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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发 育 理论 与 生物 学 中 的 讨论 

O. A. ERRS 

(SRI RIT PBL 1954 年 第 3.4 期 ) 

生物 学 教师 每 当 在 生物 学 的 刊物 中 寿 到 讨论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的 根 
本 问题 的 文章 时 ,或 者 由 传说 中 得 知 这 些 问 题 时 ,很 自然 的 便 午 求 本 
刊 辐 辑 部 帮助 他 们 分 析 在 苏 蕉 埃 生 物 学 中 发 生 了 什么 事情 。 

每 位 教师 都 要 求 根据 苏维埃 生物 学 , 印 在 与 农业 实 足 统 一 中 发 
展 起 来 站 直 接 为 国民 径 济 需 要 而 服务 的 科学 的 立场 , 根据 以 辩证 唯 
物 主 义 的 方法 作为 基础 的 科学 的 立场 , 对 讲 论 过 程 中 所 辩论 的 那些 
问题 作出 明确 的 回答 。 

教师 要 对 青年 一 代 的 共产 主义 教育 鱼 责 , 也 就 是 说 ,要 对 以 自然 
界 的 历史 的 基础 知 埠 灌 输 唯 物 主义 世界 观 负 责 。 他 应 鼓 教 遵 青年 客 
cea ee See orp ea: Sara Map see eee ee 
GN ane AP AS ae I ES eS ROBE 
ROBE, MESS Rl Bey FL AR ME se SC PE BAC I 
i Bea AUPE HU AR Us HI 
HEU RAO LE — 05 , TEE AS TA ET 

答 。 HUPIAN ABE SSCA OOFE DO, BEES RG CLEA 
是 唯物 主义 , 那 是 唯心 主义 。 

那 麻生 物 教师 根据 计 论 的 材料 能 够 说 些 什么 呢 ? 这 台 伙 乎 还 没 
有 旦 现 出 “赞成 ”与 “反对 ”的 立场 。 那 驯 应 访 极 端 清楚 而 公开 的 承 
2B HALAS UL MIO: 那 台 需要 根据 已 确定 的 千 渝 和 进行 
分 析 , 那 训 却 赤裸 裸 地 肯定 了 就 违 辩论 者 本 人 也 知道 是 不 可 证 实 的 
FRU. WES AS BS 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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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从 一 些 种 产生 另 一 些 种 的 辩论 中 , 由 了 .下 李 森 科 的 论 敌 那 
训 便 可 以 了 解 到 : 认为 由 於 环境 对 母体 的 影响 一 些 种 可 以 产生 另外 
一 些 种 ,是 唯 必 主 义 , 是 庆 除 过 尔 文 和 米 丘 林学 说 ; 而 承认 一 些 种 由 
共 厅 交 和 用 纯利 公 冀 繁 青 末 交 和 后 代 而 产生 另外 的 种 ,是 唯物 主义 ,是 
吉尔 文 和 米 丘 林学 说 

教师 由 这 些 参加 讨论 的 文章 台 还 可 以 了 解 到 : Pa 
RAR PASM RE” (PARE), VME LHD. AM 
了 生 这 一 思想 , 即 认为 有 机 体 的 生物 环境 (不 论 是 种 问 和 种 内 的 环境 ) 
是 为 个 体 带 来 极 大 的 损害 和 排 丘 的 环境 ,捍卫 生存 奢 料 的 湾 藏 有 限 
这 一 原理 , 却 认 为 是 唯物 主义 和 芙 正 的 压 史 主义 。 

还 登载 过 这 样 一 些 文章 , 由 这 训 生 物 教 师 应 该 懂得 ;阶段 发 至 原 
iad “BORA HRS Fs 各 

称 之 为 唯心 主义 ， (sen A IBRD: 22h: JS ASAI A 

ie aa idiot Oe 似乎 又 与 环境 没有 关 

ie, See, eA. Re ee a Ne ee 

We 大 会 (1948 年 ) 之 
前 ,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者 信和 上 只 特 松 和 备 德 尔 的 四 徒 ,以 及 摩尔 根 学 派 委 ， 
论 选 择 的 创造 性 作用 ,雪花 过 选 种 是 否 是 单纯 的 播种 现成 的 ,在 自然 
界 中 被 偶然 创造 出 来 ， 而 又 胸 离 环境 的 个 体 或 者 还 是 及 这 是 变 曙 性 a 
SELLA BR AR ST BR 09 > es 0 SR 

EIS FER AE yp SERS DL FIRE J ABR SEL (ERPS 
— 4 PE MMII (说 得 更 狭 险些 , 仅 只 是 染色 体 ) sels 
能 力 , ee OA BAe AE. —B we. 
自然 界 中 是 否 存在 这 样 一 条 规律 ， 印 个 体 在 其 历史 发 育 过 程 中 因 外 
界 环境 作 用 於 其 机体 而 区 得 新 特性 可 以 遗传 的 规律 。 

在 作 月 大 会 之 前 , 米 丘 林 生物 学 者 和 新 巡 Ie SCE AG (GUI BS ; 

义 者 ) 在 生态 学 方面 年 葵 是 否 存在 着 有 规律 的 人 口 过 剩 现象 ,是 否 同 
一 种 内 个 体 生 存 奏 料 有 限 这 一 问题 ; 是 否 应 专 把 种 内 个 体 冰 的 关 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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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为 因 生活 条 件 不 足 而 引起 的 阅 等 (GE SEAS PIP), 还 是 
应 理解 为 各 个 个 体 在 生物 学 上 的 统一 , 这 一 入 一 的 原因 就 是 有 生命 
的 原生 质 构 造 上 的 艇 一 ,和 后 者 乃 是 为 其 起 源 的 纺 一 所 决定 ,站 表现 在 
对 环境 有 相似 的 反应 ,特别 是 对 生物 环境 (可 交配 性 ,和 结实 性 ,彼此 关 
傈 上 没有 敌对 现象 )。 

”生物 教师 都 知道 , 在 八 月 大 会 之 前 拥 锥 种 内 竞 征 的 正 是 在 遗传 
学 中 捍卫 瑶 斯 曼 主 义 的 那些 学 者 , 而 反对 种 内 竞 雪 的 正 是 捍卫 米 丘 
林学 说 不 受 摩尔 根 主 义 侵 犯 的 那些 学 者 。 

从 月 大 会 详尽 的 分 析 了 生物 学 讨论 的 总结 ,对 理 花 性 的 论证 ,对 
实验 的 事实 和 科学 中 两 个 路 和 乡 ( 米 丘 林 生物 学 者 和 瑶 斯 曼 学 派 ) 的 理 
花 在 实 足 中 运用 的 结果 ,也 淮 行 了 详尽 地 分 析 。 

KARRI SEX, RE 
程 中 腹 离 生存 环境 的 不 正确 的 ,唯心 主义 的 (也 就 是 说 根本 不 符 
际 情 况 的 ) 解 释 。 

由 认 无 数 的 ,在 遗 傅 学 的 各 个 问题 上 的 内 行 的 列席 参加 : 即 生 
和 学 的 选 种 家 、 农 学 家 \ 蚀 养 员 以 及 生物 化 学 家 和 植物 生理 学 家 的 参 
加 ， napisy GELS ook aerate a Nocti te 

ene Se) © Le we @ « Oe 8 Awe CU ee 6. &. ©. @ 6.4 6.8 5 &...@, 24.8 

ete aseat 

大 会 承认 , 米 丘 林 的 科学 方向 与 达尔 文 主义 是 一 致 的 ,承认 这 一 

学 说 是 苏维埃 拯 造 性 的 过 尔 文 主义 , EL 气 胎 了 过 尔 文 学 尽 中 接受 

马尔 革 斯 公式 的 钳 谈 部 分 。 

当然 了 ,就 是 在 从 月 大 会 之 后 生物 学 中 一 些 巡 切 的 问题 仍 未 得 

到 解决 , 泛 今 仍 是 如 此 。 每 个 人 都 很 清楚 这 些 问题 还 需 加 以 研究 ,而 

且 学 术 性 的 讨论 对 研究 这 些 科学 问题 , 也 一 定 会 有 很 重要 的 意义 。 

但 是 是 否 应 亦 像 现在 那样 来 进行 生物 学 的 讨论 呢 ? 我 们 认为 ,如 果 一 

个 学 者 承认 人 月 大 会 的 决定 是 正 克 的 , 那 麻 他 就 应 该 承认 , FF BR 

展 由 这 些 决 定 所 六 出 的 必然 结果 , 因为 这 些 决 定 不 是 生物 学 中 有 权 

威 的 个 人 安 意 轻 举 的 结果 , 而 是 生物 学 中 唯物 主义 与 唯心 主义 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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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一 个 学 者 本 着 科学 的 态度 认为 八 月 大 会 的 决定 完全 不 正 

确 , 或 者 是 在 茶 些 部 分 上 不 正厅 , 那 麻 他 就 应 该 戴 实 而 公开 地 宣 做 这 

一 点 ,站 用 事实 加 以 证 明 ; MB MBAS ARE oe PLAS PIER AC 

BMA REAR 

Fa et ae SEP BY A at , BEC EE HY oe 15 At EI 

BY amr as 5 BAS Ze ae EEE hs 如 果 万 许 这 样 来 解释， 即 一 个 

SAPNA RE BET EAL PT ERE EN 

SORE EB Fins BR, AE ASMA FASE EN Te? 

这 样 一 来 ,适应 性 一 代 一 代 , ET ER SA IBA T Wee 要 知 

道 , 植物 和 动物 选 种 的 事实 不 是 期 望 证 明 一 个 品种 通过 个 体 在 世 世 

代 代 中 进行 选择 , 巧 随 着 所 选择 的 特征 越 来 越 突 出 的 发 展 是 可 以 转 

变 为 另 一 个 品种 吗 ? 

由 鼠 和 个 面 这 一 问题 ， 这 些 生物 学 家 便 对 种 内 就 征 这 一 理论 产生 

兴趣 。 他 们 说 , 过 尔 文 就 已 经 刘 明 种 内 吉 委 能 引起 对 某 一 环境 条 

件 更 庆 应 的 个 体 进 行 选择 一 一 较 好 的 个 体 被 保留 下 来 , BIH 

BEATE TARAS BHT: 新 类 型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阶段 一 个 阶段 地 创 

造 出 来 的 ,直到 这 些 新 类 型 过 到 原 种 这 样 的 变种 为 止 , 邹 分 类 学 家 不 

得 不 承认 这 些 变种 是 新 种 时 为 止 。 
使 这 些 学 者 困惑 莫 解 的 是 这 一 点 ;在 下 1. 李 森 科 的 著作 中 却 谣 
选择 是 可 以 不 通过 种 内 右 征 的 , 而 一 些 种 产生 另外 一 些 种 不 通过 小 
的 数量 上 的 变化 的 累积 也 是 可 以 发 生 的 (确实 了 ON. 李 森 科 本 人 从 未 

”这 样 衣 过, 但 是 他 的 论 收 却 这 样 解 释 他 的 文章 )。 正 因为 工区 ER 
科 对 通过 上 面 伏 述 的 过 程 如 何 可 以 产生 新 种 薄 未 发 表 过 任何 意见 ， 
那 麻 就 其 论 改 的 意见 看 来 ,只 有 这 样 来 悚 想 : DoT SC Ct EAL 
物 和 动物 的 新 种 必须 等 待 地 质 上 的 突变 (确实 ,了 . 区 李 森 科 从 来 也 
未 富 过 这 一 点 ,但 似乎 他 的 思想 间接 的 可 以 这 样 来 解释 )。 这 些 生物 
学 家 们 间 , 这 一 原理 是 否 误 信 歧途 赣 又 陷入 原 求知 认 种 的 连续 发 展 
的 癸 局 中 ,是 否 又 陷入 和 居 和 维 革 的 原理 类 似 的 激 变 论 的 僵局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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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 ME PEE ES LIA Ses, 在 科学 讨论 
palate BEAT aR SEAS Rh “RA RR” (OO ET ae 
问题 “尖锐 化 ”) ; 但 是 却 很 难 理解 ,为 什么 T. Tl. 李 森 科 的 论 敌 却 往 他 
身上 亡 加 一 些 特 殊 的 思想 ; 这 些 思想 他 从 来 也 未 售 发 表 过 ,这 一 点 由 
出 版 的 各 个 著作 中 是 完全 可 以 看 出 的 。 但 是 , 当 这 些 葵 敌 企图 把 科 
学 倒转 向 陈腐 的 ,众所周知 的 反 雁 和 提 主 义 时 ,转向 种 内 欧 委 这 一 原理 ， 

_ 序 巡 和 尔 文 主义 天 放 偶 然 适 应 环境 的 偶然 变化 的 机 械 的 选择 的 理论 基 
磋 时 ,对 这 些 论 敌 是 更 加 难以 理解 的 。 要 知道 ,一 经 喜 到 个 体 的 议 委 ， 
那 就 不 难 转 到 往 传 基因 [定子 (Jerepwzgaar)1) ,或 原生 质 (Eaogop)2) 
生源 (Bamorea))] 的 竞 十 ;这 圳 便 接 近 了 不 变 的 遗传 基因 。 

