新 质 及 将 来 会 形成 
新 种 的 新 种 物质 的 形成 , LAI ES 

李 森 科 就 各 一 点 说 道 ,“ 种 是 生物 界 镇 链 的 各 个 环节 ， 是 质 
驴 的 独特 的 阶段 ， 是 有 机 界 逐 新 历 史 发 展 的 阶梯 "接着 又 训 : 
“个 种 产生 另 一 个 种 的 首要 原因 , 正如 出 现 种 内 类 型 多 样 性 的 
RE BAUER RRR, TBI hab 

1) “Dr RAY HR”, #1 4B, BBA ABR bik PCH 28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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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种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 奥 新 陈 代谢 方式 在 有 机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足以 
影 澳 它 们 种 的 特征 的 那些 禾 化 是 有 关 傈 的 ”2， 

批评 者 完 至 不 券 虑 斯 大 林 天 所 过 责 文学 说 的 见解 ， 而 肯定 
说 具有 进化 物种 形成 理论 的 . 具有 自然 选择 理 花 的 达 泵 文学 说， 
[Al SPEEA IB 

按照 批评 者 的 意见 “天 认 物 种 形成 的 十 个 理论 一 过 页 文 
学 说 和 种 的 新 观 黑 一 宪 责 那 一 个 更 正确 地 反映 出 有 机 类 型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的 问题 , 只 有 通过 把 过 个 或 那个 理论 奥 灯 所 周知 的 、 
说 明 过 个 过 程 的 事实 的 比较 来 解决 ”然而 , 事实 说 明 李 森 科 的 

方法 论 立 场 是 正确 的 他 在 实践 上 发 展 了 米 丘 林学 说 , 他 指出 新 
种 是 在 外 界 环 卉 改 绝 影响 下 形成 的 。 在 他 的 著作 中 指出 了 新 种 ， 

BAS (RE PS) 的 产生 , 以 及 活 质 在 这 个 问题 中 的 作用 。 
AAAS: “如 果 没 有 选择 作用 , AUT AE Ry BE 

复杂 送 应 方式 和 动物 本 能 的 形成 呢 ? ORAS: 
交 的 进化 理论 、 自 然 选 择 理 论 葵 过 个 问题 以 极其 合 人 满意 的 答 

GE, 而 “种 的 新 学 说 ” 则 未 提出 任何 解答 史 ”我们 要 指出 李 森 科 没 

有 “种 的 新 学 说 ”的 著作 。 他 发 展 着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说 。 因 此 李 森 
科 也 说 明 新 种 的 出 现 是 外 界 环 卉 影 史 的 烙 果 ， 而 不 是 有 意 蕊 的 
适应 , 就 是 说 他 揭发 了 新 种 出 现 的 过 程 , Se PA CE ARBAB SS 

问题 。 李 森 科 指出 种 改 巡 的 具体 人 条件， 芋 且 解释 了 外 界 环 境 如 
PRE APSE, 如 何 影响 种 的 发 展 , 也 解释 了 需 什 么 每 一 发 育 

Pe Be BA WR Oy Sb SR EOE A 
AL PA SEE Pe A ES IB HK FE A RT 

1) FRR: “PB PRA Py REAR LAA, Be “FC A hy Bh a SB A”, 

1951 年 俄 文 版 ,第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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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GR OK EIR SE: “EFI DE 
SE MAK, thi AAA Hy a ” ee 

但 是 要 知道 ， 正 是 李 森 科 而 不 是 别人 发 展 了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新 于 点 ， 揭 露 了 物种 向 人 类 所 希望 的 方向 爸 女 的 具体 型 式 

(他 的 阶段 理论 ， 春 化 理论 、 越 冬 性 理论 和 最 近 -~ 些 著作 ) 就 
是 说 他 进一步 发 展 了 米 丘 林 罗 过 个 问题 的 看 法 。 

杜 页 宾 写 道 : “不 久 以 前 李 森 科 院 士 本 人 还 保生 和 发 展 了 

过 泵 文学 襄 ， 过 页 文 和 季 米 里 亚 掩 夫 的 秽 点 。 同 时 他 不 但 没有 

看 出 其 中 奥 米 丘 林 学 说 的 任何 矛盾 , 而 且 相反 地 ; 承认 米 丘 林 学 
就 是 过 泵 文学 说 唯物 主义 基本 核心 的 发 展 。" 李 森 科 确 是 按照 启 

克 思 列宁 主义 猎 典 作者 的 意见 ， 承 认 过 而 现在 仍然 承认 巡 页 文 
学 襄 的 基本 核心 和 他 的 发 展 理论 ， 但 永 达 不 承认 巡 泵 文学 说 中 
所 有 论点 。 然 而 从 批 草 者 的 著述 中 可 以 明显 地 看 出 ， 他 们 完全 
REA, BOURSES PR. 

ALAS A EE ARE RL BP 

的 基本 试验 EC ARSE LEM EY LE EAE OER, ED EE 
AA LEMEAH EER TBE RRM ET 
预先 指出 : PETA A, A, iT 

FF HEE SIR fey 2 — AA AB AF PIE SE, 
ALAA A SE CE EG i ET PE i ER 

一 切 要 求 , SHLBRKERA AMOR Ei LAIR, 过 
种 断 语 是 不 正确 的 ， 兹 且 和 与 斯 大 林 同 志 在 过 个 问题 上 的 意见 相 
+f, 

Ak BFAD LE BDA OAs ST Avs PE EO Ag SA 
论点 , 是 毫 无 根据 的 , 和 点 在 本 文中 已 加 论述 。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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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李 森 科 提 出 的 自然 选择 理论 和 种 的 形成 理论 来 代替 巡 琐 文学 
说 的 进化 理论 是 没有 根据 的 几 UA mE TA 
体 的 遗传 性 时 ， 在 盘 业 实 蹲 上 应 用 李 森 科 的 理论 (阶段 发 育 理 
论 ; 种 的 形成 理论 ， 植 物 抗 塞 品种 的 至 成 ) 所 得 到 的 所 有 精 果 ， 
MR TMS. : 

| RAMA BC ERHSS, 峰 该 用 辩证 唯物 论 

及 实 足 的 观点 来 评价 每 一 个 学 咒 ， 过 一 点 杜 尔 宾 没 有 作 到 。 应 
PART HLT LAG HEB, 恩格斯 , 列宁 、 斯 大 林 的 学 说 。 批 评 时 要 
EABLET FASEB TP, 要 善 於 区 别 东 渤 用 正确 的 部 从 , 批评 者 光 

” 献 巡 泵 文理 论 没 有 作 到 过 一 同 。 
FEMME BETAS, EAB LS 

MERIT, WEAK BRA Re ee 
立场 的 时 候 到 了 。 
至於 伊 草 诺 夫 的 批评 ， 不 论 在 科学 上 或 方法 花 上 都 是 如 此 

没有 根据 ; 如 此 使 自己 失去 威信 ,以致 对 他 的 批评 提出 反光 的 意 
见 简 直 是 没有 必要 的 。 

(FRA, RB. BTR 
[作者 O.BJieneumickas. J #8: Hezo6pokayeciBeHhad KDHTHKQ 

V.B.Typ6nia HK H.J.MBaxosa pa6oTBI T. 区 .JIbICeHKO o Bre.) 



李 森 科 的 “科学 中 关於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与 生物 地 层 学 

MB. BBS > 

CSAC aK Ree “Hee S HESS” 195348 SS 3 期 ) 

ETH ESRI E Py BARE PERL, TET Re ae aE EE, 

田 简 提供 生物 学 种 的 新 论点 , BU AK A 

。 征 及 种 形成 的 新 概念 ， 已 经 列 信 第 二 版 世 联 大 百科 公 书 
%. | 

在 李 森 科 的 早期 著作 中 ， 他 就 已 经 广泛 地 丢 认 需 是 公 昌 的 

学 者 ， 是 做 大 的 自然 改造 者 米 丘 林 的 竹 承 人 。 在 李 琳 科 的 领 遵 

和 直接 参加 下 , 在 生物 学 中 进 行 过 反对 摩尔 根 , 孟 德尔 主义 反动 

生物 学 学 说 的 徽 底 的 长 期 思想 头等 。 过 个 门 等， 是 以 在 有 殿中 

| MAAS BABE 8 月 (1948 年 ) 会 议 -上 ， 米 丘 林 生物 

BILE SAB RN, 在 过 次 会 议 上 , 李 森 科 发 表 了 带 政 欧 

性 的 报告 “ 论 生物 学 现状 ” 自然 ， 李 和 森 科 的 以 后 的 著作 也 引起 

THREE RAB OER ERM, 是 李 森 科 的 著 

” 作 “ 科 学 中 关 认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 李 森 科 是 过 样 来 说 明 米 丘 林 

学 说 在 生物 学 中 的 腾 利 的 : “ 米 丘 林 学 说 的 力量 , 就 在 於 它 是 密 

1) 李 森 科 : “农业 生物 学 ? ;3952 年 俄 文 版 ,第 580 Ro 



FRAT) BSP BATS Ay ES SLAP” RE sh SE 

根据 过 种 基本 论点 , ERAS A SE RENTER, A 

痊 种 及 种 的 形成 以 米 丘 林 的 “( 据 他 谢 ) PER 
生物 学 种 及 种 的 形成 ， 不 是 动物 学 家 ,植物 学 家 , 古生物 学 

RTGS Ly AES. KAS LIES, LAE 
HAAS AERO, AER ES 

RAT BA fs iy A, im SE A, TT ES 
WFR, HASAN RRA BAW EE 

无 论 是 我 国 , 或 者 是 其 他 国家 所 进行 过 的 许多 古生物 学 的 研究 ， 
AMET EMAAR, 路 然 详 组 的 说 起 来 种 也 有 
种 内 的 差 慷 ， 但 在 任何 时 期 种 都 保存 着 种 在 质 上 的 一 定性 的 基 
本 特性 。 但 是 李 森 科 的 生物 学 种 的 基本 论据 , 是 值得 等 论 的 ; 很 

少 证 明 而 有 了 矛盾 的 。 且 和 与 有 机 界 发 展 的 客观 过 程 不 符合 ， 其 本 
FREE AH | 

— BBP AE SFB Dri we SL 

EB AAS MEAY a Be LAFF aS? 

194945, 李 森 科 在 两 篇 论文 (CDRS BBP LE 
各 转 和 农业 科学 的 任务 邱 及 “斯 大 林 和 与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 中 ， 初 
次 发 表 了 自己 的 生物 学 种 及 种 形成 的 特殊 观 加 。 | 
1950 一 1952 年 ， 在 许多 刊物 〈“ 芙 理 ” 报 ;) “RAS 

FR”, “ORE AE MESES, 芯 联 科学 院 论 文集 “现在 生物 学 中 的 哲 
学 问题 ”农业 出 版 社 的 单行 本 ， 善 通 叫做 “农业 生物 学 ”的 新 版 
李 森 科 著 作 选 集 ) 中 , 发 表 了 李 森 科 的 著作 “科学 中 关 欠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 兹 已 烈 入 苏联 大 百科 全书 〈“ 物 种 ”一 词 ) 中 。 根 
PRIS MATE BABI BS 可 以 知道 ， 李 森 科 的 新 著作 “科学 中 天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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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在 我 国 获 得 如 何 广泛 的 传播 。 在 茶 联 政治 与 
科学 知 规 普及 协会 出 版 的 许多 著作 (B.C.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 B ML 
ARK, BH. 利 亚 布 斯 金 、 凡 _M, 特困 电 ) oh, DUR AE. 格 
FL M. 饲 喜 耶 稚 奇 .M. 斯 特 拉 申 斯 基 (布尔 什 亲 克 ; 1952 年 
第 2 期 )、A. 鲁 巴 谢 夫 斯 基 和 H. ce (布尔什维克 ，1952 

年 ,第 4 期 ) 的 花 广 中， 不 俊 疫 有 揭发 李 森 科 的 种 及 种 形成 新 理 
论 论 点 弱点 的 一 面 ; 而 且 相 反 , 把 所 有 的 过 种 葵 黑 当 作 是 米 丘 林 
生物 学 的 偿 大 成 就 来 宣扬 。 Te J. 伊 凡 清 科 在 作 需 大 学 生 牺 十 
壤 系 和 和 师范 学 院 自然 科学 系 的 数 本 而 出 版 的 “生物 学 概论 ”一 书 

中， 把“ 李 森 科 的 种 形成 学 说 ” 列 需 专门 的 一 章 。 苏 联 科 学 院 古 
生物 学 研究 所 所 长 J0. A. ARES: “SLE, ZAR EE 
的 著作 中 ; 物种 问题 已 得 到 了 泛 煌 的 解决 "1)。 因 此 ， 李 森 科 的 
生物 学 种 及 种 形成 的 理 葵 论点， 直到 最 近 汪 没 有 得 到 各 方面 的 
熟 炬 讨论 ， 且 作 需 不 可 竺 辩 地 症 实 了 的 发 生 认 自然 界 的 芙 实现 
ime, FSET 1951 年 的 时候 ， 关 放生 点 A。II. AEA 

+R SM: “应 当 着 重 指出 ,过 个 重要 生物 学 问题 直到 现在 还 
没有 得 到 广泛 的 创造 性 的 讨论 , 是 极端 不 正常 的 现象 22 

李 森 科 存 “科学 中 关於 生物 学 种 的 新 见解 "著作 中 写 道 :“ 篱 
斯 大 林 同 志 的 著作 发 展 此 提高 到 新 的 高 度 的 辩 屋 唯物 论 ， 当 夷 
联 生 物 学 家 ; BK EKER KAS, 是 最 有 价值 的 ， 是 解决 包括 

”一 个 种 起 源 讼 另 一 个 种 的 问题 在 内 的 深奥 生物 学 问题 的 强 有 力 
MRR” ORME, WSR LORS, aE 

1) WARM RK: “HABER, EWP”, 1952 HF, 3M, $76 

A. < 
2) A.V. 奥 巴 林 : “ 汞 联 科 学 院 院 报 , A Py BT”, 1951 年 ,第 6 期 ;第 7 页 。 
3) PRR: “RAR A hy BM, 1952 年 俄 文 版 ,第 667 一 6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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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李 森 科 的 著作 “科学 中 关 认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 