我 人 认为 正 因为 人 们 在 讨论 物种 形成 和 种 内 天 傈 时 , 把 达尔文 
和 米 丘 林 关 放 个 体 在 环境 影响 下 个 体 变 婴 这 一 学 说 置 之 不 厦 ， 认 是 
便 引 起 了 认为 新 原理 可 能 有 反 历 史 主 义 的 息 导 , 但 是 , 如 果 在 对 巡 
尔 交 和 米 丘 林学 说 基本 原理 进行 讨论 的 生物 学 讨论 中 , 把 这 一 学 
SHKAELAL, 那 订 这 次 讨论 会 有 什么 意义 , 这 是 很 难以 理 

解 的 。 

违 尔 文 的 个 体 发 青 原理 和 选择 的 创造 性 作用 
除了 存在 生物 学 的 种 而 外 , 便 没有 生命 ;除了 多 四 胞 , 单 攻 胞 . 非 

竹 胞 个 体 之 生存 形式 之 外 , 便 没 有 有 生命 物质 的 生存 形式 ,这 些 个 体 
都 同样 的 以 某 一 已 知 的 独立 特性 (个 体 的 特 徽 和 完整 性 ) 为 其 标 读 的 
特点 ， 这 一 独立 特性 使 在 周围 非 生物 和 生物 环境 间 自 己 进 行 的 代 儿 
作用 成 为 可 能 。 这 一 原理 很 早 以 来 就 已 成 为 生物 学 中 的 一 条 蜂 理 ， 
花 不 要 求 新 的 证明 。 
生物 学 中 的 一 切 问题 都 应 本 着 承认 有 机 体 在 个 体 发 育 (在 胚胎 

和 胚 及 后 期 的 个 体 发 育 ) 过 程 中 因 外 界 环境 对 其 影响 而 获得 的 特性 
可 以 得 传 这 一 规律 的 立场 来 加 以 解决 ， 因 为 这 一 规律 很 久 以 来 就 已 

1) JerepMHarr 魏 斯 曼 学 襄 中 之 厅 胞 原始 成 分 。 
*) DEKO0op (brop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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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 信物 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寻 论 

为 实践 人 人 信服 地 证 实 了 。 
植物 和 动物 阶段 发 育 原理 就 是 现代 米 丘 林 个 体 发 育 原 理 , 这 二 

BSCE Ais a. 

T. 1. BARBS ED BRT KEMKADSRMAAKSY 
各 项 决定 呢 ? 这 一 问题 很 容易 解决 : 请 你 验证 一 下 ,这 一 原理 的 各 个 
原则 是 否 符合 讼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因 外 界 环 境 的 影响 而 获得 的 新 的 遗 
传 特性 可 以 遗传 这 一 规律 ; 请 你 验证 一 下 ,这 一 原理 是 否 有 可 能 控制 
有 向 体 之 本 性 。 如 果 有 可 能 , 汞 也 能 为 实践 所 证 实 , 那 麻 根 据 这 一 原 
理 的 各 项 原则 的 观点 来 理解 生物 界 那 就 是 正确 的 , 这 种 理解 是 吻合 
事实 的 本 质 的 。 

验证 这 一 原理 是 否 秦 移 了 巡 尔 文学 悦 中 合理 的 , 唯物 主义 的 一 
个 方面 ,也 北 不 困难 : 请 你 比较 一 下 过 尔 文 提 出 的 个 体 变 婴 原理 和 阶 
段 发 育 原理 。 如 果 在 它们 之 疗 对 变 婴 的 原因 的 看 法 和 对 变 机 的 可 能 
性 的 解释 有 着 根本 的 分 歧 的 话 , 那 麻 这 十 个 原理 便 是 不 相 容 的 ;而 且 
sear iene ia 25'b See 

ae, ee Tl) A ae ag 

pepleicecggas re 

所 有 的 生长 年 齿 对 正在 发 育 的 个 体 的 影响 而 引起 的 。 在 个 体 的 那 一 

个 生活 阶段 获得 了 新 的 特性 ,新 的 特征 ,如 果 引 起 变 婴 的 条 件 能 得 到 

重 揽 , 那 麻 这 一 发 生 了 变 械 的 个 体 的 后 代 的 这 一 特征 也 将 在 这 一 个 “ 

生活 阶段 或 者 出 现时 期 微 有 些 提 早 ,同样 的 得 到 发 展 。 

得 传 性 的 改变 是 由 於 外 界 环 境 在 茶 一 发 育 阶段 对 有 生命 的 机 体 

的 影响 而 产生 的 。 如 果 引 起 阶段 发 育 过 程 变 边 的 环境 条 件 能 得 到 重 

42, 那 麻 得 传 上 的 改变 也 将 在 其 后 代 个 体 发 育 的 同一 阶段 再 现 出 来 。 

Se FD Soe PTT BEE S| RET PERS ABE, 改变 了 的 个 体 和 后 代为 其 

有 生命 的 机 体 的 发 育 就 要 求 什 麻 条 件 。 

在 夏 定 延续 的 和 后代 变 罢 的 方向 中 ,有 二 个 因素 是 很 重要 的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和 条 件 的 本 性 ,然而 第 一 个 因素 又 起 着 更 本 质 的 作用 , 因为 

个 体 在 环境 的 影响 下 发 生变 械 的 方向 和 性 实 取 决 於 生活 条 件 作 用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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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体 时 , 它 所 处 的 状态 。 如 个 体 都 洗 在 相同 的 状态 下 ,环境 条 件 的 影 
响 就 会 二 起 相似 的 变 导 ;如果 个 体 处 在 不 同 的 状态 下 ,甚至 是 同样 一 

” 些 外 界 环境 条 件 对 他 人 的 影响 , 也 会 引起 符合 於 每 一 个 体 情况 的 不 
AAS, 

有 机 体 同 化 外 界 条 件 的 是 极端 固定 的 , 有 选择 的 。 这 种 吸收 能 
力 取决 於 个 体 每 一 发 育 阶段 的 内 部 状态 ， 序 不 同 於 个 体 其 它 阶段 的 
状态 。 个 体 在 某 些 阶段 的 生理 状态 决定 了 有 机 体 对 外 界 环境 的 要 
求 , 决定 了 对 个 体 在 该 阶段 进行 发 育 和 转 人 另 一 个 发 育 阶 段 所 必需 
的 那些 因素 的 要 求 。 个 体 在 其 发 育 的 每 一 附 段 所 处 的 状态 的 实质 就 
是 一 定 的 代谢 类 型 ; 因此 为 某 品 种 个 体 所 特有 的 代谢 类 型 的 改变 ,也 
就 会 改变 使 有 和 宙 体 代谢 类 型 发 生变 化 的 那些 阶段 的 生物 学 上 的 要 求 
的 综合 。 同一 品种 的 个 体 , 如 在 其 不 同 的 发 育 阶 段 因 环境 的 影响 而 
BEALS HAS Rl; 所 产生 的 后 代 的 变 轴 也 不 同 。 

HWS RAPES: ARS BA EE PRR, SE 
BIE) (hE 09 AR SAE EEE EW 

根据 这 两 个 原理 一 一 不 葵 是 过 尔 文 或 是 李 森 科 的 原理 一 一 各 个 
个 体 的 个 体 发 育 都 是 个 体 在 每 一 生活 阶段 对 其 周转 环境 相互 作用 的 
过 程 。 个 体 发 育 史 是 正在 发 育 的 有 机 体 与 其 切身 需要 的 外 界 环境 的 
BAR RH. 

$I BS 7S J EB AL RY 7 8 BE EF BS OR LY BB A 8; 
nbd at adconabelalanetdnghht dag 
PER, WRLC RB, ONE NE Te 
RE ADA BE AS TEA E—. 

个 体 发 育 与 系统 发 育 统 一 这 一 规律 , 就 是 按 历 史 观 点 加 以 理解 
的 有 和 宙 体 与 其 生活 条 件 纺 一 这 一 规律 。 

照 达 尔 文 的 说 法 ,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就 是 个 体 固定 的 煽 的 体质 和 其 
固定 的 内 部 构造 。 在 巡 尔 文 看 来 , 特性 和 特征 的 遗传 变 械 就 是 有 杭 
体 在 环境 的 影响 下 产生 新 的 根本 的 有 生命 的 小 体 。 这 一 点 次 定 了 个 
体 在 其 发 育 过 程 中 所 多 得 的 特性 的 “机 械 遗 传 "( 沁 生 论 假 说)。 



8 Bid DS a PT Fx a Ta at 

(EE PERL OR, ADL OSE EE Ey BS Oe ee 
的 、 正 在 繁殖 的 胃 胞 的 内 舍 物 在 生物 化 学 上 的 转化 。 这 也 就 是 构成 
新 组 胞 的 有 生命 的 非 租 胞 物质 的 阶段 发 育 , SRN ASSL AE 
的 分 裂 便 能 组 成 新 组 胞 ( 按 0. 6. 勤 柏 辛 斯 卡 娅 的 说 法 )。 

对 有 宙 体 的 个 体 发 育 的 两 个 原理 进行 的 比较 , AS ie FPA 
BI, 它 始 欧 在 说 明 : NAPE Aa REEMA Ea 
PBS ae ey 原理 仅仅 是 更 加 发 展 了 的 、 在 本 搓 上 更 深 太 的 过 尔 文 个 体 
2s 58 JH 

PEELS Ef UE ACE LIVE T A rR, | 这 一 点 表现 在 : 
这 一 原理 承认 存在 着 雨 种 运动 的 必要 的 形式 : ON S79 HEE 
形式 和 草 命 的 、 遗传 状 态 根 本 改变 的 质变 的 形式 。 而 巡 尔 文 的 原理 
却 建 立 在 仅 承 认 变 轴 的 一 个 形式 的 基础 上 , BNE AK ABE 105, 
fy. says sk 3 

T. I. 李 森 科 的 论 敌 是 否 承认 阶段 发 青 原 理 的 基础 呢 ? 
如 果 他 人 不 承认 发 育 有 阶 委 性 这 一 原理 , BD BE PA A 

解释 一 些 种 产生 另 一 些 种 的 这 一 事实 的 否定 性 的 回答 是 可 以 理解 
的 ; 这样 便 很 清楚 ,他们 只 承认 特 徽 只 有 一 代 一 代 连 续 的 、 到 渐 的 进 
行 发 展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天 放 延 绫 在 世 世 代 代 中 的 变 遇 性 ， SSCS AMER 
EAA T fh EME? MLE T Pa ERR ASRS 6 0 — OTR fs 

Zc BLN ASO MCT RAO 08 PT, 而 这 一 点 又 与 达尔 交 本 
人 关於 自 然 界 不 能 有 科 中 ,这 一 主张 是 背 道 而 驶 的 。 

魏 斯 曼 曼 主义 微 底 地 曲解 了 在 科学 中 对 过 尔 文 理解 的 选择 作用 的 
看 法 ,而 把 一 切 都 明和 结 为 个 别 特征 的 机 械 的 选择 。 
按 建 尔 文 的 说 法 ,个 体 超 出 其 品种 特征 动 的 界限 的 那些 变 要 ,不 

花 这 些 变 要 是 多 床 小 ,都 能 成 为 一 个 起 点 , 序 夭 以 引起 后 代 朝 着 受到 
选择 的 梦 本 发 生变 黑 的 方向 以 更 大 的 力量 发 生变 婴 的 倾向 的 起 点 。 
如 果 按 着 同一 个 特征 对 个 体 在 承 秋 的 世代 中 连续 的 进行 系 航 的 选择 
蓝 淘 汰 不 这 样 变 机 的 个 体 , 选 种 家 一 定 会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结论 :后代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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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的 特征 来 发 育 , 能 够 超出 原 品种 \ 种 、 属 、 甚 至 於 科 的 界限 。 这 一 
点 通过 家 锅 的 品种 (Ske hy ok —— Tyron ,局 尾 鲍 一 一 JIapzaHH 下 喇叭 
$2 ——TpyOdacrnit) ZA Uae. | 

特征 是 可 能 这 样 超出 界限 的 , 但 还 不 仅 如 此 。 一 个 进行 选择 的 
特征 , 还 能 使 个 体 整个 组 各 千 构 都 服从 认 这 一 特 徽 的 发 育 , 多 如 按 着 
EE BEY Ei AL WR eB “ES” EE RR, 
Tin ee 0 “Se ELS” ERE AK SHRI E A Be S 

WH. 
4 BR BE He SONG SG HE RERE 9 ALE FEBS E  “ S 

A? AL AVADI TARR, EB) Y 48 RR EN OL A A 
特征 的 相关 性 。 
姑且 先 不管 相 关 变 要 的 各 种 原因 。 我 们 来 做 一 个 主要 的 结论 : 