李 森 科 所 提出 的 第 一 个 葵 点 是 ， 种 间 没 有 中 间 的 过 滤 类 型 
。 ( 营 种 )。 根 据 李 森 科 的 看 法 ， 爸 种 是 种 的 生存 形态 。 不 是 转变 
需 另 一 个 种 的 阶段 。 李 森 科 的 过 种 形 而 上 的 论点 ， 是 与 马克 思 
列宁 主 义 的 唯物 辩 怀 法 完全 矛盾 的 , 根据 辩证 法 ， 自然 界 的 发 民 
是 从 不 显著 的 量 沟 到 根本 的 改 释 , BEL SS 
RE ORB, A, WEA. ME 

FREE, 会 引起 种 的 形成 , EE BE 
ee 

eh, SLSR RENE AER. AY FLEA GEE RFE, ALE 

EAS FRIES Taran. eae 4 8G 
克 思 和 思 格 斯 对 唯物 哲学 的 研究 打下 了 自然 界 的 历史 基础 ， 因 
此 屁 是 有 机 界 发 展 的 唯物 理论 。 

由 共 李 森 科 否认 了 作乱 从 一 个 种 向 另 一 个 种 过 渡 的 类 型 的 

从 种 的 系 和 统 发 育 作 用 ， 他 不 能 提供 一 个 种 直接 向 另 一 个 种 转 爸 
的 使 人 信服 的 症 氛 ， 过 点 我 们 在 下 面 温 要 谈 到 。 

” 李 森 科 所 发 表 第 二 个 论 贴 是 ， 在 蔓 种 的 躯体 内 孕育 着 另 一 

个 种 的 微粒 。 但 是 根据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汪 种 孕 青 不 是 以 莅 种 向 

新 种 转 季 的 方式 发 生 的 ， 而 是 以 在 有 机 朵 内 部 产生 另 一 个 种 簿 
体 的 微粒 的 方式 发 生 的 。 肖 些 具 有 新 种 质 上 的 差 殿 的 微粒 ， 在 
新 种 必需 的 人 条件 出 现 以 前 , 以 自生 的 状态 存在 於 另 一 有 机 体内 。 
在 必需 的 人 条件 下 ， 新 种 很 快 地 发 展 ， 消 减 新 种 微粒 暂时 携带 者 
HE, LAP MEER, 完全 没有 能 确 屋 的 事实 材料 。 

李 森 科 的 第 三 个 葵 点 是 ， 一 些 植物 种 由 另 一 些 种 产生 。 根 

据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现 有 植物 种 的 个 体 , 不 仅仅 能 由 奥 它 们 相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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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V EA, 而 且 在 通 当 的 条 件 下 , Se ay HE SE 
的 种 产生 。 李 森 科 自己 的 第 三 个 论点 , 是 用 小 麦 产生 黑 认 的 例子 
来 症 实 的 。 同 时 某 些 不 同 的 小 寿 种 都 能 产生 黑 变 , 不 仅 是 黑帮 ， 
iff ALAR EALAZS. SEAR REALE. PRRAEIEA: G2. ZEAE 
科 的 物种 形成 的 整个 过 程 , BEE RSH, FOE Pe AE 
在 的 杂 草 某 些 已 知 种 的 范围 之 内 的 ， 过 些 订 草 生 长 在 跟 没有 人 

类 的 影 兄 而 发 育 着 的 植物 生活 人 条件 不 同 的 特殊 人 条件 中 。 衫 据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同一 个 种 可 以 同时 由 某 痿 个 种 产生 , Ie EB 
能 同时 而 不 只 一 次 地 产生 某 兹 个 已 经 存在 的 栽培 植物 种 。 就 李 
森 科 看 来 , 过 种 物种 的 形成 ) 与 过 些 植物 发 育 的 和 休 件 有 关 。 在 入 
FENG TE, 根据 李 森 科 的 意见 , 所 有 的 物种 的 形成 是 循 组 地 实现 
的 。 实 际 上 没有 任何 发 展 ; RIB, “EEE 
过 程 理解 需 不 是 循环 式 的 运动 ， 不 应 把 它 皮 解 需 过 去 事物 底 科 
HEM, MRC CRE BREED, LITTER), BEE 
到 新 质 态 ; 是 由 简单 到 复杂 , EE ASAE”) 

李 森 科 拒 纸 了 巡 泵 文物 种 形成 学 说 基本 正确 的 一 面 之 后， 
走 上 了 承认 多 系 发 展 的 道路 。 过 个 已 经 丢 先 进 的 科学 握 秦 了 的 
理 葵 ， 在 李 森 科 的 著作 中 又 复活 了 。 过 个 理论 是 李 森 科 的 必需 
工具 ;他 打算 用 它 来 葵 屋 自己 的 生物 学 种 的 新 论点 。 

李 森 科 赞 同 着 巡 页 文学 说 地 指出 ， 僻 种 内 部 孕 青 出 的 新 种 
个 别 样本 , 是 最 通 应 讼 过 个 条 件 的 ; 很 快 地 把 售 种 排斥 掉 。 在 自 
然 休 件 下 , 孕育 出 的 新 种 ; 繁殖 很 快 ， 在 一 定 区 域内 把 产生 过 它 
的 种 完全 排斥 掉 。 但 李 森 科 没 有 揭发 出 在 那 种 发 生 着 新 种 排斥 
化 种 的 条 件 中 的 个 体 门生 的 实际 材料 ， 其 实 连 页 文 的 自然 选择 

1) eA: $F) BARB AB’, 1952 44, HICH 11 版 ,第 5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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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P URE AEB, GEARY TY A 程 。 
ASAE RAG, FUE Hy PILE EY BH, EAE RN 
AMR Hitt, OLVE BRM AE EEE EM, RA 
着 的 东西 和 发 展 着 的 东西 之 间 的 问 委 的 结论 。 过 种 情况 之 所 以 

BE, LASER ME, 售 种 仅仅 是 装 有 新 种 躯体 的 微 
粒 的 匣子 。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作 和 需 种 形成 最 重要 因素 之 一 的 自然 
HERE AT. 

ZEAE BS oF DE Tele Bk ae, Ah 5 PC ASHE (BE Ae 

oe E—_ES, 生长 。 根 据 李 森 科 的 看 法 过 种 理论 不 知道 
从 一 种 质 态 到 另 一 种 质 态 的 过 渡 ， 转 构 的 规律 性 和 必然 性 。 坟 
榜 片 面 的 和 根本 错误 的 评价 十 九 世 可 生物 学 的 最 亿 大 成 果 ， 只 
有 在 雨 种 情况 下 才 有 可 能 ;或 者 是 不 皮 解 过 个 学 说 的 本 质 ， 不 
LASER, RRA ee Ee 
原理 的 意义 。 

“区 LL. 巡 锥 塔 什 亲 里 对 过 个 问题 的 理解 ， 有 不 同 的 意 见 。 
UL, 当 客 岗地 研究 过 泵 康 物 种 起 源 学 说 时 , 应 当 特 别 注意 
J. LL. SMES MEE TP OTE ae: “GER 
EAWACTE ME SEE TAREE Ry EL, MARR “8 
SR BLAS gE AE OE Sy ZAK, 但 同时 他 又 把 新 种 的 发 生 当 作 是 发 生 
AEE EDL SIT HE OE ae” 

1941 年 ， 李 森 科 浊 达 泵 文学 说 的 意见 完全 不 同 。 当 时 李 森 
AS: “ 尖 页 妇 的 进化 理 葵 很 好 地 说 明了 , 在 自然 界 以 自然 先 
MAK, 在 农业 实践 中 以 人 工 选 择 的 方式 , 如 何 创造 了 新 有 楼 
体 类 型 。 过 泵 文 很 好 地 指出 世 解 释 了 ， 正 在 改 委 着 的 有 机 体 姑 

Be 3) FAL. ene att eB OH Ay BEE” 1949 TEAR ICHK, H 18—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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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 MERE, LARA REA BE da PU Ee A 
By,” AERP REE T WAS Ce ae 
TEE, 根据 李 森 科 的 看 法 过 种 理论 “只 是 普通 所 谓 的 生长 ”2 
在 新 版 “农业 生物 学 ”中 , PSEA SARS 
FB AK 

一 ”科学 中 生物 学 种 的 新 纲 含 与 生物 地 层 学 
.假使 每 个 新 的 科学 观念 能 充分 地 用 事实 来 尽 实 和 又 固 的 

话 ， 那 未 它 才 能 使 自己 成 需 趴 理 。 巡 尔 文 物种 形成 学 说 之 所 以 
是 公 能 的 ， 就 是 因 需 它 是 以 研究 动 植物 界 的 广大 实际 材料 坊 基 
HERS. 

过 页 文 的 进化 学 说 ， 田 我 们 地 球 上 过 去 的 有 机 界 的 部 ;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过 种 学 说 葵 古生物 学 打下 了 坚固 的 科学 基 

_ 磋 。 古 生物 学 从 探 集 的 形态 学 ， 转 伙 成 揭露 有 机 界 发 展 规律 的 
科学 。 巡 尔 文 学 说 , 是 生物 地 层 学 的 基础 , LARA 

AT SOS, MSR 
基础 。 

与 自然 科学 中 许多 其 他 科学 科目 不 同 ， 古 生物 学 是 解决 与 
生物 学 有 关 的 理论 问题 ， 芷 从 而 提供 地 质 学 所 必需 的 实践 车 葵 
HAPS HY TAA Es EE, CLs FR AP EP 
Ei, GH, Shee AMARA (ocanounan 

soma) 中 其 他 有 用 化 石 的 研究 ; 向 古生物 学 提出 一 切 新 而 更 提 

STWR, BORA LA MAINE ITA. IRR 

们 没有 生物 学 种 的 正确 概念 ， 就 不 可 能 有 生物 地 层 学 任务 的 

1) 李 森 科 : “BRAS”, 1952 BRICK, H 362 页 。 

2) 同上 ,第 6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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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解决 。 在 许多 工业 区 (HO, EK, Bo, Sore 

”郊区 , MEELIS). 对 沉积 物 加 以 详 东 的 生物 地 质 学 的 区 划 中 ， 

AEM BMRA, BL BA AD 
| BREA MULES, ICA AA 

的 标准 ， 沁 没有 “用 不 同 种 的 一 般 个 别 性 状 来 蜡 地 替换 过 种 标 ， 

#2 : 
ET. UL SEMESTER BISCO a Ae 
驶 时 写 道 : “生物 科学 在 当时 ) 利用 形而上学 的 方法 ， 和 种 方 法 
基本 上 明 糙 到 现象 的 分 割 , 中 和 糙 到 认 乱 不 能 改 肆 的 界限 的 确立 。 
(SERRE: “种 的 永恒 性 是 科学 的 自 

然 科学 存在 的 必需 条件 ”2) 
从 过 页 文 的 时 代 起 ) 古生物 学 家 在 自己 的 著作 中 , RRB 

种 的 客观 存在 。 实 际 存在 论 自 然 界 、 薄 作 需 化 石 有 机 朵 底 分 类 
的 主要 最 低 等 级 的 种 , 是 支持 有 机 界 讲 系 基础 的 主要 环节 , 利用 
过 种 环节 可 以 顺利 地 研究 具体 的 系统 发 育 烙 构 问 题 。 过 就 是 需 

什么 李 森 科 的 过 样 一 句 话 :“ 所 以 玻 定 种 (ycropHple BrmbU) AA 

在 讼 从 类 中 ,; 而 不 存在 讼 生物 界 ”), 在 我 们 器 起 来 是 奇谈 怪 论 。 
RAE, 问题 自然 发 生 了 ， 古 生物 学 的 资料 , 化 石 有 机 咀 

的 生物 地 层 顺 序 的 敌 料 ， 能 否 证 实生 物 学 种 的 新 理论 论 点 呢 ? 
地 球 上 过 去 的 有 机 界 历 史 发 展 的 至 部 过 程 ， 扎 秦 了 下 面 李 森 科 
底 生 物 学 种 的 论点 ; 过 种 论点 是 没有 根据 的 。 

1. 李 森 科 否认 娩 种 是 种 问 系统 发 育 的 中 间 类 型 。 俄 罗 斯 和 

1) FARR: “SKA hy BR”, 1952 俄 文 版 ,第 668 页 。 

2) JUL SEMESTER: “OA Py BERR”, 1949 年 俄 文 版 ,第 14 页。 

3) FRR “农业 生物 学 ?,1952 年 俄 文 版 ) 第 66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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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锥 去 古生物 学 ， 在 不 同和 〈 和 从 志 留 各 到 第 三 筷 ) 的 化 石 有 机 
呆 的 研究 方面 的 香料 ， 症 实 了 过 泵 文 的 从 一 个 种 转 伙 需 另 -一 个 
种 是 通过 表 种 而 实现 的 葵 点 的 正确 性 。 在 有 孔 串 . SBN, EE 

FAR ARCH 49 4 ~(ammonnt), [LE SAF = AE 

er, SRE HWE RA TS — BA, A. U1. EERE a 
SHAD IMATE, B. E. RAI. C. BA 

奇 在 过 类 支 物 方面 的 研究 , MET EWES, 存在 着 中 间 ” 
类 型 。B. D， 科 列 斯 尼 科 夫 详 租 地 研究 了 敬 联 南部 的 第 三 可 软 ， 
体 动 物 之 后 ， 根 据 广 大 的 事实 材料 司 明 一 个 种 通过 灵 种 而 过 滤 
到 另 一 个 种 。T. FT. 沙 雷 契 娃 和 E. A. 伊 凡 诺 娃 研 究 了 莫斯科 郊 

区 的 石 痰 所 的 腕 足 类 之 后 , 提供 了 具体 的 系 攻 发 育 的 烙 构 ; Ha 
研究 了 过 种 系统 发 育 可 以 知道 ， 从 一 个 种 向 另 一 个 种 的 过 滤 是 

ARMM HR. BD FRAT SARA 
ROMS, wLaEBA TS Achy 5 TT TE 
一 个 种 过 一 葵 点 的 正确 性 。 
AIMEE LBM BEM SRR, ENTE 

“有 机 界 的 研究 的 生物 学 不 能 掌握 的 香料 , EE TS A, 

在 自然 界 中 形成 着 中 间 侈 种 ; 但 因 和 需 地 质 年 表 不 完全 ， 以 及 由 

专 个 别 屠 位 (roprsosr) 和 屠 系 (apyc) 的 化 石 有 机 朵 的 研 罕 
不 够 , 以 致 我 们 膛 不 能 普通 地 注意 到 过 种 年 表 ; 所 以 中 间 娄 种 不 
ERE TR. EWES TERA BER 
EMAC, MAKER AROSE. 地 森 科 
掌握 很 有 限 的 材料 ， 而 且 膛 是 受到 人 工 选择 的 作用 而 发 展 着 的 
栽培 植物 的 材料 ， 所 以 他 得 到 了 二 样 没有 根据 的 一 个 精 论 。 同 
时 他 把 定向 改 伙 某 些 栽培 植物 所 得 到 的 千 果 ， 应 用 到 完 公 以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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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种 方式 〈 自 然 选 择 的 方式 ) 进行 着 类 型 形成 过 程 的 整个 自然 

Fo WAT EAA ER EM RM 
_ 春 当 注意 ; 在 解决 各个 问题 时 , 根据 现代 植物 或 动物 一 方面 

的 材料 是 不 够 的 。 只 有 研 宪 以往 有 机 界 的 事实 ， 才 能 全 面 关 明 

自然界 的 过 个 复杂 过 程 。 关 认 演 点 册 . II 过 稚 塔 什 锥 里 写 道 : 

“ 谈 到 地 质 年 表 的 不 完善 时 , 我 们 同时 应 当知 道 ， 古 生物 学 比 现 

_ 代 有 机体 的 生物 学 、 或 现代 生物 学 (Heoarororna) 具有 某 些 互 

大 的 优越 性 ， 如 历史 科目 古生物 学 面前 有 按 年 月 次 序 分 作 着 的 

SA, eR A MELEE AEE”) 
2. 李 森 科 根 据 许 多 现代 栽培 植物 方面 的 材料 得 到 — 1 

论 , 在 现 有 种 的 有 机 体 的 躯 朵 台 , 形成 着 , 孕育 着 , 东 发 展 成 另 一 

个 种 的 个 体 绒 体 的 且 朵 。 根 据 李 森 科 的 看 法 ， 另 一 个 种 的 躯体 

的 过 些 “ 微 粒 ” 不 是 由 些 种 向 新 种 转 歼 的 方式 所 发 生 的 ; 而 是 由 

PARCEL TOME CMR. MEA 
看 法 HERO RRE, 就 是 用 过 样 的 万 式 形 成 了 另 一 个 种 。 很 

PRB, 北 的 向 新 的 过 滤 , 不 可 能 是 通过 化 的 质 态 向 新 的 质 驴 转 
MHPAM CHM eh, 使 李 森 科 得 到 一 个 烙 论 , 种 的 界限 
BAGH, 题 著 地 能 加 以 描述 的 。B.H. 斯 托 烈 托 夫 光 过 个 问题 

看 法 却 不 同 。 他 写 道 “过 尔 文 的 理论 指出 ; 在 自然 界 中 , Se 

择 , 一 个 种 释 数 千年 而 逐 汤 转变 需 另 一 个 种 。 二 种 理论 , BAY 

FREI RR, 需 过 种 发 展 的 解释 ,提供 了 许多 的 事实 。”?) B. 
H. 斯 托 烈 托 夫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又 写 道 : “在 有 楼 类 型 的 生命 活动 

1) JLULE HESS MER: “古生物 学 数 程 2)1949 年 俄 文 版 7 第 :1 A, 

2) B.H. 斯 托 列 托 夫 :4 定向 改 继 有 柚 体 本 性 的 米 丘 林学 设 >, 载 “现代 生物 学 哲 

”大 问题 7 论 女 集 ,1951 年 俄 文 版 ,第 48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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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中 , BA AR, AE SEAS, 有 机 类 型 受到 一 
定 生活 条 件 的 影响 。 但 有 机 体 不 侍 只 受到 过 种 影响 , 从 一 个 个 采 
发 育 到 另 一 个 个 幅 发育, CPR IEEE 
果 的 量 的 累积 , 在 个 体 发 育 的 链 索 中 , 也 引起 一 个 种 向 另 一 个 种 

eG. 1) 在 李 森 科 了 睦 解 类 型 形成 时 ， 就 没有 有 机体 的 个 朵 和 柔 
WES (ontobunorentuyeckoe passuTue), Ey SHA IAA 

BEANE UMHLEE, BETES 
ye CHa, Wee THAME GREER 

新 种 微粒 的 李 森 科 的 论点 。 古 生 代 和 中 生 代 的 菊 石 及 个 别 的 珊 
SD, APSE AT SCBA ATE RH EE TEE bE ET 
AGB IEREPE, GEOL T AOI, PRET WWE BD 

fifi A. mL 卡尔 平 斯 基 和 A. TI. 巴 甫 洛 夫 分 别 在 阿尔 亨 斯 基 (Ap- 
TuHcKHi) 及 撒 克 马 尔 斯 基 (Canmapcnnn) 菊 石 类 方面 和 中 生 代 

菊 石 类 方面 的 研究 , 提供 了 一 个 种 转 殖 租 另 一 个 种 的 典型 例子 。 
A. C. 李 伯 诺 蕉 奇 和 B,E. 鲁 詹 才 夫 炎 和 续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了 过 些 学 
者 的 优良 传统 , 不 仅仅 用 自己 的 研 宪 闹 实 了 过 些 论点 ; 而 且 用 二 
生 代 菊 石 发 展 的 新 杜 料 丰富 了 生物 科学 。B. 区 HORM, E. De. 

IRSA, B.C. 索 可 洛 夫 ， 详 细 地 研究 了 苏联 欧洲 部 分 和 筷 拉 、 

泵 的 古生代 现 瑚 之 后 ， 也 证 实 了 过 泵 康 的 一 个 种 转 释 需 另 一 个 
种 的 学 说 。 和 从 和 过 些 著作 可 以 知道 ， 自 然 界 中 的 有 机 体 疫 有 显著 

能 描述 的 种 内 界限 。 如 果 党 种 界限 存在 ， 就 会 引起 具有 广大 从 
伤 区 的 种 没有 种 内 的 发 展 。 几 . LL. 过 蕉 塔 什 锥 里 、B， I. 柯 型 斯 

尼 可 拓 .A.T. 爱 别 尔 静 在 旁 腕 .于 海 〈IIouro-Kacnriicgkrii) 地 区 . 

1) BH. SAGER: SEMA KEKE”, RAKES 

i SAA” Far HE, 1951 年 俄 文 版 ,第 5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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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 MU DROP, RORIRRACEPPRHE 
TER SRE. HOMME EE 

RARE, BEART RE. TENA he TAS iy — a 
脑 足 类 的 观察 所 指出 ， 最 通 合 的 生活 人 条 件 引 起 种 内 最 送 合 的 差 

机， 而 最 低 限 度 的 生活 人 条件 旭 多 个 引 起 种 内 界限 的 很 小 溉 支 。 
因此 ; 当 吉 生物 学 薄 找 一 个 种 和 另 一 个 种 之 间 的 界限 蛙 , BR 
PARR IRAE, SEA Ry, 因 和 需 在 种 的 极端 成 员 之 间 存 在 着 
ASEM S, 

FE = AL RS BY Py Oy (ECE FST. IU. SEMESTER, JB 
Se T GAR, SSI AORTA: “UT. LL. SMES 
什 维 里 写 道 ， 事 实 上 在 古生物 学 拥有 来 自 某 些 彼此 直接 紧 相 接 
连 的 屠 的 丰富 材料 的 那 种 情况 下 ， 常 常 很 内 找 出 近 称 种 间 的 界 

” 限 。 在 多 少 能 显著 划分 的 时 间距 元 上 顺利 地 考究 过 系 攻 发 育 的 
任何 人 ; 都 会 相信 肖 一 点 六 

Sl. UW. 过 和 锥 塔 什 亲 里 进一步 发 展 着 过 种 观点 ， 站 转 向 许多 

BH WOE EAE Ps Sly Bh Le, Be: “AE 
Wy FAS REN AMEE TO, Jeb ee SY 
别 开 来 , (BBC Hp 5 DEA At PE DE Be, ARB HY 
TERM RR. ERMA STE, Fhe eA 

“都 是 每 个 以 往 类 型 的 后 代 , Se eS RF BE, 那 末 
最 格 的 说 ) 所 有 这 些 类 型 就 不 会 容易 地 显著 划分 震 种 , JES 
A VE AIL FSA LS BI SAE 
种 和 种 形成 问题 时 , AREAS EDULE, 何况 过 些 事实 是 很 

1) WAU HEDE TT HEB: “古生物 学 数 程 ?2,1949 年 俄 广 版 ,第 723 A 

2) 同上 ,第 723—7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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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OB HE A 的 讨论 
—— 

Sob TRAP ACEI EAGER LENE. YO AUS 
AUT DEM RREE ME ABBE. | 

3 .地 森 科 著作 中 最 大 弱点 之 一 ， 是 他 当 种 形成 的 具体 途径 
问题 的 解释 。 我 们 便 镍 指出 , 所 有 过 些小 麦 产生 黑 变 等 等 , 仅仅 
是 循 尿 式 的 发 展 。 假 使 把 李 森 科 关 欠 种 形成 的 过 种 花 赂 应 用 到 
化 石 有 机 界 去 的 话 , 生物 地 层 学 双 会 怎样 呢 ?在 过 种 情况 下 ; 在 
沉积 层 的 生物 地 层 学 上 的 详 茵 划 从 方面 具有 最 大 成 就 的 蘑 联 地 
EB, 就 压 当 同 复 到 十 作 世 鬼 的 科学 状况 。 

以 动物 区 系 和 植物 区 系 在 时 间 上 的 更 换 乱 基础 的 沉积 层 的 
秆 物 地 屠 学 上 的 划分 ， 完 公 反 悦 了 李 森 科 的 循环 式 种 形成 的 花 

Eh HPSEC CORE, RAE 
Zi ee Sn 4) TP SES OR, TEAM FI Ea 

AGES RAL WO ZEW, BROAD PS vb ZEA 

划分 , 卡 夫 卡 兹 第 三 乞 最 详细 的 划分 , 都 是 以 动物 区 系 在 时间 上 

的 更 换 需 根据 的 。 古 生物 学 屋 明 ; 在 过 去 的 有 机 界 中 , 发 展 是 从 
低 胡 到 高 级 来 进行 的 。 B. 0. 科 无 烈 夫 斯 基 首先 研究 过 的 有 足 
AVE, LER AARE EO SAR, ERR 

$i — iy ROSE EP MEER, fee ee 

fEHRETSRER. HEA SARS 
的 历史 , SERS T ERASE ae PERT, 

在 我 国 进 行 过 的 有 孔 串 , WB, Ra RMR 

的 研究 , EAB TARO MARE WHERE 从 

6 fey in iA HS, 是 具体 系统 发 育 结 构 的 基础 。 

SHEE, REE TR Ae CT 

FPL (qupeprentuoe pasarrre) 的 态度 。 正如 大 家 所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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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PMS ARMENIA. ERPS: “A 
BE, ST EAE (EG A EB A, 5 

| PRAT RARER RBA BES RAS, - 

APE HR RAEI EAE A, ARSE LAY OR EIT 

ARAMA SLOT. PE, REMC Tae 
OAPI BSI (CMS), 在 有 机 类 型 的 连续 系 竹中 ， 形 
eT RS, 界限 , RRR RATT elk BA SE, ENB 

Atte,” 
EE EMEAR RES, 先 来 通 当 地 看 

一 看 李 森 科 在 不 久 以 前 宪 疯 是 如 何 地 风 待 落下 发 展 的 。 引 证 一 
下 他 在 1938 年 对 过 个 理 花 ( 指 分 歧 发 展 理 花 一“ 既 者 ) 的 评 翁 。 
当 李 和 森 科 谈 到 遗传 学 中 雨 个 方向 一 一 米 丘 米 遗 全 学 和 无 维 洛 夫 

MATE GARE, 写 道 ,“ 按 照 分 歧 进 化 的 理论 ， 植物 族 ， 
种 和 属 始 罗 在 发 展 着 ， 猴 新 的 族 和 种 提供 了 基础 。 进 化 理论 很 
好 地 解释 了 现在 所 有 的 形形色色 的 生物 类 型 起 源 的 共同 性 和 淅 ， 
ENE, 狂 我 们 指出 了 改良 童 的 , 创造 我 们 需要 的 新 植物 品种 的 途 

4G” | 
DR RAISE, BEAT MAB EB ECHR HE OP 

io PRRTEMEASZR TSE, PEARLY AB A. PELE 
有 性 状 分 歧 , 那 示 根据 同 源 系 列 的 “规律 性 Te REA A”??? 
PSPS A, “DEE BE BOE ES CAS 
理论 的 基础 的 同 源 系 列 “规律 不 可 能 有 动 植物 的 进化 。 不 可 
能 有 性 状 分 歧 , 也 就 是 植物 的 种 和 属 不 可 能 因 微小 差 黑 而 从 此 ， 

1) FRR: “农业 生物 学? ,1952 RAM, HS 665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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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 Seg 

ZEAL TLR OAT LP LE EL, 就 是 如 此 。 
AY Anes, PARA AE et EB, BSE SCHEMA 

EAT ULE EELS TT APRA ARE, SEATS CRA TPR 
发 展 , 或 性 状 分 歧 , 完全 是 不 同 的 。 他 研究 过 有 楼 界 在 上 时间 上 的 
BRERA, LARRY SAAReR, BETAR 
界 物 种 多 楼 性 的 规律 性 。 由 认 过 种 伟大 的 发 现 ， 顺 利 地 闵 明 了 
自然 界 客 秽 而 实际 存在 着 的 动 植物 类 型 的 朵 称 关 傈 和 相互 联 

ee 
事实 上 , HOB CA REE AE ls ES, 在 相 儿 

ME (cnot) FECHA, E-BOERRM. 当 我 
MAREE ABES AMAR, MAT Re 
HIM. ATR Re, BETTE UA eA 
WEST, RIAL LAB: AT AAR, SL 
的 系统 发 育 ， 解 释 任 何 属 的 物种 在 上 时间 上 的 发 展 过 程 ， 有 了 可 
能 。 李 森 科 所 假定 的 类 型 形成 的 新 解释 ， 使 古生物 学 家 无 论 在 
有 机 界 麻 史 发 展 的 解释 方面 ， 或 在 壮 分 的 生物 地 层 学 的 研究 方 
面 ; 都 是 走 投 优 路 。 假 使 李 森 科 训 需 类 型 形成 的 整个 过 程 , 是 以 
循环 的 方式 来 进行 的 , 其 至 是 以 多 系 的 方式 ) WK, MSM 
AIL, 有 机 界 耸 歧 发 展 的 进行 , EER SR, EB 
多 样 。 过 泵 女 最 伟大 的 功绩 ， 就 是 他 揭发 了 自然 界 中 有 机 界 发 
展 的 客观 规律 。 他 在 他 的 分 歧 发 展 理 葵 中 指出 ， 发 展 是 以 小 而 : 
有 了 时 不 大 明显 的 阶段 来 进行 的 , 在 过 种 阶段 中 , FY LB INS 
一 个 有 机 类 型 向 另 一 个 类 型 转 缕 的 一 些 中 心 点 。 过 加 尔 丸 已 经 