在 选择 中 正在 发 育 的 特 徽 , PAE RRA TSK EE 

这 是 在 种 的 范 围 内 , 而 在 这 圳 变种 的 界限 却 为 另外 的 一 个 新 品种 的 
界限 所 代替 ; 新 品种 界限 内 的 个 体 的 个 别 变 要 现在 已 不 再 阻碍 这 一 
品种 的 生殖 。 | 

FEE PES RE FP HAR AR SG aS RS SB PE RN 
We_b AE AS We? | 

(BPE FC STE RUSE “EES” A RE LT FF 
在 着 , 那 麻 , SR, REP AO RELA TY DRE BO LOL 
合 。 然而 , 各 个 特征 一 一 这 正 是 个 体 整 个 构造 和 生理 特性 的 一 些 实 
际 的 ,可 以 区 别 的 特点 ,这 些 特点 是 受 个 体 全部 有 生命 的 原生 质 乱 的 

构造 和 生理 特点 所 制 狗 的 。 ke 
4 AS AE GE T GA PS LOR, 那 怕 只 在 一 个 特 徽 上 动 的 

了 界限 ,这 却 意 味 着 整个 个 体 已 经 发 生 了 变 轴 ,整个 个 体 的 构造 都 发 
ALY 2832; 有 机 体 有 生命 的 原生 质 在 某 些 方面 也 发 生 了 变 届 。 有 生 
命 的 机 体 对 其 在 这 一 个 性 的 情况 下 进行 生殖 所 必需 的 外 界 环境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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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选择 关 傈 也 发 生 了 变化 。 
个 体 的 遗传 租 积 机 构 的 改变 了 的 对 其 生殖 环境 的 选择 天 傈 ,使 ， 

得 遗传 对 引起 起 初 的 遗传 变 机 ( 台 本 个 体 的 变 要 ) 的 那些 因素 的 再 度 
作用 更 加 敏感 了 。 这 就 是 过 尔 文 所 指出 的 后代 朝 着 已 发 生变 要 个 体 
的 方向 以 更 大 的 力量 发 生变 轴 的 倾向 。 这 就 是 B. 0. AA RIE 
Puree LW HE LS TSK GSE (AZ 0 ARSE A ET 
动物 进化 的 各 种 事实 )。 

选择 的 过 程 在 速度 上 是 不 均匀 的 , CREE LER. We 
选择 仅 在 讼 积 昧 每 一 世代 中 生 围 相等 ,作用 相同 的 数量 上 的 变 机 , 那 
床 它 是 不 可 能 被 用 来 培 青 新 品种 的 ,因为 如 果 是 这 样 ,有 机 体 构造 上 
产生 任何 一 个 组 小 的 变 机 都 需要 末 个 世纪 。 那 麻 人 也 就 不 会 发 党 到 
植物 和 动物 品种 发 生变 要 的 可 能 性 了 。 

因而 ,就 是 浙 进 过 程 的 本 身 性 质 也 是 不 同 的 。 
令 人 奇怪 的 是 : 在 讨论 一 个 物种 通过 产生 另 一 种 结构 的 原生 实 

而 产生 新 种 这 一 问题 时 ,年 辩 者 都 忘却 了 阶 眉 发 育 的 各 种 事实 。 
他们 都 说 ,立即 产生 一 个 种 , 而 且 具 有 一 切 适 应 环境 的 能 力 , 这 
是 不 可 能 的 。 这 一 点 纯粹 是 一 种 误解 。 我 们 应 该 相互 的 问 一 下 : 我 
Arse ey FT ee 

fan S-FRAP BLA HP PLS 属 、 科 的 标准 特 徽 
的 种 子 开始 发 育 , 那 麻 这 一 点 对 任何 个 体 都 是 “ 立 邹 ”完成 的 一 所 
有 这 些 个 体 在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都 是 由 卵 、 或 者 是 由 种 子 , 或 者 是 由 种 
WISE TERS, 但 其 中 任何 一 个 个 体 在 产生 合子 或 另 一 种 种 胚 时 
ALAR EA SEE HI RE. 

ceiearieiides: ie edad 

Snes seiseetle Hem, ea [i 5 

这 一 点 。 

远 稼 杂交 的 杂种 的 全 部 组 给 结构 与 两 个 条 本 ( 父 本 与 母 本 ) 是 有 

着 本 质 . 上 的 人 区别 的 。 这 一 机 体 的 全 部 组 纳 在 生理 上 与 秽 本 是 如 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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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相 容 , ABE MEAS BASE TATA (Pe Fs BZD —— 5 BAAR HE EE 
MRA. ARTETA! 

By Sy 8 Cw Fe RK BSR EE, 是 在 那 
BPEL AVE? HEE PALA LEP. 禾 本 科 共 同 的 
历史 就 是 在 母 本 植株 的 压 史 中 滤 过 的 。 小 寿 就 是 根据 这 一 相似 点 再 
产生 “ 黑 麦 ”和 车 构 的 原生 质 。 而 这 种 原生 质 自 己 本 身 的 种 的 历史 却 是 
在 一 种 有 生命 的 物质 的 阶段 发 育 中 通过 的 , 这 种 物质 构成 了 黑 麦 有 
生命 的 原生 质 的 原 素 ,这 些 元 素 在 黑 麦 的 租 胞 中 发 育 起 来 , 兹 为 形成 
种 子 打下 基础 。 

愉 也 不 知道 整个 这 一 过 程 需 要 多 少 世 代 。 化 学 家 能 够 合成 甲 栈 
二 胺 , 哉 间 这 一 生命 活动 的 ,而 不 是 无 机 化 学 的 典型 的 产物 , 竹 过 了 
一 个 什 麻 样 的 区 的 进化 历史 ? 这 一 产物 的 历史 就 是 引起 甲 酰 二 胺 的 
各 个 反应 成 分 关 一 切 关 傈 的 还 原 ， 就 是 化 学 反应 各 个 阶段 过 程 所 必 

. 需 的 条 件 的 还 原 , 一 环 接着 一 环 直到 最 欧 的 这 一 产物 。 
如 果 化 学 家 个 能 够 合成 有 生命 的 蛋白 质 (他 们 退 早 会 做 到 这 一 

点 ) ,这 一 有 生命 的 蛋白 体 是 否 是 某 一 自然 状态 的 ,原始 的 ,古老 的 生 
物种 的 再 生 ?还 是 算 做 没有 种 的 生物 ?这 一 个 种 重 现 了 在 地 球 以 前 自 
然 产 生 的 一 种 原始 的 种 ,但 其 穗 的 压 史 何在 ?化 学 家 在 研究 了 化 学 运 
动 的 客观 规律 之 后 , 使 这 一 个 种 在 相应 的 条 件 下 和 一 些 相应 的 物质 
(完全 可 能 是 无 机 的 ) 发 生 相 互 作用 ;这 就 是 这 一 个 种 的 纺 的 历史 。 

一 个 学 者 完全 不 必要 摊 弄 一 辈子 仅 器 。 这 一 点 化 学 在 整个 的 历 
史 的 过 程 中 已 经 替 他 做 了 。 对 一 个 学 者 来 说 , 必要 的 却 是 重复 无 生 
命 物质 的 转化 为 有 生命 的 物质 的 一 切 阶段 。 这 喜 主 要 的 困难 在 认 取 
得 这 一 自己 完成 的 ,自己 产生 的 过 程 的 开端 。 
化 学 变化 永远 是 倍 比 和 阶 彼 上 的 变化 。 个 体 发 育 方面 生物 学 上 

的 变化 (转化 ) 在 某 些 关 傈 上 在 数量 上 也 永远 是 不 同 的 。 永 远 会 有 革 
种 东西 是 立即 就 产生 的 ; 即 新 产生 ,似乎 突然 的 产生 。 

动物 和 植物 全 部 组 积 结 构 的 形态 的 硅化 已 为 世 世 代 代 所 区 分 表 
来 ,尽管 顺序 进化 等 级 上 有 根本 的 不 同 , 但 这 些 转化 在 和 后代 的 个 体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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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中 仍 会 在 极 短 的 期 限 , 在 统一 融合 的 过 程 中 再 现 出 来 。 ATL 
的 生物 界 的 全 部 历史 在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都 是 “突然 "立即 又 重 现 的 。 

为 什么 一 个 种 的 压 史 不 能 是 这 样 呢 ? 怀疑 这 种 可 能 性 是 没有 任何 根 

据 的 。 

在 生物 学 中 巡 尔 文 阶段 的 实质 

在 生物 学 的 发 展 中 ,过 尔 文 阶段 标 苇 着 一 个 主要 的 转折 点 , 即 科 
学 由 用 自然 方法 解决 进化 问题 转 入 用 生产 实践 方法 解决 这 些 问题 。 

我 们 训 为 冀 的 过 尔 文 主义 不 正确 地 对 待 了 生物 学 中 在 方法 上 是 
ORM. BR. SERA AD Ie), TEE FASE AR CEE SE 

BEET By Yo FAHY FREI BC SR I, 乃 为 生 
物 科 学 在 其 各 个 部 四 中 都 过 渡 到 实验 方法 , 为 生物 学 根据 植物 栽培 
业 和 动物 蚀 养 业 的 实 踪 , 徽 底 的 解决 某 些 理 葵 性 的 问题 偶 定 了 基础 。 
巡 尔 文 千 束 了 化 的 自然 主义 阶段 , 偶 定 了 新 的 实验 生产 阶 委 。 

当然 ,那些 人 的 做 法 是 不 对 的 : 他 人 把 生物 学 发 展 中 的 过 尔 文 队 
眉 和 米 丘 林 阶 委 混 为 一 谈 ,站 未 看 到 ,它们 本 身 之 间 有 着 本 夺 上 的 不 
同 , AR BE EEA EP AS He BE ERE Ze CE 
eB, 

在 研究 生物 学 关 藕 类 型 形成 的 原因 和 方法 这 些 问题 的 方法 上 ， 
BAR ICHAT S| EY AE Ht Ee | 

SE RDO WE FE ITE TS A AS J — PS, BR 
开关 了 理解 在 有 机 界 发 展 方面 的 各 个 现象 的 普 逼 相互 联系 的 途径 。 
他 之 所 以 能 过 到 这 一 点 ,是 因为 他 把 有 机 体 的 生物 环境 (种 间 与 种 内 
IGE) 的 作用 做 为 进化 的 一 个 最 重要 的 因素 , 提 到 了 第 一 位 。 区 一 
点 毫 未 刨 弱 无 机 环境 在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中 的 作用 , 到 而 指出 了 一 个 原 
因 , 由 认 这 种 原因 ,虽然 生物 界 很 早 以 前 就 产生 的 低级 的 进化 类 型 与 
这 些 进 化 类 型 同时 存在 , 仍 有 可 能 在 提高 纯 的 体制 的 方法 上 加 速 动 
植 物 进化 类 型 (种 ) 的 发 育 。 

按 过 尔 文 的 说 法 ,有 机 体 之 间 的 关 傈 ,是 构成 他 们 生活 方式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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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E 这 些 天 傈 使 彼此 有 联系 的 种 的 生物 处 在 一 定 的 生存 条 件 下 , 处 
在 一 定 的 在 许多 世代 中 反覆 重复 的 外 界 环 境 影响 之 下 。 沈 且 许 多 种 
的 生物 环境 就 是 他 们 营养 的 唯一 源泉 ,是 他 们 唯一 的 生存 环境 。 

在 生命 相互 作用 上 彼此 有 联系 的 一 切 种 , 无 疑 地 会 影响 这 一 生 
MBG KAW PRE, 但 是 各 个 物种 承受 这 一 自身 的 影响 远 
非 相 等 的 (影响 就 其 可 能 性 而 车 是 不 等 的 )。 举 个 例子 ,譬如 森林 ,这 
是 具有 许多 品种 动物 和 植物 的 生物 愉 。 消 失 或 更 换 这 一 统一 整体 的 
草 些 成 员 , 在 其 存在 上 炎 乎 是 表现 不 出 来 的 ,但 是 一 些 种 代 奉 了 另 一- 
些 种 在 整个 这 一 娠 生物 的 生活 中 却 会 引起 一 些 剧 烈 的 变化 , 而 且 也 
将 预先 淡定 这 一 双 生 物 的 必然 发 生 的 变 轴 。 