1) RRA: “农业 生物 掌 ",1952 年 ,第 19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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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好 地 揭示 在 有 机 界 牙 歧 发 展 国 表 中 本 | 
POSSE SH U1. LU. SEMESTERS: “ESE CE, 我 们 

BAAS WIRE Ee, TEMG, TEE ASCH LEK 
FB, FETE SNE ETRE, BAL, WEBB, 新 种 性 

PRAHA, AEG REE, 首先 是 过 些 遗 传 性 状 消失 ; BR 
和 后 是 过 样 的 性 状 发 生 , 其 次 是 以 自然 选择 的 方式 把 它 于 固 起 来 。 

”以 新 质 需 其 特点 的 新 种 形成 , HOSENY, 就 是 飞跃 。 重 要 的 是 ， 根 
RSE CBS, 就 进化 的 解释 来 说 RAAT A, WE 
FLEA, 甚至 看 起 来 几乎 是 不 明显 的 ”2， 

4. 大 家 知道 , 连 责 文 在 他 的 物 炸 形成 理 葵 中 , ORS A 
有 机 界 进 化 发 展 篇 根据 的 。 过 去 的 地 质 学 的 动 植物 套 料 ， 便 用 

来 作乱 廿 明和 进化 学 说 的 基础 。 李 森 科 在 达 羡 文 的 进化 学 说 中 ， 
ABSIT ES. MBA, 达 泵 文学 说 , 不 知道 规律 地 转 华 和 和 从 
一 种 质 驴 过 渡 到 另 -一 种 质 态 的 必然 性 。 所 以 在 达 泵 文 的 学 谢 
中 ; 李 森 科 只 看 到 了 生长 。 
“区 LL. 过 稚 塔 什 亲 里 光 进 化 学 说 持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他 深 玉 
GWA EO TSE A LST A, SE 
WDNR EAT Es: “进化 的 另 一 极 重要 的 特性 , 就 是 它 是 创造 
性 的 过 程 , 是 一 种 质 和 绝 需 另 一 种 质 的 过 程 。”3， 

过 坪 文 在 允 化 石 有 机 界 葵 以 十 分 必需 的 注意 的 同时 ， 揭 发 
了 生物 发 生 律 ， 薄 把 它 压 用 到 自己 的 生物 学 和 古生物 学 的 研究 
中 去 。 过 尔 妇 指出 “…… 由 认 不 是 在 很 早 的 年 龄 开始 ， 且 作乱 

1) 巡 坪 文 ; “物种 起 源 "国立 农业 着 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俄 文 版 ,第 163 FL 
2) JIU seve He: “古生物 单数 程 2 1949 fe RACK, HB 26 页 。 

3) 同上 ,第 24 A. 



. 36 BE 2S Py FE FB HE OB 

KBEB AWE HARE TEMG ROR, RE 
AAV ERSRRASTEL,  HEPRSE ES EL 5 PR ER OP, 
(ELE RS Hee IO SE, AECL 起 来 。 
因此 ; WORMDLP EE RRR AE AY, DRTC Nay ey 
by R” | 

ASEM MSSM, BREET a 
fil _L Ay BAR 
ERE MEE REE BK, 要 知道 不 是 任何 别 

Ay 而 是 过 泵 广 过 样 写 道 , “地 球 的 居住 者 (obrrrenr mupa) 在 
它 的 历史 的 每 个 相称 的 时 期 于 ; 在 生存 站 等 中 , 都 战 胁 了 自己 的 
先驱 ; MSE ARS, 它们 比 自己 的 先驱 高 狼 一 些 , 且 通常 是 在 
自己 的 棚 积 方 面 更 专门 化 ， 也 许 ， 许 多 古生物 学 家 所 鞠 同 的 那 
种 共同 意见 , 粗 积 在 其 整体 上 是 进步 地 发 展 着 的 解释 , 就 在 讼 过 
一 点 。 在 另 一 方面 ; 据 我 看 来 , 古生物 学 所 有 的 主要 规律 ， 明 题 
地 立 实 了 种 是 以 自然 产生 的 三 式 起 源 的 , 且慢 的 类 型 , SEB 
多 暴 和 最 通 者 生存 而 发 生 的 改善 了 的 , 新 类 型 的 排挤 ”2) 

光 古 生物 学 材料 的 通晓 ， 使 迷 琐 妇 能 够 作出 下 面 重要 的 账 
括 : “可 以 断定 ; 任何 过 湾 层 〈npoMexkyTodqaaa dopmayua) 的 有 

楼 体 得 中 , 都 有 某 种 程度 上 的 过 滤 性 状 , 奥 所 有 的 古生物 学 家 所 
SSO REA EDA, CDAD (opwauna) 的 化 石 之 
PAGES, LEROY es EE) BS 
生物 学 新 资料 ， 完 全 证 实 了 过 页 康 的 过 种 意见 。 由 认 研 究 了 茶 

在 时 : 

1) 2: “物种 起 源 ?, 国立 农业 书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俄 文 版 ,第 351 页 。 

2) 同上 ,第 355 页 。 

3) 同上 ,第 484 页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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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 LOD ROR, EA RT 
TP Hse SCH ae: “PER tOy LEASE A TL, BME 

FEM AITE CASED, BERRA, (pe tL ED 

Mee”) 

SERENA RASH 

Fl, 必定 死亡 ”2) 时 , EERE ESE CTS RE 

普通 生物 学 到 证 在 1952 PRAY IC, HERA MAM 

学 种 的 新 解释 的 评 俩 是 SEA: “例如 根据 斯 大 林 在 “马克 思 主 

义 与 语言 学 问题 " 过 一 著作 中 所 说 明 的 论点 , LER 

贤 向 新 质 转 释 有 两 种 万 式 , 随 具 体 人 条 件 和 现象 的 特点 而 不 同 , ZS 

森 科 研究 出 生物 学 种 及 种 形成 的 完善 科学 理论 ， 确 定 了 种 及 爸 : 

种 的 概念 , 揭露 了 在 介 种 内 部 产生 新 种 的 规律 , 关 明 了 生物 学 种 

的 特殊 特性 是 什么 ， 以 及 指出 了 应 当 如 何 去 睦 解 生物 界 种 发 展 

sate.” 但 在 同 --- 杂 读 的 1953 RWB, Fae eRe 

副 主 篇 努 日 金 的 论 女 ， 其 中 努 日 金 写 道 ， ERATE 

学 种 的 任何 新 理论 。 据 努 日 金 看 来 ， 过 种 理论 是 H，B. 杜 尔 裤 
和 H. De 伊 万 讲 夫 想 出 来 的 。 根 据 什 么 理由 普通 生物 学 厅 庆 

稿 委 会 在 前 一 期 士 ， 把 李 森 科 的 新 论点 冒充 是 生物 学 种 及 种 形 : 

— SEM AMAR T 
(e RET SRY SI SCRE AY Anse, | HES AE ME Ss 

Son ERR TRI IOMCE ANG ia Ee SLES BE” 

HABE PATE ta Se A SCAR, REM 

1) RX: “NGL IR” » BB 7 ee AB HH Rak 1952 年 俄 文 版 ,第 484 A, 

2) 同上 ,第 335 页 。 

3) “普通 生物 学 灯 庄 ?,1952 年 ,第 6 期 ,第 400 页 。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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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种 及 种 形成 的 完善 科学 理论 。 大 家 知道 , 斯 大 林 同 志 的 “千克 
思 主 义 生 语 言 学 问题 "著作 ， 是 1950 年 上 后 年 在 “布尔 什 共 克 2” 
杂 计 上 发 表 的 。 同 时 发 表 在 1950 年 6 7, 8 Aas eee Ei 

李 森 科 的 生物 学 种 的 主要 新 论点 , 是 1949 ERR (BEBE 
生物 学 ，1952 年 第 621—622, 641 一 242 真 )。 

生物 学 种 的 新 给 点 的 情形 就 是 过 楼 。 
(HR RE) 

[作者 ， M.B.KynmukoB. 原 题 : “HoBoe B HayKe 0 6HoNOrTHYeCKoM BATE” 

aka T.J[. JIbiceiKo wu 6Hoctpa urpadua.) 



关 克 新 种 形成 的 研究 方法 问题 
E.B. % 4 A 

CJ AC BR REE “Hey SESE” 1953 年 第 3 期 ) 

ARAL RMA, HS Ra 
PFU ROME ST OER, RES Tet 
@ (1952) FP BAK 1952) 论 丸 的 批判 。 但 是 所 提 到 的 作 

者 们 主要 是 批 乔 地 分 析 李 森 科 院士 所 指出 的 理论 意见 ， 而 很 少 
注意 到 有 关 他 所 应 用 的 研究 方法 问题 。 其 实 毫 无 疑 间 ， 如 果 突 
然 找到 路径 人 类 最 强 有 力 的 智慧 长 期 致力 而 未 成 功 的 问题 的 简 
HRA, MAMA OER DRE AM PERRI ED 
HIE IS, AE EAS, HE Ry EE 

_ 方法 。 
LURKER EMRE A 如 下 : “只 

”有 确信 先 察 者 有 多 得 极 精确 数字 的 才干 的 上 时候， 试验 的 材料 才 
(iPS HASH HH.D. 巴 甫 洛 夫 的 事实 是 科学 家 的 ze 
氟 过 名 话 的 时 候 ， 那 末 他 自然 知道 ，H.0. 巴 甫 洛 夫 把 事实 了 睦 解 
需 仅 仅 是 “ 贯 实 的 数字 是 可 能 的 ” 天 认 构 成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物种 
学 说 的 试验 材料 ， 杜 尔 剖 的 意见 是 怎么 榜 的 呢 y 下 面 就 是 杜 尔 
ARSE A: “ 它 的 “试验 的 一 作者) 最 重要 的 一 部 
分 , 是 关 认 在 一 个 种 的 花序 上 发 现 另 一 个 种 的 种 子 情况 , ……. 和 二 
一 部 分 是 由 亦 精 确 地 进行 研究 的 精 果 而 得 到 的 ， 在 我 看 来 其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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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的 茧 实 性 是 没有 疑 关 的 。 新 的 事实 材料 的 特点 是 例子 非常 丰 

富 薄 在 观察 对 象 及 重复 方面 是 各 种 各 样 的 。” 
事实 上 , 已 经 有 和 坊 数 不 少 的 例子 , 可 以 引 来 作乱 许多 植物 在 

多 种 多 样 的 生存 条件 下 ， 能 由 一 个 种 转 伙 篱 另 一 个 种 的 可 能 性 

的 证 明 。M.M. 雅 库 布 切 基 尔 在 小 麦 穗 上 发 现 黑帮 子粒 问题 方面 

的 研究 特点 是 试验 材料 的 丰富 ， 过 个 试验 我 们 在 下 面 也 会 谈 
到 。 | nee 

FT I FUSE A ITI SL GS Hh RS 、 
(28.5%) M/E BE TIA ME. WET 

如 下 : WARP SOE DER, eae ese 
SIs, EMER MF 
个 地 单独 腊 粒 的 ， 大 多 数 是 按 组 脱粒 的 〈 多 征 每 100 个 重子 作 

需 一 组 ) 。 有 些 穗 子 泛 到 莫斯科 去 检查 和 分 析 。:) 用 钳子 或 手 
进行 了 分 别 的 脱粒 ; 在 用 手 的 情形 下 穗 子 的 完整 性 彼 破 坏 了 。 
用 栽培 黑 变 子粒 的 植株 的 方法 来 确定 它 的 典型 性 。 在 季 米 里 亚 
撞 夫 农学 院 进 行 播种 ; 和 与 播 种 有 关 的 至 部 工作 和 观察 都 是 在 T- 

TEAR PEL HORI RET B.C BE J SER A THEM 
ALTA AAS, FA ES ISR ANSE TL AS Re 
集 和 分 析 是 否 是 在 T-ERAREORAS P A eS 
下 进行 的 。 

RARE NE EAs Fh TE EH A FET HE EP EB 
T, HASSE 4E TS 551, 859 个 小 奏 的 重子 ; 在 其 中 发 现 了 107 粒 

SBE Wy FHL, 序 平 均 在 .5, 158 个 穗 子 当 中 发 现 一 粒 黑 变 。 黑 麦子 

1) 在 论文 上 指出 在 列宁 斯 克 腕 粒 从 斯 切 帕 攻 喀 尔 区 所 收集 来 的 1;000 个 穗 

子 的 时 候 ， 舒 芒 斯 卡 获 发 现 了 三 粒 黑 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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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A SAA AL CE AULA TL, AER LAY #40, 000 
(BF 2s Hp BETAS, 最 高 出 现 次 数 是 在 阿 哈 耳 卡拉 克 区 ; 
在 那里 在 59 个 穗 子 当 中 发 现 一 粒 黑 麦 。 在 科 精 替 喀 德 区 : 当 着 
第 了 号 捆 股 粒 的 时 候 , 在 2000 粒 小 麦子 粒 的 当中 发 现 了 7 粕 黑 
EAH, ODA 286 粒 小 麦子 粒 中 就 可 发 现 一 粒 黑 变 子 粒 。 在 
播种 田中 过 种 小 寿 是 秘 1 多 的 黑 变 混杂 的 。 可 惜 ， 作 者 没有 答 
也 在 穗 子 中 包含 有 过 样 大 数量 黑帮 子粒 的 小 麦 所 在 地 以 更 详 和 组 
的 描写 。 否 旭 过 个 地 方 会 很 荣幸 地 成 需 公 世界 植物 学 家 和 选 种 
RT FEB To | 

WRT, HE NCAT-ED Hh AOA SS ESR 
MAM, REA TOA eR 
AWARE BWA, AAEM, ABO 

PRB — AG Hy SHE FRAP AB AS Sy Le ESR 8 HE, 
HESS EAE He BD BE a Fe ALE HR DS PO BB 
到 的 黑 变 子粒 。 用 怎么 样 的 方法 能 够 十 明 它 呢 9》 过 可 以 用 显 微 
照相 的 方法 来 屋 明 。 需 要 当 果 实 刚刚 从 兹 从 化 了 的 时 候 ， 在 花 . 
梗 的 顶部 和 果实 的 基部 播放 雨 张 像 。 在 者 样 的 情况 下 作者 历 当 
能 得 到 像 镭 子 一 样 彼此 反映 的 两 张 照 片 是 不 杂 理 解 的 。 过 样本 
于 的 方法 下 ， 过 些 像 应 该 在 限定 重新 形成 从 割 面 的 称 上 相合 。 
过 就 是 过 个 子粒 是 属 讼 过 个 穗 子 的 证 明 。 
但 是 , 还 需 要 明确 地 七 明子 粒 是 黑帮 的 ; 而 穗 子 是 小 麦 的 。 

需 了 过 一 点 需 在 不 同 的 位 置 和 用 不 同 的 比例 尽 拍照 子粒 和 穗 
子 。 过 也 不 是 特别 困 闪 的。 只 需 注意 在 每 一 张 囊 接着 的 反映 穗 
子 和 果实 的 新 的 部 分 的 照片 上 ， 用 必要 的 标记 重复 地 反映 前 一 
次 照片 的 一 部 分 。 供 显 微 镭 研 究 用 的 砂 藩 (Plewrosigma a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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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 BRB APSE. MEATS RATS ae 
VERE SRLS. PREHEAT) Bh ao Fe A 
is, 屋 明 在 小 麦 的 穗 上 发 现 黑 变 的 子粒 的 证 据 , SA 

+ BTR A Be OS” PRE 
ER, ASAE ES EE 

BRA FAL EMER AE EE ABI BD 
PRAM PRA BOR, BEAM, 

需要 指出 ; HEE AU) SEL RI, EL 
意 到 过 种 程度 , 以 致 发 生 问题 : BUS BEL RRR 

” 些 照 片 呢 9 -特别 是 图 2 , 在 其 上 的 右 泪 , 看 到 一 个 模糊 的 斑点 粥 

GIF tts SERN (10 除外 ) 也 很 少 有 奥 世 的 用 
BAH 

suvunnenekauessdeaeeee 

SB EE Te A BP EB 9 EEA B.C. 德 
SK BAKA — SEER (1951 年 ; 1952 年 )。 

By SE SEE Ras a SE 8 Ge RR OA LB Je, 1951 
年 为 是 在 列宁 斯 克 的 全 匣 烈 宣 农 业 科 学 研究 院 的 试验 地 哥 〈 田 - 

Fela) FULL ARAL BE AEE (AER ETT HRT 

| EFA HE IN A Ted OE he A, 

LRM RACLHARSHER, METRRUA 
REM, LUGE FP BEE PREM DEH HEART 

AE He SE Th BFR EE AE | 
作者 写 道 : “ 黑 麦 和 誉 变 的 试验 播种 是 在 1951 年 2 月 21 

日 进行 的 te NR ERE AE Ze, 除了 黑 变 植株 以 外 还 出 
现 了 一 棵 强 闭 的 黑 变 涛 亦 植株 。 过 棵 植株 在 发 育 上 题 著 地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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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FE EIS PEAR AE BS GE EEE FC IS HL 
Pho PERLE Re STE AS ET FA EEA 
Pk TAAL BR, FA ABT we HT BL EAE EERE 
PIAS RE BUSS VER BEAR A | 

在 烈 宁 斯 克 的 田间 试验 的 处理 上 作者 力求 把 黑 亦 的 生活 休 

PERE CH WS i ABE RSE AEE FU EE. SEES 
分 的 潮湿, 用 手 播种 在 不 同 深度 和 在 不 同 的 , 其 中 也 包括 显然 不 
利 的 时 期 的 手段 达到 的 ， 永 且 种 子 的 覆土 用 趾 踏 的 方法 以 减低 
土壤 的 肥力 。 如 上 指出 的 粒 玩 的 黑 许 子粒 用 不 同 的 方法 进行 春 
化 , SR 在 1951 年 4 月 把 它 播 种 在 土 扣 , 在 当年 便 可 以 达到 成 

熟 的 可 能 性 。 公 部 供 作 试验 的 面积 包括 没有 播种 的 小 区 共 佑 
700 平方 米 。 在 竹 个 面积 上 播种 了 15 DF UE 
的 收 各 物 表 现 出 植株 上 明显 的 多 样 性 。 穗 子 长 度 的 狼 化 12 一 15 . 

一 直到 工 厘 米 。 穗 上 子粒 数目 的 释 化 从 60 一 70 一 直到 1 在 

其 依 的 没有 播种 的 小 区 上 ， 以 及 在 其 他 的 试验 地 的 试验 区 中 早 
奏 汰 寿 是 没有 的 。 而 在 播种 了 黑 变 的 小 区 上 发 现 了 12 株 黑 变 
Pn 

327i (8 RAE RA ER, SEMEN A 
TaN RPE LEU AL A Se ESR 验 区 ， 
由 农学 家 AA. TAREE STI, HRY ET EDEN RE 
ZR MEY BEI ETT ANY. SEACANYRBA, TPH RBH 
ERLE, FHCRC AOL, IRIE ERT 
逐 粒 的 挑选 。 试 验 小 区 的 大 小 是 0.05 AGT (MME KR 
.有 提 到 )。 前 楼 是 纸 对 休 并 地 。 播 种 是 在 1950 年 9 月 15 AE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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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米 特 里 耶 夫 写 道 : “在 1951 年 7 月 12 Be - 

果 时 ， 我 们 和 A.A. Ge & HEME He RS ED EBSA 6 RAR 

BE, MAGS TS RAE FY De | BA 29 HERES 
- Be” 

fe) 

OK, 根据 自己 的 试验 ，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确定 , 从 一 个 种 
的 植株 的 颖 果 能 够 长 出 另 一 个 种 的 植株 。 和 从 黑帮 的 颖 果 乱 汉 稚 
变 的 植株 , 又 从 汰 麦 的 颖 果 得 到 了 黑 变 的 植株 。 我 们 看 看 , 过 牙 
不 是 雅 唐 布 切 萄 责 的 试验 ， 那 是 在 小 奏 的 穗 子 上 发 现 了 黑 麦 的 
子粒 ， 也 就 是 一 个 种 的 颖 果 在 另 一 个 种 的 穗 子 上 。 因 此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不 能 用 照 像 方法 指出 上 面 所 指出 的 观察 。 但 是 雅 良 布 切 
杰 尔 所 报考 的 那 种 方式 的 观察 他 也 和 进行 过 。 德 米 特 BI KS 
道 : “在 田 右 拿 来 的 黑帮 穗 的 脱 粕 的 时 候 ; BELA MS ps 
粒 的 事实 现在 已 经 成 需 常 见 的 了 。A.A. 费 多 区 娃 不 只 -次 的 在 
ERA DHE BST RAE FAL PAPAS 

KES WATS ER, TEESE (RD) ENT BS 

RAL RRM BRT OME TEL, RT 
SE PAPE ME SEAL HIN De AE AY HE BE, 
FAERIE BISA. SUEZ SUR 
HEAL BAT WCBS At By ROL I DBE AB, "5 RE 
6 ENERO Hy ERIE, PL DLRR AB,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就 在 今年 秋天 
能 够 拿 出 照片 来 看 看 。 

德 米 特 里 子 夫 试验 的 黑 麦 种 子 的 选择 技术 的 记载 ， 使 我 们 
想到 种 子 的 挑 于 是 一 次 的 。 但 是 未 必 有 人 否认 ， 在 一 次 挑 玩 的 
时 候 就 很 卷 避 驶 不 同类 的 种 子 的 混 亲 ， 正 如 在 校对 稿件 一 通 的 
时 候 不 能 使 错误 避 驶 一 榜 。 物 理学 家 们 确定， 人 类 的 眼睛 是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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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M TA OPERA ESR AT, tne 
PNET EAE ICE REE SESH, BOI 
FEE — REESE 15 公斤 ， 亦 序 50 BEALL ay RHE 
Fo HERAT EPR AOE RAS AAS. WU REOK 
AS ELS He wik — GA HE Pk SSR HC 0 FEE ALAR Ti RAN PEE BS 
黑 寿 混合 在 一 起 , EMR PRETHS, AAA ATER. 
BEAD, ERSTE AR, TR EF OR 
不 同 。 

还 有 更 出 平 意料 之 外 的 结果 彼 德 米 特 里 子 夫 在 试验 中 得 到 
了 ， 试 又 的 目的 是 要 证 明 洋 局 豆 转 绝 需 混 杂 在 详 属 辟 植株 豆 的 - 
平 籽 箭 知 殉 豆 。 得 自 非 黑土 地 带 载 类 作 物 研究 所 的 洋 局 豆 种 子 
在 播种 前 是 经 过 了 粒 选 的 ， 以 便 分 元 出 可 能 的 混 亲 。 但 过 驯 没 
AT, BBE RAE, FOR: “我 们 也 有 充 修 
AERO AS, 在 分 配 作 洋 局 豆 播种 用 的 试验 区 中 ; PEE 
种 子 的 隐藏 是 没有 的 ”党 有 什么 根据 ?它们 是 建立 在 事实 基础 
_ 上 嘱 ? -在 什么 样 的 事实 基础 上 呢 9 关 放 过 个 什么 也 没有 谈 。 是 
FRAT FA,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认 需 庄 该 对 他 不 可 抗辩 地 相信 , 正如 相信 
有 一 次 亚 里 斯 多 德 说 着 电 有 从 休 腿 , BRR ACE LE HVAT A ORR 
要 知道 ，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订 该 知 道 许多 条 草 植物 的 习性 是 多 摩 甬 
强 ， 有 时 好 像 完 公 消失 了 ;, 有 时 忽然 在 通 合 它们 的 年 份 , 又 突然 
地 活 中 起 来 , 优 满 了 大 地 。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特别 强调 地 指出 对 於 植株 没有 怎么 楼 照料 的 
那 种 情况 。 也 就 像 在 用 黑帮 的 试验 中 一 样 , ALES, 当 着 把 植物 
放 在 最 不 好 的 生存 条 件 的 那 种 情况 下 上 时， 由 一 个 种 转 黎 需 另 一 
自 种 是 容易 发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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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局 豆 的 播种 耸 16 期 在 工 米 的 小 区 上 重复 五 次 的 情况 下 
和 进行 的 。 播 种 量 是 每 平方 米 10 克 。 因 而 ， 在 80 平方 米 的 面积 
上 ， 一 共 播 种 了 800 克 的 种 子 。 4 月 10 日 进行 播种 的 详 属 豆 ， 
出 现 了 21 株 平 籽 箭 舌 豌 豆 的 植株 。 除 了 在 7 月 12 日 的 播种 中 

BLS DRA BOLLS A 
子 的 洋 属 豆 植株 之 外 ， 其 他 时 期 的 播种 中 平 籽 箭 舌 足 豆 是 没有 
的 。 呈 然 葵 文 上 附 上 了 过 些 种 子 形象 的 图 片 ， 但 是 照片 如 此 的 
ARE, EMAAR EBA: Se 
#08. 

再 提 到 特 鲁 希 诺 娃 (1950 年 ) 的 试验 , 在 切 里 亚 A 
DN, $8 7)2 OK BIH: aE 321 (Munetypym 321) 的 晚秋 播种 的 人 条 

件 下 , SGT EAR, RRS T Code 88.6% SERA 
_ SERR4E (Sputpocnepmym) se FEF 10% Ht) sei (JJiorecHeHc) 

BALE 2. UES EE TERE TS se 
HSS ARI, DASE ABL EIR e (1952 年 ) 写 出 ; 在 
他 所 在 的 卡拉 朵 金 试验 站 米 里 吐 和 鲁 姆 321 小 麦 经 过 五 年 的 晚秋 
播种 ; 基本 上 保存 了 自己 原来 的 沟 种 。 

泛 就 是 形成 大 家 都 知道 的 从 一 个 种 突然 转变 成 另 一 个 种 的 
学 说 所 根据 的 试验 (不 到 说 是 其 实 的 》 BR 

我 预料 著者 会 责 交 我 过 分 的 注意 於 追求 秋 故 小 节 。 但 是 ， 
任何 从 事 於 多 次 试验 工作 的 人 都 知道 ， 在 试验 中 通 汝 法 的 挑 
选 起 着 何等 互 大 的 作用 ， 常 常 是 粗 故 小 节 决 定 着 研究 的 成 功 或 
者 失败 。 需 大 家 所 充分 知道 的 K.A.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谈 到 法 国 的 由 
六 个 科学 院士 组 成 的 委员 会 怎样 从 事 解决 一 个 有 名 的 在 布 斯 澳 
果 (Byccenro) 与 水 . 戈 廉 〈 冰 .Brrmmp) ZAR SKA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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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WL MMR, LRN eR ea 
最 精密 的 试验 的 检查 , 最 后 是 如 何 委 旗 实 验 宝 的 看 守 人 的 - 粗 枝 
大 革 地 进行 试验 得 到 一 个 不 正确 的 精 果 , 水 .威廉 只 是 暂时 的 得 
We, 但 是 , 正如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所 写 的 …“ 布 斯 谢 果 试验 的 正确 性 和 
OK. 威廉 献 验 的 错误 性 在 现在 也 不 容 置 疑 "。 

我 觉得 在 雅 库 布 切 到 锁 ， 德 米 特 里 耶 夫 和 其 他 人 的 试验 中 
错误 的 基本 根源 可 能 是 装着 收集 来 的 材料 一 重子 和 子粒 的 蘑 一 
袋 的 刘 杂 。 和 需 防 止 纯度 种 子 用 材料 意外 混杂 所 必需 探 用 的 良种 
繁育 技术 规程 所 规定 的 一 系列 预防 ; 其 中 提 到 了 茧 袋 的 清 搓 。 过 “ 
些 规程 在 良种 繁 青 的 实 跤 中 应 该 最 格 遵 守 ;) 在 目的 是 要 解决 由 

一 个 种 转 季 需 另外 一 个 种 的 过 样 精 和 问 题 的 试验 中 ， 就 特别 刚 
Cy, 甚至 也 许 更 复杂 化 。 但 是 在 我 苇 过 的 论文 中 , 怎 床 也 不 
ROG LIE A AE A BR UL 
性 的 关怀 。 

因而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我 们 分 析 过 的 至 部 研究 ， 不 是 没有 任 
何 缺 陷 的 ， 不 能 够 探 灿 来 作 需 种 的 新 学 说 正确 性 的 症 据 。 但 是 
在 过 篇 文章 台 我 原意 再 指出 一 点 ， 在 现代 研究 技术 的 情况 下 
(我 所 指 的 是 显 伍 昭 像 的 方法 ) 过 个 问题 能 够 十 分 皮 表 定 地 解决 。 