有 向 体 的 生物 环境 以 自己 的 变化 无 窗 的 , 同时 又 是 有 规律 的 相 
AGE, 决定 了 有 入 和 扰 机 环境 对 具体 的 分 类 单位 的 个 体 影响 的 基 
瑟 。 种 闻 的 相互 关 傈 造成 了 个 体 的 生存 和 非 生 存 条 件 ; 这 些 关 傈 , 按 
巡 尔 文 的 说 法 ,生根 千 底 又 是 各 个 种 繁殖 与 分 做 的 一 个 重要 因素 ;这 
些 关 傈 由 共 为 环境 对 有 机 体 的 影响 制造 了 一 定 的 可 能 性 , 795 | ES 
变 机 方 向 ; 就 是 这 些 关 傈 对 个 体 的 生存 条 件 建 立 了 一 定 的 要 求 ; 而 这 
一 点 又 淡定 了 正在 分 化 的 后 代 自 然 选择 的 方向 。 保 留 划一 个 种 在 某 
一 个 环境 中 更 通 放 生存 条 件 的 那些 个 体 (选择 ), 每 一 欢 郡 是 在 提出 
这 样 一 个 生命 体制 (由 这 一 个 种 有 可 能 的 个 体 中 提出 )， 这 一 体制 的 
变 轴 更 符合 论 其 生存 条 件 , 同时 对 在 条 本 本 性 上 引起 显著 变 曙 的 那 
些 环境 因素 的 作用 的 可 塑性 也 更 大。 

构成 革 一 个 种 生存 条 件 综 合体 的 , 同样 的 一 些 有 机 和 和 扰 机 环境 
的 条 件 ,都 能 引起 这 一 个 种 的 个 体 变 机 ,而 且 也 在 以 最 欧 的 活动 -一 - 
成 活 与 繁殖 一 一 来 控制 这 些 变 届 相关 性 。 

生存 性 或 者 像 达 和 尔 文 所 说 的 , 为 了 繁殖 而 保留 更 送 应 认 现 有 环 
境 条 件 的 种 的 个 体 , 乃 是 种 进化 的 一 个 极 重要 的 因素 ,这 一 因素 决定 
了 有 向 体 的 完整 性 即 遗 传 特性 的 煽 合 , 也 决定 了 生物 粮 的 体制 的 相 
对 的 合理 性 ,及 其 对 和 粉 繁 的 生活 条 件 的 绝 的 综合 体 的 适应 性 。 生存 
性 在 极 大 的 程度 上 预先 决定 了 以 和 后 的 变 可 方向 , 因为 只 保留 一 些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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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定 特点 的 个 体 这 一 事实 ， 就 意味 着 对 那些 能 特殊 承受 外 界 环境 

影响 的 个 体 进 行 选 择 。 因此 和 过 尔 艾 非 常 重视 选择 ， 因 为 这 是 进化 的 

一 个 因素 。 

然而 选择 ， 即 一 些 变 轩 更 丛 当 的 个 体 的 生存 和 -… 些 变 要 不 适 庆 

环境 或 特 徽 不 完全 相关 的 个 体 的 被 淘汰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还 不 能 是 后 

代 新 的 变 机 的 直接 的 根源 。 

在 每 一 个 连续 的 和 后代 中 恢复 变 轴 的 可 能 性 ,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选 

择 的 结果 本 身 不 能 提供 这 种 可 能 性 一 一 它 只 能 通过 本 性 来 制 狗 正在 
延续 着 的 变 边 的 方向 。 和 个 代 发 生 新 的 变 轴 的 可 能 性 和 对 固 新 形成 的 : 

效 得 特 徽 的 条 件 乃 是 外 界 条 件 , 即 条 件 本 性 的 反覆 的 , 有 规律 的 影 

响 , 而 不 是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 不 是 和 后 者 与 其 环境 相互 联系 的 类 型 , 尽管 

这 一 镍 型 在 新 个 体 中 取决 蕉 环境 而 不 取决 大 个 体 , 这 一 点 是 因为 个 ， 

体 的 选择 性 乃 儿 对 着 原来 的 环境 条 件 。 从 巡 和 尔 文 所 揭露 的 有 机 体 生 

物 环 境 对 关 型 形成 的 这 一 作用 , 自然 可 以 得 出 这 一 和 结论， 印台 为 选择 

过 程 与 自然 条 件 下 的 自然 进化 相似 。 

在 动 植 物 的 选 种 中 ,有 向 体 的 一 种 生物 环境 _ geen 的 一 

个 种 一 一 人 ,控制 着 在 他 控制 之 下 的 动 植物 类 型 形成 ,使 它 个 更 适应 

人 的 生活 方式 ,使 它们 服从 认 人 的 沟 洲 要求, 创造 了 动 植物 的 各 种 品 

种 ,这 些 品 种 遗传 PEASE FC oH EI FL Hah YT AER GF_EMRS 

RAWME—AA. | 

人 作为 一 个 生物 环境 , 是 与 其 它 任 何 类 型 形成 的 生物 环境 都 有 

着 本 质 上 的 不 同 , 那 就 是 ,人 ,是 一 种 唯一 的 有 理智 的 力量 ,这 一 力量 
能 够 在 培育 品种 时 有 意识 的 提出 一 定 的 目的 , 这 一 情况 兹 未 使 沁 尔 

文 感到 性 感 。 演 尔 文 在 方法 论 上 以 卓越 的 方式 说 明 : 就 是 在 初期 , 郎 
当选 择 还 是 无 意 蕊 的 上 时候 (也 就 是 说 当 人 还 不 善 放 根据 一 定 的 方向 

提出 直接 改变 品种 的 任务 时 为 就 是 在 这 时 ， 人 作为 一 个 主 遵 的 生物 

环境 就 以 自己 的 生活 方式 决定 了 他 所 控制 的 那些 动物 的 自然 选择 的 

方向 (自发 的 选择 )。 

人 由 放 只 留 那些 更 适应 其 生活 方 式 的 动物 来 淮 行 繁殖 , 还 在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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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的 十 代 畜 牧 者 便 创 造 了 牧羊 犬 ,狩猎 者 便 创 造 了 猎犬 ,省 夫 便 创造 

了 和 组 芬兰 犬 (BOKOzras3)。 

这 就 是 过 尔 文 藉以 把 人 工 育种 过 程 看 做 与 在 自然 状态 中 的 物种 

与 类 型 形成 过 程 相 似 的 自然 依据 。 人 是 会 培育 动物 和 植物 的 新 品种 

BS ALR AEE, 他们 在 实践 中 依据 的 是 变 寻 和 站 传 的 客观 的 规律 ,这 

” 些 规 律 作 用 於 整 个 自然 办 ,其 中 还 包括 没有 人 也 正在 发 生 这 一 过 程 
的 那些 地 方 。 也 就 是 说 ,在 育种 这 些 事实 中 , 因为 人 们 晓得 了 品种 起 
源 的 历史 ,而 且 也 经常 有 所 记载 , 可 以 苇 找 到 有 生命 的 物种 的 发 展 规 
律 。 不 俊 如 此 , 科学 应 直接 而 公开 的 由 简单 的 对 比 自然 条 件 下 的 类 
型 形成 的 千 果 ,进而 转 到 研究 青 种 的 和 结果, 以便 通过 这 一 点 来 发 现 遗 
傅 变 机 的 各 种 规律 的 作用 ,这 就 是 达尔 文通 过 “物种 起 源 ” 一 书 所 描 
和 痊 出 的 煽 的 输 廓 。 这 就 是 过 尔 文 对 在 这 一 著作 中 提出 的 对 物种 形成 
这 一 问题 的 看 法 。 进化 方面 的 许多 问题 , 达尔 文 都 是 用 实验 直接 通 
SORT. SEH REZ , 通过 研究 植物 的 机 花 和 自 花 授粉 , 通过 研究 植物 
运动 的 各 种 现象 (对 食 虫 植物 进行 的 实验 ) 而 得 到 解决 的 。 
由 於 从 自然 主义 转 到 对 理 葵 卓著 成 效 的 生产 实验 方法 , BE A BC 

在 生物 学 的 方法 上 创立 了 一 个 新 方向 。 育 种 便 成 为 取得 进化 让 据 的 
源泉 ,成 为 取得 开放 变 边 遗传 规律 新 知识 的 源泉 ,甚至 是 某 些 结 论 的 
正 榴 性 在 生产 上 的 标 共 ,因为 这 些 千 花 是 由 认 传 级 关 傈 或 由 於 必要 
的 天 傈 通过 对 野生 的 种 进行 自然 观察 而 得 出 的 。 

过 尔 文 对 待 研究 物种 形成 的 观点 的 第 二 个 本 质 上 的 特点 ， 就 是 
他 把 研究 个 体 发 育 这 一 任务 提 到 了 第 一 位 。 

同时 寻 尔 文 作为 一 个 唯物 主义 的 进化 论 者 , NS EAS HS 
-有 机 体 种 的 压 史 (系统 发 育 史 ) 与 其 个 体 发 育 历 史 ( 个 体 发 育 史 ) 相 统 
一 这 一 规律 。 他 把 有 机 体 与 生活 环境 这 一 规律 理解 为 夭 的 自然 界 的 
规律 ,这 一 规律 不 仅 在 当代 一 生 中 有 作用 ,而 且 对 整个 厅 世 和 杞 的 后 代 
也 都 有 作用 。 某 些 个 体 的 租 先 的 、 过 去 的 生活 条 件 的 影响 一 一 原始 
-的 外 界 环 境 一 一 在 新 的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以 遗传 的 本 性 的 形式 出 现 ， 
蓝 能 特殊 的 承受 个 体现 在 作用 於 其 身体 的 外 办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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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SS Hs 2S BE BS P28 BR AE SSE PER RE 
种 的 原因 这 一 学 说 中 , 巡 尔 文 说 明 :在 个 体 整 个 生活 过 程 中 有 作用 的 
正 是 自然 界 的 那些 一 般 的 规律 , 因为 这 些 规 律 决 定 了 动物 界 和 植物 
界 的 整个 压 史 进化 过 程 。 这 吉 能 看 到 有 机 体 个 体 的 本 性 根据 作用 帮 
这 些 机 体 的 环境 因素 一 一 序 生活 条 件 一 一 的 性 质 所 发 生 的 变 要 。 但 
是 因为 在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中 所 交 得 的 特性 的 遗传 (RAL AS | 
自己 相似 的 个 体 ) ,个 体 变 晏 能 侣 成 为 选择 的 开 端 一 一 延 纺 在 世 世 代 
代 中 的 定向 变 机 的 开端 。 如 果 引 起 条 本 变 明 的 各 种 条 件 能 得 到 重 
复 , 其 后 代 会 得 到 比 林 本 个 体 更 强烈 的 变 机 倾向 ,同时 仍 朝 着 被 保留 
下 来 作 种 的 ,发 生 了 变 机 的 个 体 的 所 引起 的 方向 变 野 。 正 像 先 进 的 、 
进化 的 支 系 的 进化 会 随 着 生物 续 的 体制 的 提高 而 加 速 一 样 。 

不 可 能 直接 的 观察 到 在 许多 的 世 扎 中 所 完成 的 稳 的 淮 化 过 程 。 
一 些 闻 接 的 ,尽管 是 可 相信 的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年 蟹 记 甸 ,; 都 是 不 完整 
的 \ 支 离 破碎 的 、 而 且 也 不 是 永远 能 够 反应 出 物种 形成 怎样 由 这 一 环 - 
过 滤 到 另 一 环 。 在 个 体 的 个 别 发 译 中 提供 了 这 样 一 个 显 微 镭 ,， A 
这 架 显 向 镭 能 在 局 部 中 , 在 短 时 间 中 看 到 和 煽 的 、 世 世代 代 的 东西 一 
整个 生物 欠 的 进化 过 程 。 因此 生物 学 中 一 切 专 门 的 部 门 ， 其 中 忆 包 
括 与 选 种 无 联系 的 那些 部 门 ,都 找到 一 个 方法 , 这 一 方法 为 使 其 成 为 
实验 科学 提供 了 一 种 可 能 

然而 达尔 文 却 把 他 以 后 的 生物 学 在 一 个 方面 , 一 个 很 重要 的 方 
面 , 引入 了 世 的 唯物 而 非 辩 证 的 立场 ; 这 一 点 表现 在 对 发 展 的 解释 
上 。 生物 学 的 许多 部 门 直 到 今日 仍 停 汪 在 进化 论 解 释 发 展 的 【渐进 
的 ) 立 场 上 ; 这 一 立场 否认 发 展 的 二 种 形式 的 必要 性 一 一 朗 和 否认 和 进化 
的 , 草 命 的 形式 和 量变 , 压 变形 式 的 必要 性 , 因为 许多 人 今天 实际 上 
把 发 展 只 当做 化 的 原 质 的 各 个 特点 的 增加 。 

Hi SRE PR SCE PI ROHS, A eR, 郎 通过 “来 
Ye” WADI RL, TSAR AR Te eT PEs CT ET ” 
(“FURS An PEAT A Be). SRT ER I, A 
ET i — hte, SU a 9 ee, ERR T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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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 BR LASER Sie EH RE RK, 
虽然 这 十 种 观点 是 相互 对 立 的 ,但 这 只 是 由 一 个 片面 的 观点 转 

为 另外 一 .个 片面 的 观点 而 已 。 
虽然 过 朱文 对 遗传 的 各 种 规律 已 开始 了 系统 的 研究 , 但 却 仍然 

忽略 了 动物 和 植物 本 性 能 产生 惫 剧 的 ,本 质 上 的 ,根本 的 变化 这 一 问 
题 ,其 原因 就 在 於 巡 尔 文 当代 选 种 方法 的 局 限 性 (虽然 这 种 选 种 已 卓 