CHL BRE) 
[作者 : E.B.Bo6Ko. 原 题 : K Bompocy o MeToOTHKe H3yyeHHA 00paM3CBRHHS 

HOBbIX BHOB.)- 



论 物 种 与 物种 形成 的 问题 
[. H. 3 EB 

CTE AC RRR “Hy S Hise” 1953 年 第 4 期 ) 

PESLE MAA EE SE EAR EAR 
“et, FEE A EMEA AMER ELE, IE 
HOA LB Jy AIG GB A AA ESE RO 
最 重要 的 问题 。 必 须 保证 在 实 跤 上 广泛 探 用 科学 的 发 现 ， 竭 力 “ 
协助 科学 家 研究 各 四 知 埠 中 的 理论 问题 ， 东 加 强 科 学 与 生产 的 
和 
根据 过 一 点 ; 我 们 在 思想 战 称 上 的 任务 EB THEA 

学 家 在 理论 的 炉 烙 万 面 的 积极 性 落 以 批评 与 自我 批评 需 基 础 进 
一 步 发 展 科学 。 按 照 上 述 过 一 点 ， 我 们 应 评 不 怕 提 出 和 解决 当 
前 的 , 稚 认 需 “ 冒 险 ” 的 生物 学 问题 , 把 科学 向 前 推进 。 

ASEH AHEAD AE Hy EL EB 
REM WER LMM aH 

— SUSAR EL A EE 
BBS nen be H.Z. HYBRID SR 

Ae ep AS PCOS AE TELE RAS, 自然 ) LET 
ey: Mee en eee SOT NOE Le aan ee 
AMPS ATRDOERAL ASSL Ae, HB. tt ff 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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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伊 茧 诺 夫 当 物 种 形成 的 新 学 说 的 批评 ， 优 疑 的 ， 具 有 进步 
的 意义 站 且 夺 过 个 问题 作 了 必要 的 泣 清 。 

ARAVA, EAT st CE ih BLS He 
SRR RMR. UR, BUMMER stb AR 
PRES ICT AEM A AAR, RUE 
SE HE AS ABLES CL: Sey AE YY EO SE EA 
PR RAP HS IEE ns TE SRA PI BEY 
同志 多 李 森 科 所 提出 的 论据 。 

H.B. 杜 尔 守 在 某 些 地 万 是 正确 的 ， 璧 如 他 指出 ， 李 森 科 把 
过 尔 文学 褒 看 作 在 其 基本 原理 上 已 痉 陈 人 冀 了 的 理论 ， 看 作 是 不 
符合 页 现代 科学 要 求 的 学 说 ， 二 种 秽 周 是 不 可 容许 的 。 他 正确 
地 注意 到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生物 界 进 化 发 展 方 面 ， 有 机 体 的 飞 蹈 发 
展 方 面 和 物种 的 定义 问题 以 及 其 他 方面 所 站 的 错误 立场 。 我 们 
同意 杜 泵 剖 提出 的 关 认 物种 形成 的 新 学 说 方面 的 所 有 葵 据 。 

然而 ，H.B. tt: PAA HD. PR KBE Be as eS 

BABE T OG, AMIE: BBP APE 
的 本 质 , Ue LIRA BER LI TP TE ATSC ANE AL AY BB UR, 对 
某 些 定义 (WM MAM, “物种 ”_ 词 的 定义 ) OPH 
完全 的 , 更 通 合 认 米 丘 林 生物 学 的 解释 。 

PRK BRERA LOTR MAB. A 
ERM MILATAME. | 
ERASE ET ALS HT AE IE pS Py PSEA 

繁殖 过 剩 的 论点 时 ， 认 乱 关 讼 存在 着 过 些 现象 的 过 页 文 论点 是 
很 自然 的 ， 东 且 不 需要 任何 证据 。 他 一 方面 正确 地 批评 李 森 科 
用 “有 利 页 " 秆 或 “不 利 於 "条 过 种 襄 法 来 疹 实 自己 的 葵 点 之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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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 ， 但 自己 却 掉 落 到 相同 的 错误 中 。 伊 万 庄 夫 当 李 森 科 的 批 

评 不 仅 使 他 自己 重复 关於 动 植物 的 种 间 和 种 内 相互 关 傈 的 一 般 
的 巡 泵 文公 式 , 而 且 和 还 根据 现代 的 成 就 ,用 实际 材料 揭露 了 过 些 
论点 的 本 质 。 根 题 然 ， 需 了 正确 地 解决 关於 种 内 站 等 的 存在 熏 
否 的 问题 首先 必须 天明， 在 将 半生 一 鹿 用 到 生物 界 时 批评 者 如 
MIRE. SMA TI ER, 李 琳 科 的 著作 中 也 没有 ， 
那 未 请 问 , 到 底 惟 下 了 过 样 的 定义 呢 ? 

HD. PERRI TS. A Te 
BME SE PIS CARI Es, Mi EAE 
FPIZ Mee, AAT BES ER EH A AR Ay I BS 
(FP EERE RY BE 

Hl. GASSES SLIME PSC LORS RIO SUM, 走 上 了 
错误 的 道路 。 巡 尔 妇 让 篱 假使 消除 各 种 阻 三， 那 未 动 植物 就 能 
按 作 何 级 数 繁殖 。 但 是 伊 葛 诺 夫 本 来 知道 ， 在 自然 界 中 实际 上 
东 没 有 消除 任何 阻 酸 。 因 之 ， 巡 泵 文 的 过 个 花 加 没 有 反映 出 过 
个 现象 的 自然 过 程 。 

ALTE ICME E, BEATE ES EE, 而 
BE RAS REREAD ee RRA SR, ENTER 
PRE TERPRAHAR, PRE RRB CSE 
MEALS CS IEKEM. RMARAAMAGE, ee om eA 

ALSTERER:, GIES BUAK GEOR) 所 
忽视 的 一 些 缺 点 。 例 如 ; MSE, BOER: eH 
文 的 错误 就 在 认 他 讼 “自然 选择 或 最 通 者 生存 过 一 概念 中 将 两 
个 完 人 至 不 同 的 东西 混 请 起来: 

1 .在 繁殖 过 剩 的 压迫 之 下 的 选择 ， 在 过 种 选择 过 程 中 最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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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通 应 的 个 体 , 可 能 首先 生存 下 去 , (RR RE Pa 
能 是 最 弱 的 。 

2 .依靠 对 沟 轴 的 环境 的 较 大 适应 能 力 所 产 生 的 选择 : 在 这 

个 滤 择 过 程 中 能 生存 的 个 体能 更 好 的 通论 过 些 环境 / 但 是 在 午 
个 过 程 中 ， 过 种 通 庄 性 可 能 完全 是 进步 的 ， 也 可 能 是 完 公 退化 

的 《例如 当 寄 生生 活 的 肖 应 性 粮 是 退化 的 )o”2 

因而 伊 万 诺 夫 同志 完全 不 正确 地 解释 生物 界 成 员 的 繁殖 过 

剩 和 种 内 相互 关 傈 的 问题 。 Ss 

£5, 5 | a BGI SE EHP WE RE PP BR 

同志 天 灰 繁殖 过 剩 .生存 门 等 , RRR AAS OB 

题 的 批评 的 正确 性 。 

恩格斯 写 过 : “RECHT PINNED T BG ESE 的 巡 

MACH SARA A, 但 每 个 人 还 是 可 以 一 目 了 然 地 看 到 , BT 

自然 界 中 看 出 生存 门 竺 ， 看 出 自然 界 中 浪费 地 产生 大 量 的 胚 和 

一 般 能 达到 成 年 的 少量 的 胚 之 间 的 矛盾 《过 一 耶 盾 实际 上 大 部 

从 是 由 生存 癌 等 有 时 是 极 残酷 的 生存 问 等 来 解决 的 ), 兹 不 需要 
5 EM Bae.” | } 

Ft BERS OI. 拉 甫 洛 夫 的 信 中 写 道 : “我 同意 巡 泵 

文学 说 中 的 发 展 理论 PB BE MR ALE, 自然 

选择 ) 是 刚刚 发 现 的 事实 的 最 初 的 ERE AY, 不 完善 的 反映 。” © 

再 其 次 恩格斯 写 道 : “ESE ECAR, 他 的 现代 兵 访 者 强调 
生物 界 中 正好 协调 的 现象 ， 兹 指出 植物 如 何 把 食物 和 氧气 运 欠 

1) BAO: “自然 瓣 怀 法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第 248 一 249 A, 

2) Reo: “ 反 杜 林 论 ,国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52 年 版 ,第 65 一 66 He 

3) “马克 思 恩 格 斯 书信 集 ”, 国 立 政治 书籍 出 版 社 ,1948 年 ,第 .3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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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 而 动物 又 如 何 把 肥料 , A, BRAGS. LE 
过 页 文学 说 被 公认 以 和 后， 过 些 人 才 开 始 到 处 都 只 看 见 问 等 。 汪 
两 个 概念 在 一 定 的 狭小 范围 内 是 台 理 的 ， 但 雨 者 都 是 同样 片面 
的 ， 有 限 的 。 自 然 界 中 已 死 物 体 的 相互 作用 包括 协调 和 衙 突 ; 
生物 体 的 相互 作用 则 包括 有 意识 的 和 无 意识 的 协调 以 及 有 意 训 
FIRMS At, HERA AR 
‘FIR’, (HER BICEL EE AWS Boy SA EE 
PAZ MAK CES oh, RT 
Bt, He LD . 

HE BOSE EE SRC, AMP RRO 

SE ICLTE ATE MEN RR. 
伟大 的 科学 泰斗 斯 大 林 同 志 便 不 止 一 次 指出 : “如 果 不 能 

批评 著名 权威 的 陈 蔓 论点 和 意见 ， 便 不 能 前 进 ， 便 不 能 推动 科 
BAH”? 
PBA, FESR Ps eee Be Lay 

立场 上 ， 他 完全 正确 地 写 道 : “我 不 同意 繁殖 过 剩 因素 的 解释 
因 篱 据 我 看 来 ， 通 常 在 自然 界 中 繁殖 过 剩 本 身 过 去 和 现在 都 没 
有 而 且 也 不 可 能 有 ， 因 此 我 把 达 责 康 的 自然 选择 概括 地 理解 需 

发 生 作用 的 各 项 因素 一 一 爸 以 性 、 竹 传 性 和 生存 性 (代替 繁殖 
JF). FRR is WE RH WR ASE EBC 
ERG — AE ey TEE HS THEE AE SAB” ©) 

RUNS, EAL ESE SIERO 
1) Rei: “BARRE”, BLISS Bi» 1952 年 ;第 249 页 。 
2) Wr ACK Wel aks ei di se Pal a fis» AP TT ME De” Hs» 1947 年 ) 第 3 期 ;第 

7H. ; 
3) PRB: “B+ yD”, Bir Re iit, 1948 年 ,第 5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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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 ARIE SAS eR PFD TE AR 
As Ec Sik EL PS SEA PA ee EIS PRA 
Fin BRAUN DUNT, (la IE MEN RE eee TCH Bt SES 
EMRE, PRR A ED HE 

tae 何谓 种 

谈 到 “种 ”我 们 首先 巍 该 以 自然 界 发 展 的 客 秽 法 旭 一 有 

楼 体 阶 段 发 育 的 法 则 需 依 据 。 支 植物 的 种 是 系统 发 育 中 进化 发 
展 的 长 期 历史 和 个 朵 在 个 朵 发 育 中 的 个 体 发 育 历 史 的 结 果 ， 是 

种 的 过 去 环境 和 个 体 的 现在 环境 爸 械 的 结果 。 大 家 都 知道 ， 在 | 

过 去 物种 进化 的 长 期 历史 ， 表 现在 它 特 有 的 遗传 性 上 ( 邹 表 现 

在 有 机 体 的 一 定 的 外 部 形态 及 光环 境 人 条 件 的 需要 上 ), 而 每 一 个 

个 朵 的 现在 环境 旭 改 爸 着 它 的 外 部 形态 及 夺 生 活 人 条 件 的 需要， 

PR if 5182 E Ao SE, 

过 就 是 那些 必须 把 它们 用 来 作坊 解决 物种 问题 的 基础 的 过 

CHES EAE BEM ARERR 
物种 所 特有 的 外 部 形态 内 部 特性 打下 自己 的 烙印 。 环 境 光 HS 
动 植 物 的 过 种 影响 首先 表现 在 需 种 的 个 体 所 特有 的 矛盾 上 。 

”只 要 举 出 普通 的 松树 (Pinus silvesfris) Fl, IAM 

相信 ， 过 个 种 的 所 有 个 朵 彼此 旗 相 似 双 不 相似 。 无 论 任 何 一 个 

这 种 松 楠 的 样本 都 不 能 和 其 他 的 松树 种 混同 起 来 ， 因 和 需 它 们 具 

有 一 定 的 外 部 的 相似 之 点 , RE Ee, ES, EA 
发 育 程度 、 根 系 以 及 其 他 各 方面 有 所 区 别 。 在 松村 外表 方 面 的 
过 种 特性 也 就 是 过 去 物种 发 展 爵 史 〈 相 对 的 相似 ) 和 现在 榭 木 
在 森林 中 个 朵 发 育 的 历史 ( 相 光 的 差 轴 ) 的 烙 果 。 过 楼 就 可 以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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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得 出 一 个 烙 葵 ， REAR DLA RTE 
-<o @ e® ‘8 \0 @ 8S. 8. #8 127-0 

SS e @ @ @6.:* @,-. 6 oo © 6 e-@ ©. @ © © @. © + ) 8 Oye ee 

a a eS ee ee ee Ao Jka oo ie 

ea 
又 和 种 的 其 他 个 体 有 差别 。 存 同一 些 周围 环境 条件 下 个 体 的 相 
似 和 差 暴 〈 主 要 是 由 於 遗 传 性 ) 促进 种 的 个 体 在 自然 界 中 的 生 ， 
存 ， 而 在 另 一 些 不 同 的 居住 休 件 中 ， 通 常 引 起 多 有 机 体 的 反 作 
用 ; 也 就 是 对 於 种 的 生存 来 说 是 有 丛 的 同时 双 是 有 害 的 。 

”各 个 体 中 外 部 形 访 方 面 的 矛盾 时 常 是 和 它们 内 都 械 质 性 
(光环 境 需 要 的 差 愤 ) 相伴 而 生 的 。 大 家 都 知道 , 一 年 生 的 松 机 
罗 於 环境 的 需要 和 十 年 生 的 松 横 是 不 同 的 , 因 需 它们 的 树冠 , 根 