”有 成 效 , WE AE SR); 原因 就 在 於 生物 学 的 理论 家 关 帮 泪 传 
的 规律 当时 懂得 的 还 很 少 。 

巡 尔 交 了 时 代 的 选 种 学 只 利用 了 进化 的 一 个 因素 , 邹 生存 性 , 因为 
选择 就 其 狭义 而 言 ， 乃 是 为 了 繁殖 而 保留 具有 发 生 了 一 定 变 黑 的 体 
制 的 个 体 , 因 而 往 承 这 一 体制 的 后 代 ,也 就 具有 与 其 梦 本 同样 的 一 种 
承受 外 界 条 件 的 方式 ; 因而 后 代 便 得 到 了 朝 着 于 本 个 体 发 生变 暴 的 
方向 更 迅速 的 变 机 的 借 向 。 简单 的 人 工 选择 ,就 是 通过 接近 认 人 所 
期 望 的 那 种 品 各 的 生存 性 来 控制 后 代 的 变 机 方 向 。 

至 认 谈 到 直接 利用 进化 的 第 一 个 因素 , 即 利用 变 轩 性 当时 选 种 
学 还 没有 方法 藉以 引起 有 目的 的 、 经 过 考虑 的 、 为 人 所 需要 的 变 轨 ; 
虽然 通过 培育 动物 和 植物 也 取得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变 婴 , 但 当时 却 不 了 
解 这 些 变 迪 的 来 源 , 尤 其 不 了 解 那些 剧烈 的 、 定 向 的 变 黑 的 来 源 。 选 
种 家 们 只 能 引起 有 机 体 本 性 的 一 般 的 “ 动 的 性 ”, 即 微 绕 的 ,性 质 分 歧 
的 ， 所谓 的 不 定 变 边 。 然后 再 由 这 对 选 择 为 选 种 家 所 需要 的 那些 变 
轴 , 铀 而 通过 选择 再 使 其 得 到 必要 的 改进 。 | 

只 有 米 丘 林 的 新 的 选 种 学 才 利 用 了 类 型 形成 的 所 有 的 三 个 因 
PME, 这 一 点 也 决定 了 米 丘 林 由 其 实验 

中 得 出 的 理论 上 的 结 答 的 新 质 。 
米 丘 林 通 过 选 配 条 本 (尤其 当 对 在 地 理 上 是 远 迷 的 于 本 进行 杂 

交 时 ) ,通过 选择 培育 先 本 个 体 的 条 件 ， 通过 选择 迫使 进行 杂交 个 体 
的 发 至 阶段 和 生长 年 齿 ， 363 ub MERIAL EO PIR 呈现 的 程 
序 ， 预先 次 定 了 他 所 期 望 的 杂交 和 后 代 的 变 婴 方向 。 为 什么 米 丘 林 会 
过 到 这 二 -点 是 很 清楚 的 , 因为 自从 达尔 文 起 在 研究 杂交 的 变 遇 性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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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S15 BS FE ETT TAY ME. 
同时 米 丘 林 又 通过 他 的 蒙 BEAT Bik — A RO 

二 个 因素 一 一 也 就 是 如 在 杂种 机 体 的 个 体形 成 过 程 中 影响 新 的 址 传 
性 的 形成 。 他 通过 恰当 的 培 译 厅 种 实生 昔 的 各 种 方法 , 预先 使 选 种 
家 所 需要 的 冕 本 的 一 些 特 性 在 杂种 的 遗传 性 中 估 有 优势 , EA 
他 所 不 需要 的 一 些 特 徽 转 入 隆 性 状态 ; AUSSI A AREER AR” (RR 
WA) 的 第 三 个 因素 , 使 杂种 获得 一 些 新 的 遗传 性 ,而 这 些 特 性 任何 
一 个 杂种 品系 的 租 代 都 未 介 有 过 。 

因此 , 米 丘 林 还 在 1914 年 便 从 革 荣 百合 的 实验 中 得 轴 这 样 一 个 
结论 :有机体 的 通 应 性 ,能 够 立即 出 现 ,能 够 在 一 代 中 出 现 ; TS 
尔 文 的 选择 原理 所 说 的 那样 。 有 一 些 学 者 对 米 乒 林 这 一 结论 开口 不 

车 , 花 装 做 看 不 出 这 一 结论 与 拉 马 克 和 过 尔 文 空洞 的 进化 葵 解 释 发 
展 有 着 根本 的 分 歧 , 这 些 人 对 理论 , 对 实践 都 没有 起 好 的 作用 。 

这 圳 根本 没 必 要 担心 对 过 尔 文 是 否 有 所 割 受 , 这 圳 所 谈论 的 也 
不 是 现代 的 生物 学 是 否 要 由 过 尔 文 主义 退却 , I EERE 
19 世 克 遗产 中 的 合理 部 分 和 清洗 科学 中 的 错 谈 部 分 。 

由 於 自然 科学 狐 过 百般 的 曲折 产生 了 在 自己 的 范围 内 进 行 研 究 
的 辩 焉 的 思 儿 往 洪 ; 政通 过 自 局 的 方法 在 月 区 办 下 妆 到 和 本 灶 生 人 
种 必要 形式 一 一 进化 的 形式 与 革命 的 形式 二 
物 学 中 这 一 点 先是 玉 . A. sek Ruin HO. ROR 
bk EL HA FRE FEO 9 PSE HE TE | 

这 些 先进 的 唯物 主义 者 , PHS EA TF IE MEE MIRA FR 
各 种 现象 的 许多 成 因 ， 因 而 范 不 是 偶然 地 通过 自己 的 途径 完全 承 咒 
生物 学 中 的 马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科学 自 党 、 自 顾 地 把 唯物 主义 的 、 辩 证 的 哲学 、 即 马 克 电 主义 的 

哲学 宣 伤 做 为 它 的 方法 基础 。 这 就 是 米 丘 林 方 向 在 20 世 胞 的 生物 
学 中 所 引起 的 理论 上 的 变革。 这 一 点 便 敬 别 了 生物 学 的 新 阶段 和 过 

” 尔 文 的 进化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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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S BOGS Eh he TSCA EE 

An BAT A SS ABAE AS SEE AR CE BERS IAB 09, 认为 ， 
PPG Fh PIE TE TEHO IS BETO ASL, 那 麻 就 有 人 也 是 在 企 略 
把 米 丘 林学 属 只 停留 在 这 一 点 上 : 印 使 这 一 学 说 侍 承 认 林 交 过 程 是 
动物 界 和 植物 界 类 型 形成 的 唯一 的 涂 径 。 

”认为 米 乒 林 把 订 交 过 程 对 进化 的 意义 竭尽 全力 地 提 到 了 第 一 
位 , 薄 捍 生 这 一 思想 ,这 当然 是 对 的 。 但 是 他 攻 未 把 进化 简单 地 归 之 
PORE. 

是 的 ,在 杂种 的 机 体内 ,因为 它 具 有 可 塑性 和 在 发 育 可 能 性 上 的 
坪 重 性 , 米 丘 林 合 发 现 了 形成 新 的 遗传 性 的 规律 ; 其 深度 是 为 由 直接 
的; 非 杂 交 的 变 婴 过 程 中 所 期 望 不 到 的 。 但 他 何 党 不 知道 ,类 型 形成 
在 历史 上 让 不 是 由 杂交 过 程 开 始 的 。 要 知道 ,为 了 取得 杂种 ,事先 便 
SAA ALPE hl OBE, 

米 丘 林 学 说 中 最 主要 的 , 是 环境 对 有 机 体 的 影响 。 这 一 新 内 容 
中 最 主要 的 ,又 是 植物 陆 自发 育 原理 的 创立 , 这 一 原理 的 基础 , Sok 

| RPK RITA, 这 一 原理 又 经 李 森 科 通 过 实验 和 从 理论 上 作 了 进一步 
的 碍 究 。 由 这 一 原理 中 生物 学 获得 了 研究 植物 界 和 动物 界 类 型 形成 
过 程 的 新 的 可 能 性 ,其 中 也 包括 理解 非 经 厅 交 ,而 因 外 界 因 素 对 个 体 
发 育 直接 影响 而 产生 的 变 婴 的 可 能 性 。 

陵 段 发 育 原理 为 生物 学 带 来 了 新 的 东西 ,而 那些 批评 家 们 正好 
却 波 有 看 到 这 些 新 的 东西 。 辐 时， 如果 你 俊 看 -一 下 阶段 发 至 原理 的 
初步 内 容 , 你 就 会 看 到 无 限 的 可 能 性 ,这 些 可 能 性 正 是 这 一 原理 为 研 
究 有 机 界 运 动 的 雨 种 形式 的 作用 一 一 进化 的 形式 与 革命 的 形式 的 作 
用 一 一 而 提出 来 的 。 
阶段 发 育 原理 说 明 : 有 机 体 的 全部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都 以 整个 有 术 

HE ATA ead) FED RSE RE A TS 才 现 在 有 机 体 对 其 生 

存 和 藉以 延 绪 由 种 子 ( 卵 ) 到 再 产生 新 代 这 一 个 体 发 育 过 程 的 那些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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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条 件 的 生理 要 求 的 转换 。 
也 就 是 说 , 有 机 体 与 外 界 环境 的 不 可 分 制 的 联系 已 得 到 了 实验 

的 刘 明 。 从 而 又 证 明 : 在 个 体 发 育 的 每 一 个 阶段 ,在 形成 其 各 个 器 宣 
和 种 的 各 个 特 徽 的 每 一 阶段 , 有 机 体 薄 不 是 和 任何 一 种 外 异 环 境 都 
Ai FLAS BASINS, 而 是 只 和 他 在 历史 过 程 中 就 是 必需 的 那个 
环境 有 这 种 联系 。 

个 体 发 育 与 系 葬 发 育 和 统一 ,这 一 点 也 得 到 实验 的 让 明 。 
由 实验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植物 每 一 发 育 阶段 的 整个 过 程 中 ,都 在 发 

生 着 新 贤 要 素 进 化 式 的 累积 (产生 新 代 的 玲 备 ) 。 根 据 所 观察 的 革 些 
器 官 形成 的 特点 ,根据 在 某 一 阶段 是 否 能 形成 一 定 的 遗传 特性 ;显然 
可 以 看 出 ,有 和 机体 的 个 体 发 青 是 一 个 历史 过 程 , 是 由 简单 到 复杂 ; 由 
低 报 形式 到 高 级 形式 的 一 种 运动 过 程 , 这 一 运动 考 现 在 综合 革 些 必 
要 的 越 来 越 复 订 的 物质 上 ,而 这 些 物 贤 又 是 为 产生 和 后 代 所 必需 的 驴 

同时 ,有 机 体 在 同一 发 育 阶 委 境 界 内 数量 上 的 , 降 性 的 变 机 的 肾 
积 花 不 限 蕉 型 纯 境 加 蔷 机 体 在 这 一 阶段 特有 的 植株 特性 , 而 是 避 不 
可 免 的 会 引起 植株 进 太 另外 的 一 个 生理 状态 .另外 的 一 个 发 青 阶 段 ; 
而 在 这 一 阶段 有 机 体 的 主要 要 求 会 发 生变 化 , 类 型 形成 本 身 的 方向 
也 会 发 生变 化 (只 在 个 体 发 青 的 境界 内 )。 这 就 是 生物 界 中 辩 证 方法 
的 实验 的 证 据 。 这 一 点 对 实 距 是 极端 重要 的 。 
.各 个 阶段 的 过 滤 的 瞬 闻 对 外 界 环境 各 种 因素 对 有 机体 本 性 的 作 

j 是 极其 敏感 的 ,这 囊 能 取得 遗传 性 一 一 本 性 一 一 的 根本 的 变 迪 这 
一 点 也 为 实验 所 证 明 : Bin, 变 冬 性 植物 为 春 性 植物 , 变 春 性 植物 为 
冬 性 植物 ; 用 两 种 晚熟 类 型 取得 早熟 类 型 等 。 
根据 这 些 事实 , 认为 只 有 组 慢 变 婴 的 可 能 性 这 种 错误 的 ,片面 

的 ,纯粹 的 进化 论 观 点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这 样 “ 畸 型 ”( 芽 变 ) 产 生 的 原 
因 和 程序 才 得 到 了 唯物 的 解释 , 而 使 迷 尔 文 感到 十 分 困惑 莫 解 的 也 
正 是 这 些 芽 变 。 这 一 点 也 解释 了 世代 “突变 体 ” 的 产生 ,而 过 尔 文 却 
把 其 称 为 “似乎 自身 随意 变 枫 "”, 而 拒绝 解释 产生 这 些 突变 体 的 近 因 。 

天 欠 植 物 各 个 生长 点 阶段 变化 的 局 限 性 (动物 的 这 种 局 限 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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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L ES SER) 为 揭穿 多 年 生 与 寿命 之 迷 开 关 了 远景 。 
现在 还 须 对 这 一 个 问题 从 实验 上 和 理论 上 再 加 以 淮 一 步 的 研究 。 

如 果 一 年 生 的 冬 性 发 育 类 型 的 有 机 体 , 能 以 种 子 的 形式 通过 整 
个 第 一 个 发 育 阶 眉 ( 春 化 阶段 ) , 花 上 且 如 有 条 件 的 话 , 休 乎 同时 在 一 切 

有 作用 的 生长 是 又 蕉 而 淮 入 第 二 个 然后 又 进入 第 三 个 ( 甚 季 区 而 进 
入 第 四 个 ) 发 至 阶段 , 那 麻 很 自然 全 部 可 能 产生 的 新 代 量变 便 形 成 的 
很 快 , 侍 在 一 个 发 育 过 程 中 ; 然而 再 现 的 过 程 也 是 他 本 身 的 结束 。 

然而 , 甚至 饶 往 巴 形 成 的 生长 点 不 同时 发 育 的 一 个 简单 的 过 滤 
(循序 的 形成 生 有 花 昔 的 嫩 枝 ) ,都 会 引起 逐 浙 地 形成 世代 的 ,生长 的 
后 代 的 类 型 形成 ,引起 向 多 年 的 生活 遇 期 过 渡 。 

显然 ,植物 再 生 和 后 代 的 礁 备 有 两 种 类 型 ,这 种 玲 备 发 生 在 胚胎 期 
的 早期 阶段 和 胚 后 期 种 子 生 长 与 发 育 的 最 早 陆 段 , 因为 多 年 生 的 植 
牺 ,， 如 利用 还 在 种 子 本 身 发 育 的 各 个 阶段 就 已 经 制 出 的 动力 与 建造 
材料 的 储藏 物 , 是 不 能 通过 阶段 发 育 的 。 这 圳 ,在 划分 再 生 过 程 中 便 
可 发 现 有 机 体 长 寿 的 各 种 原因 。 

整个 有 机 体 通过 全 部 阶段 发 育 所 需 的 条 件 和 公 为 形成 某 些 器 官 
的 过 程 本 身 所 必需 的 那些 条 件 的 性 质 是 不 同 的 , 这 个 问题 也 非常 重 
要 。 和 合 者 (器官 形成 过 程 eS) 也 按 着 阶 眉 发 至 的 类 型 来 进行 ， 
也 有 自己 的 各 个 陆 段 ,这 些 附 段 的 完成 要 求 一 定 的 外 界 环境 条 件 。 

研究 器 官 形成 的 顺序 和 为 其 所 必需 的 那些 条 件 能 引导 生物 学 发 
”更 控 制 高 产 的 途径 。 各 种 实验 证 明 ; 为 了 在 食物 丰沛 的 条 件 下 立即 

再 度 形成 以 前 已 经 形成 的 那些 器 官 , 只 要 在 新 器 定形 成 的 个 别 阶段 
通 当 延缓 其 发 育 , 那 就 可 以 过 到 这 一 点 。 如 用 这 种 方法 在 形成 礁 蕊 
与 肉 蕊 阶 眉 阻止 植物 的 发 育 ; HS OE RAE OE IE RL 
增多 。 

对 有 生命 的 非 钥 胞 的 物质 和 有 生命 的 组 胞 结构 发 育 的 新 看 
法 , Gf) 0. 6. 勒 柏 辛 斯 卡 娅 根据 阶段 发 育 原理 所 提出 的 看 法 ,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如 生理 学 在 这 方面 能 进行 进一步 的 研究 , 对 生物 和 四 胞 的 
生长 年 齿 与 其 阶段 发 育 程度 之 间 的 差别 也 一 定 能 提出 一 些 新 的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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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在 我 们 看 来 研究 后 一 个 问题 一 定 会 有 助 於 发 现 , FM 

JOR A SEES. 在 罗 胞 的 那 一 个 生长 年 龄 可 能 有 帮 胞 核 和 具有 基本 和 结 . 

构 的 细胞 的 某 一 一 定 的 繁殖 与 再 生 的 方法 。 BR, PMMA 

一 繁殖 方法 和 确定 再 生 其 组 和 千 构 的 形式 ， 对 粗 积 的 变 边 方 向 是 很 

重要 的 。 

完全 有 根据 来 发 想 ,， 科学 通过 这 一 方法 一 定 能 解释 为 什么 细胞 

7A Re be oe A A,B Fe AE A SL eS A SES 

是 非 通常 的 方式 ,显然 , 这 一 定 会 引起 形成 螺 性 的 组 秩 〈 对 一 个 现 有 

的 有 生命 的 外 图 而 言 ) 因而 ,也 就 创造 了 对 组 伺 有 害 的 代谢 , 这 种 代 

re 

究 禾 本 科 和 其 它 植物 次 营 与 柱头 的 植物 发 育 阶 段 性 , 使 得 我 

ea ARDEA RERD, RIERA DRA 

自 花 授粉 植物 的 各 种 原因 ,因为 这 一 点 在 相应 的 环境 条 件 下 进行 的 

是 很 有 规律 的 , 如 果 这 些 相 应 的 条 件 摧 毁 了 生殖 器 官 生 长 与 发 育 的 

Dhol PE. 

in SZ, RA HBS A Ry. Ie AS RI 

实 这 一 原理 , SHER A BIA EA tr hy Ae Bh) ABE eatiilittacee se 

5 

然而 ,在 这 条 途径 上 仍 有 许多 不 清楚 ,或 者 说 暂时 看 来 还 是 支 虚 

的 东西 。 但 是 , 却 只 有 这 条 途径 才 有 推动 科学 前 进 的 前 途 ,而 不 是 在 

RRA Fy BEF BI EE BATT AF. 3 

[(EctectBo3sname B moze), 1954 年 第 3 期 32 一 37 8, 4 1 28—34B7 3 ES 

ZB TRIBE “yt AE; 其 者; 四, A. Tpopanxnn; BUA: Teopus craguiinoro 

pa3BHTES w Omotormueckaa juckyccns; 原文 出 版 者 : 苏 俄 数 育 科学 院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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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RS 
CRRA EP RE RE 1953 年 第 1 期 ) 

种 的 问题 及 其 解决 的 方法 

释 和 种 的 形成 等 生物 学 上 的 委 论 在 悉 秆 着 。 这 种 年 险 有 时 探 取 
。 极 武断 的 形式 , 赣 从 生物 学 家 们 在 不 同 厅 赤 上 创造 性 的 自由 辩论 变 

攻 生 物 学 杂 苇 的 一 种 十 论 。 每 种 生物 学 厅 计 都 保持 着 自己 的 统一 立 
场 , 而 通常 是 杂 读 主 硬 者 的 立场。 

武断 存在 着 六 里 就 存在 着 。 自然 ,关於 种 、 种 的 形成 .种 内 和 种 ， 
闪 关 傈 的 陈 盆 观念 修改 的 创始 者 “农业 生物 学 ” Mes, 按照 “只 有 这 
样 , 否 则 一 切 都 是 邪 襄 "的 这 一 公式 发 表 过 意见 沙发 表 的 过 早 了 。 

(ASK MRL, 杂 诗 究 间 有 它 自 己 的 根据 一 -为 了 确立 米 丘 
林 的 方向 合 靠 它 与 魏 斯 最 主义 长 期 的 阿 等 过 , 千 果 ,也 就 有 了 攻 整 守 
化 心理 和 成 见 深 处 的 这 种 避 惯 的 历史 上 证明 有 效 的 作风 。 

在 反对 蔓 的 生物 科学 陈规 的 果 天 情况 下 , 它 也 仍然 保持 了 唯物 
主义 路 粮 在 方法 论 上 的 极端 杂 惯 和 明确 性 。 
但 是 ， 自 从 开始 和 6. M. 查 互 道夫 斯 基 及 蕊 蕊 . 什 筷 里 高 鞠 为 首 

A “TEBE” 过 和 尔 文 主义 的 早已 衰老 了 的 近 生 军 的 论点 作 准 备 时 起 ,在 
生物 学 上 对 方法 论 问 题 的 评价 出 现 了 另 一 种 的 “勇敢 "。 在 已 由 局 克 
思 主 义 解决 了 的 方法 论 问 题 上 开始 了 辩论 。 企 图 在 生物 学 上 痊 忆 尔 
莫 斯 学 说 宣告 扰 罪 开始 了 。 

HL 区 伊 万 诺 夫 这 位 苏 蕉 埃 生物 学 家 坚忍 的 研究 着 在 “植物 学 订 
苇 " 和 在 “莫斯科 自然 科学 研究 者 协会 公报 "上 所 发 表 的 论文 中 ; 用 唯 
i fi ti TS iB BEE A SCOR AR WG REAL, 因而 走 上 了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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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生 马 尔 节 斯 念 法 旭 的 道路 上 , 毫 扰 疑 间 , 甚 至 八 月 会 玉 以 前 的 “ 正 萄 ” 
巡 尔 文 主义 者 也 反对 保生 它 。 在 新 的 辩论 中 , 这 个 “ 正 葱 ” 巡 饼 文 主 
义 路 和 线 仍 然 久 武断 的 作风 (Ee My BRA a DULY) ES RIE. a 
dn, “Hipp eR” 在 1953 42 1 AS ETRY HES B.A 苏 卡 切 夫 
BE-LaS “Sahil oh AR A BR” Bec, ‘HI ABBA AE A 
的 发 表 是 供 大 家 讨论 的 。 

这 就 是 悦 , 这 个 订 苇 的 编辑 部 声明 自己 同意 主 辐 在 这 个 杂志 
宣 做 过 是 讨 花 的 科学 问题 上 的 理论 的 态度 。 因 为 种 的 问题 和 称 内 

FI ARE BALA ABEL A] — EAS ARR B. A. 苏 

AMBER A is ZL, COL TE TT. ERE 
PAL A es Hi B. H.R OPHIR AS FT 4 

“Bi Wy Ee ET BK, AR Ey BRE 
HE —B IK EAA Ti) PS BR” BILE i EP 
AOR GOH SL, MANIC PRE AZ BE RT 9K hk 
AMAA Bas ata: BOK, BH. AIA RAT “IEE” BBA 
= MRNA REAR, GHEE EADS 
iLL T AA SR BE SE BED 

AL BEE Beat ABA REARS PS, B.A. 苏 卡 切 夫 院 证 在 
5 Cre) Shr CHE ra RS Be IB) ZO Sk_E EH Fo PB 
ANF EGR PL, 愿意 单独 地 均一 谈 前 一 个 问题 。 ROA LAGI 
ORM LAA IS, ef OME RR AS 
USE PEA i FLAT SCORERS IAD”, 

“6 LAA Fle ASAI SL 9 BAIR Ep SRI BE SP 

— RPA AR, ORR ER A BL EE 
AFF VE BIH, SN Bh A) BA GB AP BG BLS ES 
决 的 。 

的 一 些 生物 体 与 另 一 些 生物 体 在 质 上 的 不 同 , 不 仅 玫 现在 活 质 构造 
方面 ` 解 冲 学 和 外 部 形态 方面 ,而 且 首 先 圾 现在 对 与 有 机 体 相 互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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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AMMA DABNEY LAWS —S PAO 
EL. - 

aS FSSA ee AS 2 EIR SE, OO 
不 能 人 为 的 分 并。 把 这 两 个 问题 分 开 , 这 就 等 於 不 提 器 官 的 机 能 ,而 
款 器 官 的 本 贤 , 不 涉及 植物 和 动物 的 驾 性 问题 ,而 谈 和 遗传 性 。 
但 种 内 和 种 因 的 关 任 辕 题 同时 也 是 极端 重要 地 实 跃 上 的 问题 。 

区 是 在 草原 上 营造 经 久 的 、 称 固 的 森林 带 的 方法 与 可 能 性 ,是 为 移 种 
人 制造 和 保存 原始 材料 , 是 品种 在 不 同 地 理 、 风 土气 候 地 带 合理 的 分 
i. 是 植物 和 动物 的 气候 吕 化 法 , 是 植物 品种 和 动物 品种 的 引种 工 
作 , 是 原 种 (Samra) 培育 法 和 品种 的 区 域 试验 和 国家 品种 试验 法 ; 最 
生 是 动 植物 的 生物 保 访 法 问题 一 一 这 就 是 种 内 和 种 问 关 傈 在 实 跨 方 
面 不 完全 的 举例 。 

谁 要 拿 出 对 生物 学 中 理 葵 上 和 实践 上 的 这 一 根本 问题 的 已 确定 
了 的 概念 重新 锯 改 的 勇气 , 那 未 惟 就 自然 冒 着 犯错 民 的 危险 , 邹 使 受 
BT LRM, 但 是 不 管 怎样 在 这 吉他 促进 运动 向 前 进 了 一 步 。 
科学 工作 者 必需 鱼 担 起 勇敢 的 修正 这 些 问 题 的 责任 ,让 “ER” 
说 , 随 他 们 的 便 吧 。 