系 等 是 相似 的 但 同时 又 是 不 同 的 。 过 种 特性 基 吾 也 明 是 地 表现 
ABR EAH 
ALMER TERS, Nees 

P EMME NEED) REE 
Wit RE RAED HM FB JAR EL 
FPO Be, HE ARE SORE EA 

出 物种 概念 的 定 闵 。 

o@ Bi ® 8) Os 0... O%.-. 18.) @.. 8 os.) 10° be... BY eee 

ye a, 8 A. 6 “08> O@ 8. -O@ 6°. 0 6 © "@ @  O-. %.2@ 

le Ap Sel TS eee ee co, er oor fe a ee er ee Leen hee eee ae pee ee eo Wee 

四 

Seen e . Crap 8 8 Oe. 8° ere) “0%. 

aa tg IER ye ee FA Be, 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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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种 在 生物 界 的 什 链 中 所 特有 的 间断 性 和 连 秆 性 。 生 物 界 是 有 
ANEW A AAT BS SEL, FAS LE APIS ELAR OR 
GRAM eT 93-0 A AP A 
傈 中 有 相 光 的 界限 , WEI LAL —( FP EY SAE 

由 上 述 可 知 , 物种 一 过 是 客 壬 现实 的 概念, 而 同时 又 是 客 
鞠 相 当 的 概念 。 由 然 每 个 种 中 都 有 界限 ， 但 过 些 界限 艳 是 在 改 
BF. EMAAR AMM EN CED 
UE N, 而 且 也 确定 它们 )。 
因 之 , 根据 种 内 关 傈 的 分 析 和 和 粽 合 , ARON, 

一 个 个 体 只 积累 遇 物种 有 丛 的 性 状 。 过 只 有 在 将 物种 与 其 生存 
条件 人 工 隔 苑 的 情况 下 ， 也 就 是 在 闵 计 学 中 研 罕 物 种 时 才 有 可 
能 。 而 实际 上 过 一 点 是 不 存在 的 。 因 此 物种 所 固有 的 一 切 性 状 
是 有 人 答 的 而 同时 又 是 有 害 的 。 a 

= 种 内 关 傈 
”在 松林 中 , Bah ERA Be AE BAVA AS I), HR A 

AMA ER CE PEAR, PRL A TE A I_E fn 

LMA SERRA TRH ee BRS 

Any REE 〈 个 体 分 化 ), 另 一 方面 会 引起 个 体 的 相似 性 部 

狼 种 形成 ; 楼 而 引起 种 的 形成 。 

大 家 知道 , 由 生长 在 南方 的 树木 所 取 来 的 松树 种 子 , 在 北方 

条件 下 不 能 生出 质 上 优良 的 树木 (反之 亦 然 )。 由 讼 过 些 种 子 所 生 

”出 的 树木 和 和 森林 不 符合 现在 环境 的 要 求 ) 所 以 们 在 外 形 上 和 新 

隙 代谢- 上 都 大 大 不 同 於 原 固 地 同样 种 子 所 生出 的 树木 和 森林 。2 

1) B.B. 奥 吉 也 夫 斯 基 :“ 和 森林 作物 风 夷 联 国 立 林业 造 犯 出 版 社 ,第 331 一 332 页 。 



56 BE YO Fa Ey GE PAT RA 

6 UML TEI, en RARE 

CE AY A A SA, SE A HS PR SER TS, 

ARE EBA RRR EME, Te 

CMM — 2 SAR USE ae: 由 於 周 

FSS HSE, 在 自 emacs 下 BARE 的 外 部 特 
. OA @ @o e@ 6,.-060 °° .6 8© © #® .86 8. 8 DD 6. & “8 (0, 0-4 5 2 

e-e -“¢ 2,8 @ @ 8 @o. 8. @ @. @ 80 86 86 @s ). 86 "8. © 6... Fee 

tnt anne ee 情 况 ， 

以 及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提出 的 其 他 事实 ， 是 与 马列 主义 创始 者 们 的 
-一般 概念 不 相 矛 盾 的 。 李 森 科 所 指出 的 事实 只 能 证 实生 物 界 成 
员 的 种 的 爸 册 的 方法 是 多 种 多 楼 的 。 

当然 ， 李 森 科 同志 志 所 江山 的 事实 北 不 能 推翻 连 羡 文 关於 物 
种 形成 的 原则 。 我 顺便 来 提 一 下 ，K.8. 阿 沃 金 - 巴 甫 洛 夫 忆 指 
出 说 , 松树 能 产生 云 杉 档 ， 过 显然 是 一 种 误解 。 完 全 可 能 , 他 所 
BAW HE EEC ARE 

因而 ， 呈 然 个 体 在 周围 环境 影响 下 ， 猎 过 自然 选择 会 在 质 
LRA MOSES, TRUM ee 
Sb Hy ABD OMEL AA Be (BE), 18 ee 
ey SRG AR ACR, ENCE FH Hh Wy DAS BU — PET NS DEB 
B— Ho HERVE, AEROS MSIL De sera i ff ieee 
来 研究 。 

由 礁 过 去 和 现在 环境 之 影响 、 猎 过 自然 选择 而 产生 的 种 的 
个 体 在 外 形 上 和 内 容 上 的 各 种 各 楼 矛盾 性 , 会 使 松 榭 从 化 , 使 种 

1) K. A. 阿 沃 金 - 巴 甫 洛 夫 : HRA SMa, Kh RIA HD” Hees 1952 

年 ) 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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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化 成 歼 种 。 肖 是 因 需 每 棵 树 都 有 它 自己 的 个 体 发 生 和 发 展 历 

Bo » 

Ma GS EFS 06 Fe] 79 eee ee oe on ba 

人 

co 站 
周 男 环 卉 的 要 求 上 所 固有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矛盾 性 ， 过 些 了 矛盾 性 用 

是 和 由於 过 去 和 现在 环 卉 的 影响 而 形成 的 。 正 是 过 些 矛 后 性 决定 

着 动 植物 所 固有 的 矛盾 。 其 中 ， 它 们 在 个 别 松 橱 间 表现 如 下 所 ， 
了 述 。 由 於 自然 界 中 的 每 棵 松树 光环 境 都 有 它 自 己 的 通 应 性 ， 所 

以 它 能 提高 种 的 稳定 性 , 但 同时 双 能 降低 种 的 稳定 性 ER 
竺 由 於 世 在 自然 界 的 存在 和 其 生命 活动 改 琶 着 自己 和 陵 栅 的 下 

$$, 薄 因 此 引起 它们 的 分 化 。 
本 

BRU HEEL MN HER bm ew HIRE 
”的 相似 与 不 同 的 条件。 

由 此 可 以 作出 烙 论 ， ACA ESSERE REAM, im] ELAR 
HES EERE, CIT, KE 
在 自 播 植 物 〈caMocee) LAURE TIER JETER PS A RS 

SLI 75 HE ea SA TSE ELC HS RSTO ZEA, 
SE UCR AC MME GY a 2 ETE ZEA EI ke BT, 

1) TL H. Se. “pepe fy PR AE EPR RE RE BE BE” EB PR 
三 出 版 社 1952 A AR “AP HO 2 B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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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A AIRS BEE EAL OE, SEE My IP SE 
BME, we RRR. PME PTE RR 
SAE. EPMA EBIE SP AI APA EAR PK OK A 
FET ARETE TS Ap Ze), ESI, WAAR 
豆 面 。 落 到 湖 吉 的 种 子 与 落 到 艾 闭 的 松树 森林 林 冠 下 一 楼 BF 
生出 的 松 榭 幼苗 不 能 生长 。 松 横 幼 苗 在 过 些 地 方 之 不 存在 兹 不 
是 因 乱 湖 压 追 自 播 松 柑 和 和 与 它 门 等， 而 是 因 入 作乱 种 子 的 周转 
束 境 的 湖 不 能 满足 树种 的 要 求 。 

过 一 切 都 不 能 使 我 们 去 接近 伊 万 讲 夫 同志 。- 上 面 所 提出 的 
意见 症 实 了 相似 的 情况 ， 即 指出 了 动 植物 界 是 没有 种 内 半 等 
的 。 

同时 , 乱 了 关 明 过 泵 文 的 自然 选择 的 实质 奥 李 森 科 的 “自然 ， 
稀疏 ”二 一 术语 , 就 不 能 只 限 认 种 内 关 傈 的 研究 。 大 家 知道 ， 巡 
页 文 的 “生存 门 征 ”是 包括 动 植 物 的 种 内 奥 种 间 关 傈 的 。 

四 ft FA) Bd 

如 果 谈 到 生长 在 西伯 利 亚 地 方 广大 而 低温 的 松林 地 带 沙土 ， 
上 的 松 樟 混交 林 的 分 析 ; 那 未 我 们 就 会 看 到 , 过 两 个 树木 种 类 的 
天 傈 和 与 纯 松 林 所 固有 的 关 傈 ， 在 原则 上 没有 差别 。 正 如 在 前 一 
MIE TE, RACE LS BS, 树木 种 类 和 个 别 树木 是 经 过 

。 屁 们 彼此 间 相 互 改 释 周转 环境 条件 而 发 生 彼 此 相互 影响 的 。 在 
WET, Je GD RA 
DAT RACIAL, ORLA SUE FAR HAST 
Ho (SER, BK A eT A 9 PE 
发 生 的 矛盾 ， 将 在 外 部 表现 需 两 个 喜光 种 类 的 相互 分 化 。 雨 个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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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S AES, Pek RDI 
ARAKI EA. SEG AMEMOMALRSE ERE 
死亡 程度 是 有 所 不 同 的 ， 因 而 最 后 就 能 引起 一 个 种 类 入 另 一 个 
种 类 所 代替 。) 

Alig, #ee ANS Ce onanibhorcg« 

PR Se AM 998 SAO A 化 。 

棵 树 的 发 生 历 史 都 有 所 不 同 ， 所 以 各 些 横 木 种 类 和 枯木 在 种 内 

和 种 间 所 固有 的 矛盾 性 ， 因 受到 整个 周围 环境 的 影响 就 会 在 它 

们 间 产 生 各 种 各 样 的 矛盾 ， 过 些 矛 盾 , 正如 在 纯 林 中 一 样 ， 区 全 

部 表现 估 两 个 树木 种 类 的 横 木 相互 分 化 。 

Cesena Pee 因 篇 无 
| i A et: oe ES eT ee Toe A Meda co | 

EOE ee Se ee eee ee ee ee ee ee De Co es Se es ee ee ee Fe 

as #900 
PPBERY, FLEUR, MUTI, ASME, & 
ACT CAR, 在 另 些 情形 下 , 过 种 现象 通常 发 生 在 森林 ( 松 
HERZ) 的 其 他 发 展 阶段 。 在 过 可 , 正如 在 纯 松 林 中 一 楼 ， 
不 同 柑 木 种 类 个 苯 的 相互 影响 ， 东 不 会 因 坊 才 个 诛 因 直 接 粉 尼 
Es MRR RAN RST Mt 
人 

1) TH. 塔 里 曼 : “ 穆 林 自 然 稀 疏 , 森 林 发 展 障 役 与 障 段 性 ”苏联 国立 林业 造 、 

mK HH Wem 1952 年 版 , 载 “ 种 内 相互 天 傈 2 一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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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过 程 中 不 能 直接 答 某 些 个 中 兽 带 来 死亡 和 葵 另 些 个 体 带 来 生 

存 , 那 未 在 过 些 树木 种 类 和 与 生物 界 其 他 成 员 的 相互 联系 中 ; eS 

非 生 物 环 境 多 它们 的 影 汐 ; 就 会 发 生 丫 等, SASHA 

表现 需 过 些 相互 关联 的 环境 因素 的 分 化 , - i ELIF ROH SE 

” 们 的 彼此 死亡 和 彼此 生存 。 例 如 , 在 具有 不 同 寄 生动 植物 地 ( 害 

ah, 最 简单 的 细菌 , APES) BS RR A BY a Bs BE 

现象 。 在 不 同 种 的 个 体 中 间 可 以 看 到 的 而 且 能 直接 引起 种 的 革 

。 癌 等 。 和 过 种 相互 联系 的 原因 , 是 它们 间 产 生 光 抗 性 矛 后 的 烙 果 。 
RULE, BAIRD, HUB ANIL 

傈 的 各 种 质 上 的 差别 ， 巡 ae 看 到 ， tik, Pana KRS 

也 没有 看 到 。 

BR, 从 过 村 不 能 得 出 结论 说 , BYE Re RAE 

界 因素 中 间 的 种 间 光 抗 关 傈 的 结果 而 发 生 的 。 写 们 的 死亡 也 可 

BE te ECE TA SE ER REM. HAF 

Wy Fe] SAS Te RE REP A RAE A AE 

作用 ， 所 以 非 生物 界 因 人 

的 分 化 ， 也 可 能 引起 动 植物 的 死亡 和 与 生存 。 过 是 因 篱 过 些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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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 JERR ARSE) Bb ZMH AM CE, BNE EAS 
Files Fy PRI HY HE CRORE, 多 后 是 有 利 的 , iT 
TE SARE ESE SUR AGE FORE RBA, 多 牛 是 不 利 的 。 

SUP ARETE AE FE SE SLE AH J SE 的 相互 影 
BS, PUPAE SEE EIS ER RAISER (kopor- 
en-crenorpad) 所 特有 的 具体 事实 上 来 指出 生物 界 过 些 成 员 所 
固有 的 种 间 关 傈 的 实质 。 
”对 花 依 靠 树 木 形成 层 组 积 (kaM6ranrpHag TKaHb) 而 发 至 的 

PRE BAUME IS, PMOL ER BU, ， 
ft}, WIA sEBR (kopoem)。 由 此 可 见 ， 松 树 和 小 豆 吕 及 大 松 

MB, HR TIA UT AER, 是 密切 地 相互 关联 的 。 松 横 能 欠 
ith is EAE ASST ERE PE, FRR TE BRE aoe 
PROTARS AT GEE, HIRI BE SURE AE SRR AEE AID A 
可 能 性 , 3S SAE, A SE 
JeW SRB KM (crenorpahb) ATER CSS IND RE 

等 )。 由 此 可 见 ， 松 村 同时 又 会 限制 小 豆 绅 的 出 现 , 生存 和 无 限 

繁殖 的 可 能 性 。 | 

BTML TAS BME GARAANG) TSE BC baie a eH 
EB, PRUE RE PE RE 
LAME SER, 而 只 是 在 生理 上 创 弱 的 , PL ESE ERE > BATE 
才能 棱 息 , 是 很 上 自然 的 。 