而 谁 要 提倡 在 科学 中 把 整个 这 个 “许多 世 扎 的 智慧 ” 同 前 一 世 和 可 
”所 积累 了 的 折 确 派生 机 论 、 目 的 花 、 机 械 论 的 钳 误 和 址 毒 保留 下 来 
而 认为 不 可 侵犯 ， 那 未 惟 就 自然 在 科学 的 事业 内 不 犯 新 的 错误 。 不 
过 整个 他 的 事业 将 成 为 错 谈 指导 着 的 事业 。 
种 内 和 种 问 关 傈 问题 必需 从 新 解决 ,但 事先 应 当 气 秦 按 照 “ 生 存 

闲 竺 ”这 一 枯燥 公式 对 待 这 些 关 傈 的 特 见 ; PEO FES RI RS 
作为 霍 布 斯 的 “一 切 反 对 一 切 的 战 委 ”的 这 个 癌 委 在 科学 上 的 解 穆 是 
特别 有 害 的 。 

PRAT EE AS OSES SM, 暴露 出 
it 7B EAR LE i RPE RS LES 

BEEP AUT aS PA SE TY AP FB oy ESE BR GR 
都 建立 在 检查 过 了 的 观察 和 试 怠 的 确 竖 事实 基础 上 。 而 实际 上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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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ese SE aS APT PT | SE RL eS He a FT SESE OG EES 
MRA OWES ARICA CHAU He Ame Ce 

BU”, ASSP Ta EE Hi) SS PSE BS ES FRE 

BALTES EET AS Fr SA MFT RAS Bl OEE BOS 

所 有 这 些 , 自然 是 某 种 意义 上 的 实践 ……。 但 是 把 这 些 事 实 完 
全 解释 为 “由 共生 存 套 料 而 竞 等 ”的 现象 对 现代 科学 来 悦 站 不 高 明 於 
可 陀 的 胡 襄 八道 , 花 不 高 明 於 从 有 要好 研究 的 、 存 在 了 很 长 的 好 末世 和 
生物 学 租 先 内 承 来 的 原始 目的 葵 的 解释 方法 。 
你 不 将 要 认 芙 地 来 谈 植 物 方面 的 “新 迪 加 ”和 失业 蜂 旺 的 “职业 

Br REG? i 
{R294} ER AR EG BRB HAE “Hy REARS” 

Je SG RRaBL? SERENE RAB AN EHS AR TH EE AE tee 
St — 5 Bar FRR FD. FT BB SCR A DP? 

再 看 一 下 B. A. 苏 卡 切 夫 院 士 在 “植物 学 订 读 > 1953 4 1 HE 
的 葵 文 。 | | 

B. H. 苏 卡 切 夫 院士 在 自己 的 论文 中 讨论 到 一 系列 的 问题 ,引证 . 
不 同 作者 的 著作 。 在 糙 葵 中 他 研讨 到 有 了 关 种 内 和 种 闫 天 傈 问题 的 意 
义 的 问题 ,有 关 “ 生 存 同 委 ”和 “生活 资料 的 远征" 术语 的 适当 性 问题 ; 
他 太 讨 到 有 天 决定 植物 种 内 和 种 关 的 相互 关 傈 的 特 徽 和 特性 的 问 
题 , 有 关 植 物种 内 和 种 天 蔬 委 紧 张 性 的 比较 ; 有 了 关 植 物种 内 生存 癌 竺 
PAM MERE, 有 关 在 一 个 种 播种 的 情况 下 种 内 竞 委 进 行 
的 规律 性 , eb BER AE 
ARSE PARAS EEG ILE 

所 有 这 一 切 为 的 是 要 在 结语 中 宣告 所 谓 的 现代 科学 立场 , 而 事 
实 上 是 老生 常 谈 的 喜 等 拥 访 者 的 立场 , 汞 在 其 中 他 指责 那些 没有 和 追 
Ba 互 . 工 . GOB ERD EER. 

所 有 引 让 了 的 事实 是 有 趣 的 , PTE SIA ES 
的 按照 议 委 拥 读者 的 意见 证 明了 的 试验 材料 的 讨论 。 

是 首先 要 间 ,作为 研究 方法 的 理论 基础 的 某 种 方法 检 存 在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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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enere te LB 
TERE HONG? REG RL A ea Pe I RR ERE. 
就 怎样 的 可 能 性 ;不 加 任何 偏见 , 不 牵强 附会 ， 不 把 自然 界 没有 的 东 
西 忘 加 在 自然 界 身上 吗 ? 我 们 想 , 不 永远 如 此 。 

ein, T.T. 莫 尔 根 和 他 的 学 生 们 , 用 “最 客观 的 ”方法 得 到 了 畸 
形 果 蝇 ;做 出 “遗传 物质 ” 变 劣 而 全 部 进化 过 程 一 落 千 丈 的 结论 。 而 
魏 斯 曼 根 据 众所周知 的 用 老鼠 尾巴 的 试验 做 出 了 有 关 有 机 体 在 外 界 
SKIS iy PREFS HEED FY A eae, 而 根据 拟态 现象 的 观察 作 
出 了 他 的 偶然 的 机 械 选 择 的 理论 。 

不 ， 不 是 每 一 个 试验 都 是 完全 正确 的 。 不 是 每 一 个 事实 引证 都 

反映 事实 的 。 

璧 如， B. H. 苏 卡 切 夫 院 士 在 自己 的 论文 驯 就 认为 不 能 不 设法 间 
技 小 胡 葛 萄 ;他 写 道 ,人 个 “这 样 做 为 的 是 创 弱 植株 之 间 由 放水 分 、 无 
BLY Jt a, AA SRE PRR, ER ES AEG 

的 不 同时 期 需要 不 同 的 生长 面积 ,而 一 般 的 说 ， 植物 意 大 ， 它 需 要 的 
营养 面积 就 剑 大 ”(59 页 )。 

在 这 个 了 不 起 的 “因为 "之 和 后 全 部 是 正确 的 。 但 是 试问 , 这 个 “ 因 
为 ”本身 从 何 而 来 ?为 什么 第 二 部 分 结论 作为 第 一 部 分 芙 切 性 的 根据 
PRWEB VE? 

RUE 1 tip HERR Ae I AT BR OE ICE 
为 根据 的 。 

因此 , 请 你 尤 许 我 们 看 看 你 的 试验 中 的 某 些 准 料 , PEE BLES 
着 你 的 植物 在 它 的 不 同 生活 时 期 需要 不 同 的 营养 面积 的 结论 , 那 末 
由 此 就 应 得 出 在 这 夏 所 以 发 生 竞 符 恰 恰 是 由 於 水 分 、 扰 宙 物 和 光 迷 
的 不 足 的 结论 。 

请 告诉 我 ,在 间苗 的 当时 和 以 后 把 试验 与 对 照 比 较 时 ,每 株 胡 蓝 
葡 缺 少食 个 单位 的 水 分 呢 ? 对 植株 无 机 物 的 重量 作 了 上 比较 或 者 对 植 
株 议 等 的 影响 作 了 某 种 另外 的 确定 了 吗 ? 如 果 给 它 专 最 优越 的 灌 泊 、 
肥料 和 充足 的 光 久 , 胡 藕 萄 和 甜菜 的 间 划 将 还 需要 吗 ? 到 第 一 立 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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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PAD AB Ej AE TP BR ? 
BAe EB ESE, PREIS TEE 

FUG HE AO RISE. DELO 4 CORE AE RE WO We ERS 
Ts RA EE, HA AEE SA AS BE A FB 
UE SES) HE je ae BEL YO aE EK? 

(BL URS ERE i HOT SS —— 58 “ORR” WS TT 
FFSX SE LIC RRR OE (FER). RPE GG salina 情况 下 ) ,无 

机 物 不 是 (在 施肥 的 情况 下 )。 
请 问 你 , 当 胡 藏 萄 收 和 了 以 后 ,在 土壤 庄 不 坪 添 什么 能 冒险 在 这 

SFR FFE A HR n> BN ERE eT “ORB BS”, FEMA 
FEZ BNE SSE BE FE TE RAY EL Wy CE FE ET RE PUG 2 BE s, A 
CRADLE LACE, BUPA “abe Ay” HARROD EE eH 
WES ZSTEE OB, EAT BL py A TE : | 

; B. A. 苏 卡 切 夫 院士 不 只 一 次 地 愤怒 , ABET 1. SRA BEE 
好 像 无 证 据 地 反 变 植物 种 内 竞 委 的 存在 。 

听 , 你 探 用 怎样 的 方法 获得 这 一 散 和 十 存在 的 证 据 , 你 的 方法 的 方 
法 花 又 是 怎 床 样 ?你 写 道 :“ 那 种 对 娠 体 中 的 植株 的 不 利 的 相互 关 傈 ， 
是 我 的 主要 观察 对 象 , 我 将 把 这 种 关 傈 称 为 由 放生 活 奢 料 引 起 的 植 
EE” (618). 

5 EBA FE RG EA | OR, BH BEE AS EG 2 OR 
OB AEUE? BRM, a EBERT TS WS a 
ADEA “ RVMETE ROR”, 而 把 生长 软弱 的 和 诅 囊 的 及 其 他 任 
何 表现 都 预先 归罪 於 自己 种 的 其 他 植株 的 有 害 影响 , DB A Bh EP 
存在 的 “证 据 ?” 就 撒 做 的 像 雪 片 一 样 的 普 逼 。 

但 是 这 样 证 明 的 芙 正 价值 是 怎样 的 呢 ? 
这 不 是 方法 的 方法 论 , 而 全 盘 的 犯 了 起 码 的 有 还 辑 上 的 错误 : 用 已 

径 想 好 了 的 解释 ,来 解释 正 待 解释 的 现象 。 
虽然 说 ,我 落 不 打算 不 相信 和 他 们 的 精确 性 和 进 行 试 验 技 术 上 的 

哉 置 性 ,但 是 竞 等 拥 访 者 在 所 有 其 他 的 试验 和 观察 中 的 态度 , 也 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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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AM OPE EDT EE EE A PEA HH I 
对 这 些 试 验 部 分 评定 的 通常 态度 是 怎样 的 呢 ? 
FE ory, FA) BE) FACT IT SABIE OI VAG RABE OS, A LY AZ AR BS 

We TT VOURR EAR BORN, RRA. 得 出 
MLM RAK. SAB MBSR, WA ERE 

YOR EA US, TRS: EERE Pe. TEBE, FE 

什么 情况 下 , FESR HESS HES WE AS ee ILA, I 8 
能 够 通 应 生存 ,而 另 一 些 恰恰 相反 ,是 没有 人 知道 的 。 

六 应 的 概念 更 确实 一 点 说 根本 就 是 央 认 在 故 史 上 相互 作用 着 的 
成 分 选择 (肯定 的 或 否定 的 ) 册 傈 的 历史 发 生 概念 表现 在 全 部 的 时 间 
和 条 件 上 ,也 常常 表现 在 那些 在 自然 界 彼此 永远 不 会 相遇 ,彼此 也 不 
相互 影响 的 种 上 。 为 什么 称 这 个 为 “ 斋 应 ” 呢 ? 