同时 ， 松 树 和 小 喜 患 及 大 松 吉 嚼 在 新 陈 代谢 过 程 中 所 出 现 
的 内 部 的 质 的 特性 上 ， 彼 此 相似 ， 同 时 又 不 相似 。 相 似 的 是 ， 
它们 都 是 生物 有 机 体 ， 而 不 相似 的 是 ， 松 横 是 植物 ， 是 创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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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有 机体。 
在 过 些 和 另 些 各 种 各 楼 矛盾 〈 在 新 陈 代谢 和 形态 特性 上 

的 ) 的 基础 上， 在 作 需 种 的 它们 之 间 产 生 两 种 矛盾 一 非 光 搞 
性 的 矛盾 同时 又 是 浊 抗 性 的 了 矛盾。 松树 和 小 豆 吕 间 的 浊 种 矛盾 
特点 是 由 以 下 原因 所 引起 的 ， 松 横 作 和 需 种 来 说 , 是 在 从 化 , 是 由 
较 有 生活 力 的 (处 在 最 有 利 的 环境 下 ) 个 体 和 生理 上 较 弱 的 (发 
至 在 不 利 的 环 卉 条件 下 ) 个 朵 所 构成 。 过 样 一 来 ， 在 小 豆 吕 和 

生理 上 最 有 抵抗 力 的 树 间 , 是 看 不 到 光 抗 作用 的 , BR aE 
SN LLANE SOM. AEE, ERR AMES 

RAM TUAW F A. HMR BA 
Pay AVION Ti ap ive: BE e MPD CN ¢- vice 

ROSELL AMER, FULT RA Re RAS 
作用 的 过 程 中 ; ERA MOK, TAS EE CL. Pek AEE 
LAURIE ARRO FES, BRD AOR RA Ce REI, SIT TA 

PSECU IML, HORA) ae AEE OR RR EE 
FAA ART EAS VE FY HE PERUSE. ER, 松树 和 

FAL LEAVE, TERE eB ba 
RAMEAB MRE, Ti LASSI EE AAO 

FARA RMB 
‘ Bit ERI AA OAD RR) 和 小 

eo ek Sek ie ee ee, Ok Eee Oe eee eee Se ee Tie le ee 

See oe 2eon 0 8. Cees oe Ore Of 18 8-8 O* @Qto .0* @& oY) 8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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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G RAEI: URAC AL ae 
CHUR ABS ALANA RES e, TES OT BR 
的 生理 上 创 弱 的 树木 的 情形 下 ， 小 毒 患 就 会 傍 入 较 有 生活 力 的 
街 上 ， 即 在 比较 不 利 的 圭 境 休 件 下 发 育 。 如 果 小 尼 串 企图 在 较 
ABATE WS LEB, 过 种 树木 就 会 用 松脂 来 灌 它 。 由 此 可 见 ， 
SR AEE ASAE, 小 豆 吕 多 定 生存 ， 而 树木 死亡 反 
SERUA REAM. KM ER SRR 人 

@ 万 和 

人 

ENS Se a i Ae a i ee ee een es, Se ee ee ee, ee ee) 

ASTER PF, PAM FCA HE AG AY RS RC AS, «ED Ae 

| AE SR SE LE A IR, RMS 

— ASGAY bd, Paes PAAR Boe 

ae 
BLU, PSST DEER, BBE PaaS 

AEA WE, (ASE, — APSE eA EEA aR AE 
Ci, RUBE S1 RA AY AL 9s, ERE 5] ARIES AR 
8 BBE CHL. 

| 因而 , Fy PREPS SE HS Oe PEER Ey 7} a a FAT BRA, 
WSS ASHE EA, BE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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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环境 条 件 下 ; HELA LORE Rs aR i BE 
生 。 

” 炉 之 ， 松 树 和 小 毒 呈 在 门 符 和 互助 过 程 中 人 双方 都 在 那 种 能 
Ap MADR TCE aie ae Sieve Tore eee ce au 
TOGPECS, URE AHR EA ES ARS 
个 自然 发 展 的 客观 法 旭 一 一 自然 选择 ， 在 相互 关联 和 相互 制 狗 
的 生物 界 因 素 的 发 展 中 能 引起 如 下 的 特性 : 

1) 自 然 选 择 能 引起 较 有 遂 故 性 的 有 机 吴 和 此 较 没有 适 话 性 
的 有 机 体 同 时 在 自然 界 生存 和 死亡 ; 中 然 它 们 有 袖 的 不 同 ; 

2) 自然 选择 能 引起 物种 优先 相互 消减 彼此 不 洒 准 的 和 不 咀 
南 整 个 周围 环 卉 的 个 朵 , 二 能 引起 较 有 送 应 性 的 个 体 的 生存 ; 

3) 自然 选择 能 引起 相互 影响 的 种 双方 同时 改善 ; 
4)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自 然 选择 能 引起 自然 界 植物 和 昆 吕 篆 

WRIA, 因 需 在 它们 繁殖 过 琳 前 通常 会 发 生 过 些 种 相互 
死 欠 多 牛 是 彼此 不 适应 的 个 体 的 情况 ; 

5) 自然 选择 能 引起 自然 界 浪 费 地 创造 出 的 无 数 胚 间 的 彼此 
矛盾 ， 汞 能 引起 其 中 少数 而 多 后 是 彼此 较 能 通 应 的 和 委 整 个 环 
卉 较 能 通 应 的 个 体 之 生存 ; 

6) 自然 渤 择 能 引起 物种 多 牛 是 从 低 航 到 高 航 ， 从 简单 到 复 
Me, 从 不 适应 到 适应 的 爸 化 。 

可 以 用 过 个 特别 例子 〈 关 於 松树 和 小 豆 串 及 大 松 辟 强 的 例 
子 ) 来 解释 达 泵 放 的 自然 选择 实质 ， 来 解释 物种 起 源 中 进化 过 
程 的 实质 。 可 以 在 各 种 例子 上 来 审查 过 种 相互 关 傈 的 特 黑 。 和 从 
我 们 的 伍 述 中 可 以 得 出 精 花 : 自然 选择 表现 需 起 创造 作用 的 
CAE) 和 起 破坏 作用 的 (COOMS AER) 种 间 的 轨 抗 性 矛盾 所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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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的 匀 跟 ， 表 现 需 过 去 和 现在 的 周围 绥 卉 对 肖 些 过 程 的 影响 下 三 
的 松树 和 大 松 豆 吓 间 的 门 委 和 互助 过 程 。 在 我 们 研究 的 其 他 物 
种 的 共同 发 展 中 ， 过 些 飞 中 在 外 部 表现 需 各 些 种 的 某 些 个 体 由 
页 另 些 多 后 是 彼此 和 光 整 个 周围 环境 更 能 通 应 的 个 体 之 相互 生 
ee Chena cael ee 

A Se See i es Nae eae eee Se 

eS SG Oe ee en ee cee ee ed Se es Te Tee as! en Se i 

es WE 
避 起 某 一 质 到 另 一 质 的 逐 新 过 渡 ， 过 在 外 部 就 表现 需 种 内 区 种 

| 的 产生 和 新 种 的 产生 〈 由 区 时 间 上 的 长 期 飞 趴 )。 和 从 汪 一 点 来 
看 , 特别 重要 的 是 马列 主义 创始 者 们 的 指示 , AU a PT SC 
关 帮 物种 形成 光 程 的 片面 进化 性 。 我 们 时 动 植物 种 内 和 种 间 关 
PROSTATE ARNT, RRR OTR PAG EAI A 
ii RE OSTRICH RHR”, 

EM EAE EWE, ACER 
DEE LY 2" PTA ARES op 7 BR 
iy ARL AU EE wes HH, EDD AT EE 
奥 生 存 的 原因 ， 没 有 揭露 出 它们 在 自然 界 共同 生存 可 能 性 的 原 
PAL BHR RR EY AAS EE WBE), 也 没有 揭露 出 构 种 和 种 的 产生 或 省 
们 受到 破坏 的 原因 。 
DA ie eR 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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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BR Sy FEB Py BIE he BY ita 

"eM ERSEEOEN EReIE TRE ERR ER 

AD EF IL SE A TP 
(ty BMENSMLALRABASAAD, i ARR 

BAGS BARA) (ES RIME, 和 表现 需 自 
然 界 物质 被 它们 分 别 利 用 。 AR SARE AEE LE Bt 
MAE 〈 起 破坏 作用 的 有 机 体 ) 对 自然 界 物质 的 分别 利 
Se ene ee 

人 ROSA 
ss 

eras arkeesoeenanennL 
AER ok ey BA BA, A LAE 
ME TOR EMA ABA. BUSES, BAR 
TB Bots) BAUME, ARR TR 
ZEN ARTY He AAG EE EF TR BERD 
STALL, AGEN TRC, Bera 
3 CALPE) 

自然 ， 不 应 作出 烙 论 ， 松树 只 是 起 创造 作用 的 有 机 体 ， 而 
大 松 毒 如 只 是 起 破坏 作用 的 自然 界 因素 。 进 种 看 法 是 完 公 不 正 
确 的 。 就 对 非 生 物 界 和 生物 界 的 因素 来 说 ， 松 权 同 时 又 起 破 壤 
(CAKE RARE. MERASKS HbA (OD) + 
HE, IDV LA DRE RAE, IVES,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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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BS; 2. Monepeytoxogubili crparyH; 

3.42 }BS; 4. KH} REE 5 

ef 5.Kopoeq Kpowika; 6. TonepeyHoxomHbid CrpHryH; 

7. ASS 7 EB 8.Kopoeq Jinxrenmteiina; 

9.—B +B; 10. ToHKoxogHbIi KopoeE。 

Ba BK HR Bk aA EV SEA FR (ZS, KID, SEARS) A 

生物 界 物质 CS) MAR, RRA EMER RAR 

nese (Sisk, 动物 性 和 植物 性 微生物 等 ) 来 说 , 又 是 超 创 

xe TE A BS BR Ho 

人 答 上 述 中 也 不 能 得 出 和 结论: Fk (FRA aa) 经 常 都 是 引 

PAA BRA SLR: 只 能 使 树木 分 化 而 不 能 



68 BE DS Py FER FG HE WX De 

RES ATECL A (SMG, RAB (wuaep) 
等 ); HB GER AR PL aT SUN AR SE] BE EE EAB 
HATE BUMMER (nonronocune) ABE Ge sh (malt 
cunt myx) SE), FILE SEPA NRE, RE 
0), 5 MAR Oy SE EA BE 9 Bk, A 
APS GS SORE LR, EL PE 
活力 方面 耸 化 的 反映 。 

现在 同 来 看 看 树木 种 类 , 可 以 看 到 , 具有 寄生 动 植物 地 的 桂 
木 的 种 内 及 种 间 关 傈 在 纯 林 和 混交 林 中 ， 没 有 原 旭 的 和 显著 的 
差别 。 在 肖 方 面 ， 纯 林 是 楠木 彼此 相互 影响 和 与 寄生 动 植物 等 
以 及 整个 周围 环境 人 互 影响 的 较 简 单 情形 ， 而 混交 林 是 极 复杂 
的 情形 。 过 庄 的 差别 只 存放 ;由於 混交 林 中 树木 种 类 的 种 的 机 
质 性 ， 适 样 的 过 程 ， 即 与 一 个 和 灯 个 不 同 树木 种 类 楠木 彼此 种 
ARMM HRS RARE RM eR 

AAR, ERMA EDU, BITE RIVET, TEMES 
到 那些 与 周 围 环 卉 有 关 傈 的 原因 之 影响 的 情形 下 就 会 发 生 过 种 
情况 〈 和 过 就 是 说 ， 范 林 由 巩 树 木 生 活力 的 降低 而 稚 寄 生动 植 牺 
SAT, we la WSR AURA FA 
iB) 0 : 

OG ite 

AE Yip FE FU Yip PTE i PE 9 A HY RFE dT 

见 : 

Wy T. Ll.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提出 的 物种 和 物种 形成 新 学 髋 的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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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 是 极 有 数 人 告 的 。 过 种 批 评 不 仅 揭 发 了 李 森 科 同 志 在 过 一 间 
题 上 的 错误 , 而 且 同 时 还 指出 了 , 我 们 在 生物 学 问题 上 还 存在 着 
缺点 和 极 重 要 的 倚 未 完成 的 工作 。 

上 面 所 举 出 的 见解 很 明显 地 指出 了 ， 伊 葛 诺 夫 同志 就 自然 
界 繁殖 过 剩 、 动 植物 技 龙 何 毅 数 繁 殖 和 他 认 需 生物 界 因素 间 有 
种 内 问 委 等 问题 的 批 剂 中 ， 不 可 能 恕 地 忽 向 了 马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创始 者 们 光 迷 页 文学 说 的 批判 意见 , 和 表面 地 去 看 问题 , BATE 
过 的 。 

过 一 切 都 指出 了 ， 我 们 在 以 马克 思 恩 格 斯 列宁 斯 大 林立 声 
来 和 综合 秦 所 周知 的 事实 上 和 还 有 缺点 ， 同 时 也 指出 了 我 们 在 需 世 
界 上 上 先进 的 苏 蕉 埃 生 物 科学 而 问 等 中 还 有 从 未 完成 的 工作 

原文 址 
也.H. 塔 里 曼 对 称 林 界 的 某 些 看 法 的 根据 是 不 够 的 ， 或 者 壮 些 看 法 引起 了 某 些 

反对 意见 ， 特 别 是 关於 穆 林 构成 的 论点 ， 因 於 林 中 有 机 体 间 的 天保 的 论点 ， 忆 及 

“种 ”过 一 概念 的 定义 等 等 。 在 下 期 “植物 学 订 读 ?上 将 登载 关 秦 塔 里 曼 的 “森林 自然 

Pit» RAK BE ES BL SRE BU” SE EY HR 在 过 一 反应 吉 , 作 者 的 桂 点 遭 到 了 

BF. (“HS Hae ” tn HBT) 

(FIG, RR HE) 

[作者 ，J[.H.IaIPM&aH. 原 题 : K Bompocy o Buse A BHMOO6pM3OBHHH.] 



Ae 
* * 

Fey 

meee eh 

o> 
站 Mew 

i ee t~ 

Es o 









中 科 院 植物 所 图 书馆 WU 



i Me Bl mn I Hedi yar at oN “aes gh ol 

tty 和 iy AT Re eae Dee ae oY sae , ier 



me RE 
. rise his 4 

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