把 适应 的 概念 转变 为 生物 学 上 的 刻板 公式 , 转变 为 封 镇 通 向 没 
ee eee ee fi 69 Ble PS AU AE BD BH 
BODE Hy sb 007 Wea ean Bb 

Ax FF FE en BE eS 2 DE is EE hin YOY Wik SF Ds A RS 
i> ERC HEME AEA FB 7 IR SESE A 0 BBE 

我 现在 来 举 一 个 上 面 已 谈 到 的 例子 。 作者 在 “比较 种 内 和 种 间 
殉 委 的 紧张 性 ”一 章 中 写 道 ;“ 能 够 经 常 的 观察 到 冷杉 的 幼林 通常 不 
在 准 棚 树冠 大 的 守 径 内 的 沦 杉 树干 周转 , 但 它 在 其 他 上 述 的 森林 树 
种 和 楼 干 的 周围 却 很 多 ”(65 页 ) 。 在 岛 拉 尔 这 个 地 区 中 部 地 方 混交 林 
be AER. GUE BIA, 其 次 B. A. 苏 卡 切 夫 院士 解 
淋 所 引证 的 事实 :“ 仔 组 观察 冷杉 幼林 分 人 和 其 生长 情况 ,就 可 以 作 
-出 和 结论， ah a abi cas Aa oat 不 是 土壤 被 它 
的 树冠 所 迁 萌 ,而 想必 是 它 的 根系 对 幼林 根系 的 影响 。 扰 葵 如 何 ,我 
们 在 这 训 都 能 找到 种 内 欧 符 。” (同上 ,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更 A. 德 

请 看 看 ,他 们 的 方法 论 怎 样 ? APD Se ins PE AD BN BA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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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 EBACE MEAP ARO RLITT BS EL Fl a iid 1 ZR 
和 欧 努 弗 利 亚 节 娱乐 一 番 。 

在 植株 间 相 互 关 傈 的 一 切 情形 下 他 人 首先 就 看 出 种 内 就 等 。 
HAA OLE IOP HADES EA RO A. AE 

A RL PS SCRE, WES BRB LABRAS 
幼林 根 的 影响 。 

但 是 不 管 在 这 圳 或 者 在 那 圳 乱 论 如 何 都 发 想 是 种 内 就 等 。 为 什 
麻 划 在 第 二 种 情况 下 改 想 是 根 的 影响 , 而 没 谢 想 是 幼林 光 综 被 树冠 ， 
PRIZE) 吉 宇 拥 访 者 以 前 所 说 过 的 那样 多 的 达 划 难道 不 是 吗 ? 看 来 
星 , 这 一 次 可 以 忘记 光 粮 ,因为 正如 作者 所 写 :“ 沦 杉 的 幼林 在 松 横 、 
橡树 、 棒 树 和 和 白杨 的 树冠 之 下 和 根系 发 育 的 范围 内 和 良好 地 和 了 睦 共 
处 .”( 同 上 ) 饶 然 在 樟 权 下 对 认 冷 杉 来 说 兹 不 黑暗 , 那 未 就 是 说 在 兴 
乡下 它 的 光 糠 足够 了 。 他 们 的 光 辑 原来 如 此 。 他 个 的 不 客观 的 偏 抠 
BEDE PY S| HERE, Ob TR A ES 
SHAR AM IK, ESBEERABEEACDAHBM, 由 
FSEORE BT WE FABRE “AEB” RAAT 9 fins SLs SE gS Eg aS 
MRE 

从 虽然 不 小 的 但 也 不 天 的 准确 性 的 立场 , Be AE RTA 
加 以 讨论 的 冷杉 , 否则 我 们 就 来 说 明 所 引证 了 的 例子 。 沦 杉 的 幼林 

” 泡 有 感受 到 冷杉 根系 对 自己 根系 有 任何 有 害 的 影响 。 参看 一 下 , 幼 
小 的 瀹 杉 精确 地 沿 着 树冠 定 径 的 圈 如 粕 一 样 的 站 立 ， 刚刚 好 在 渝 杉 
树冠 企 径 界 限 的 圆圈 外 。 稠密 的 冷杉 幼林 成 功 地 发 育 指出 ， 沦 杉 之 
HVA ESA ROR, ALPE VES ORLA RAS MEDS; FRE 
48, WEE WTAE ORE FAAS 
旱 的 。 全 部 的 雨水 治 着 痊 杉 的 树冠 在 其 周围 滑 下 ,这 就 使 痊 杉 周转 
Se ee 
agit riix ree 出 来 。 诈 明 呢 ?这 就 是 您 的 证 明 : 我 的 观察 。 

能 够 如 此 成 功 地 维 逢 讨论 试验 的 材料 。 譬如 , 混交 林 中 在 樟 
"Wiser a eect Fos GME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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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而 且 不 像 在 汾 杉 权 冠 下 那样 喜 旱 。 这 个 结论 我 根据 什么 得 来 的 
呢 ? 这 就 是 您 所 根据 的 :我 觉得 如 此 。 

可 专 再 进一步 引用 一 些 闹 花 。 in, 冷杉 在 它 的 树冠 下 小 藉 着 
和 遗 薪 窒 间 的 这 种 适应 是 对 抑制 不 是 冷杉 的 而 是 其 他 树种 的 幼林 。 
大 家 看 , A ACRE OBE PG RESP Hi BO SK ES 
死地 。 

於是 我 们 将 在 “精确 的 试验 基础 ”上 与 你 进行 辩论 。 
但 这 样 一 来 我 们 在 事实 上 将 要 进行 不 切合 实际 的 皇 论 北上 且 无 论 
是 里 正 的 种 内 矛盾， 无 葵 是 这 样 矛 盾 与 许多 种 间 对 抗 性 的 了 矛盾 质 上 
的 差别 我 们 从 来 也 洛 有 去 关上 明 。 除 了 任何 马尔 节 斯 学 说 和 选择 之 外 
而 您 葛 在 植物 方面 苇 找 “人 口 的 规律 ”。 

现在 是 抛 奉 在 科学 上 拟人 地 “解释 ”自然 现象 的 目的 论 的 复 俱 的 
等 候 了 。 所 提供 的 解决 问题 的 方法 是 极其 幼稚 的 。 

决定 “ 吏 刍 能力 ”的 方法 的 芋 求 

B. 互 , 苏 卡 切 夫 院 士 不 原意 保持 过 尔 文 对 种 内 和 种 间 天 傈 所 作 
的 分 析 。 他 希望 修改 这 个 分 析 。 关 认 这 一 点 他 在 论文 中 直接 了 当地 
声明 。 

与 他 的 拥 杂 者 不 同 ,我 将 不 喧 嗓 “取消 寻 尔 文 主义 "。 如 果 您 能 
取消 的 话 , 请 取消 吧 ! 科学 上 的 客观 规律 任何 人 也 不 能 取消 ,而 过 尔 
交 本 人 不 会 阁 惜 取消 过 和泉 文 的 错误 。 

论文 的 作者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很 小 心地 对 待 重新 修改 达尔 六 的 关 训 
“种 内 区 年 比 种 问 诚 征 进行 的 更 琉 酷 , 因为 在 其 本 身 要 求 方面 相似 的 
植物 类 型 之 间 , 比 起 差别 较 大 的 ,将 更 激烈 地 就 赛 " 的 论点 (64 页 )。 
他 恰巧 害 铂 取消 这 个 论点 。 作者 的 惯 重 按照 B. 互 苏 卡 切 夫 的 

意见 是 由 连 尔 文 的 这 个 论点 "确定 所 谓 性 状 分 歧 的 规律 " 所 引起 的 ， 
而 正如 作者 所 提醒 的 ，B. J. BERG Se AM AT THR Sk NBL 
Ble TE SAA SE 0” FE REV EAR FS 
的 是 : ECL UPA A BUA 2A AED 7 EE BB AA B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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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利 亚 。 
其 次 作者 写 道 , 从 另 一 方面 了 . 1. 李 森 科 院 士 完全 否 训 在 自然 界 

APE ARE, 根据 苏 卡 切 夫 的 意见 , 不 能 不 指出 于 于 梅 契 尼 科 、 
年 的 上 时代" 甚至 写 过 :“ 众 所 周知 的 生物 组 秩 的 相似 性 决定 

EAH ZS PP”. Ti ESE BIS Ee” a aE 
eehed 1 但 是 否认 在 种 形成 过 程 中 它 的 作用 。 为 什么 这 样 呢 ?是 他 
否认 种 内 欧 等 还 是 梅 契 尼 科 夫 “ 取 消 过 尔 文 主义 ” TE REVE 
是 :5 这 催 是 作者 的 惯 重 。 

HE BEBE , ELTERPE_L (OED) “客观 的 ” 说明 问题 历史 上 
很 通用 的 上 方 法 : A UA A, LR 
人 
“ 定 分 法 ” 
Ok EPS yng 

35H SE SFP EE a “Ee”: HT 
位 著名 的 学 者 “赞成 ”而 二 位 “反对 ”, (BA RE 
Se “反对 的 ”， 而 在 成 年 差不多 主张 种 内 欧 委 。 所 引 下 中 的 另 一 

这 是 很 原 寻 的 关 朋 其 理 的 方法 。 -我 们 也 仿 做 它 。 Bam, We 
照 同 样 的 方法 把 花 点 明黄 起 来 : B. JL 科 马 罗 夫 开始 承认 和 孟 德 尔 主 
义 WBRERE. B.D ERAS PES 

SHARE: 最 初 承认 ,而 和 后 来 否认 ,再 后 又 承认 。 作者 所 引证 的 那 
人 M. oo ct ALIN RA sh Sa Tr. Me we 

FFB FS 0 HII ALR 8 
可 以 说 ，B. 互 . 苏 卡 切 夫 院士 本 人 最 初 多 条件 地 承 训 fi PS BE SP, 

而 和 后 来 ,好像 是 有 条 件 地 否认 它 ( 在 “森林 和 和 草原 " 订 读 上 ) ,而 现在 不 
仅 无 条 件 地 承认 ,北上 且 责 备 否认 种 内 竞 备 的 人 ,说 他 们 在 方法 论 上 犯 
了 反 轧 克 思 主义 的 错误 (T. B. Bea PERE AM A. A. HEL SE) 0 

试问, 如 果 不 分 析 任 何 见 解 拥 访 者 的 根据 ,如 此 单纯 地 列举 关 认 

LT>、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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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内 欧 符 伙 乎 百年 讨论 的 参加 者 的 立场 能 引起 什么 结果 呢 ? 要 知道 
重 题 不 在 於 惟 承认 什么 ,而 在 饼 作 为 这 些 根据 的 是 怎样 的 和 依据 先 
桶 作者 的 作者 本 人 对 这 些 根据 评价 如 何 。 BSH. 苏 卡 切 夫 院士 对 种 
内 或 种 问 竞 年 那 一 个 较 肾 张 的 问题 回答 是 怎样 呢 ? 作者 对 这 个 问题 
的 回答 是 有 一 些 , 而 和 统一 的 回答 是 没有 的 。 

他 的 第 一 个 回答 :“ 需 要 指出 , 在 自然 界 实质 上 一 个 种 的 植物 社 
会 是 没有 的 ,因为 甚至 当 它们 是 由 一 个 高 等 植物 所 形成 的 时 候 ,在 其 
ALTA HULA ARE” (IE). REP MAE YEE. BE 
然 事实 上 一 个 种 的 生物 社会 是 没有 的 , 那 示 你 为 什么 捏造 种 内 就 十 
呢 ? 

这 就 是 说 ,在 你 看 到 种 内 半 委 的 任何 地 方 , 事 实 上 是 发 生 种 天 问 
等 吧 ? 因 而 问题 就 没有 了 。 不 ,原来 是 ,这 样 说 “依然 如 故 "是 为 了 “ 客 

WA”, 其 钦 在 论文 中 恰恰 用 冷杉 和 的 幼林 的 例子 证 BA EE PS BE 
此 种 寺 更 激烈 。 因 而 不 需要 重新 修改 达尔文 的 花 点 吧 ? 但 这 是 B. 五. 
苏 卡 切 夫 不 微 底 的 回答 。 
他 的 第 二 个 回答 是 这 样 的 : “一 般 来 说 ,植物 生态 特性 念 相近 ,不 

管 它们 是 不 同 的 种 或 者 是 同一 个 种 ， Ae EAP BN EPR A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一 中 A. 德 伏 梁 金 , 66 A). 

我 把 这 一 点 称 作 冰 开动 而 流动 起 来 了 ……: 
”我 们 回 屋 一 下 B. A. 苏 卡 切 夫 院士 的 这 个 结论 :就 征 的 紧张 性 不 
依 末 於 种 ,而 依 末 认 植物 的 生态 特性 。 

这 就 是 说 ,仍然 没有 玄 到 种 内 欧 竺 一 一 驶 征 是 非 种 的 现象 咕 ?也 
就 是 说 , B. 互 . 苏 卡 切 夫 院 士 同 意 瑞 W. HES ERE WY he RAS 
成 膀 者 "情势 的 改变 茧 不 依 顿 於 分 类 学 的 性 状 ,而 依 末 座 生理 学 的 性 
状 的 千 答 ,而 当 种 改变 自己 的 环境 时 ;种 本 身 用 自己 的 生命 活动 玲 备 
自己 秆 植物 界 其 他 的 种 束 代 替 吗 ? 澳 什 厅 要 吐 味 “取消 过 尔 文 主义 ?? 

原来 ,也 不 是 。B: 五 . 苏 卡 切 夫 还 有 一 个 结论 。 
Als ivy SSS Sas: “HERE DESEO Paes S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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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ie SP ED hi mas EAP AS Ee Bh hee FL  — SE 

抑制 具 和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一 宇 A. 德 伏 梁 金 )。 

FESS BEE PED BRIE: AB RET BK PES KB? 

WZ. AN FeAl Ea ie BR EK BP DEAE 

相同 性 , ACRES BT — PPP RAB I] YS PO ES ir, BRACE Vel os | 

DEAS SAAR PEAR ERA RS ETB AA 18 A HL 

(BEHrOBag IDHHaTI6EHOCTE ) 。 

冰 确 实 开头 而 流动 起 来 了 一 一 无 论 是 天 路 ,或 是 小 路 | 

“和 脖 辑 的 年 分 法 "应 用 於 分 析 植 物 的 种 内 和 种 财 的 关 傈 的 结果 就 

是 这 样 。 

Alpes: 何谓 植物 内 的 就 等 ?回答 : 这 是 在 生物 社会 中 

植物 之 闻 的 不 利 的 相互 关 傈 。 

PAR: 这 些 不 利 的 关 任 在 怎 麻 样 的 植物 间 具 有 了 呢 ? 答 : 蔬 在 同一 

个 种 的 植物 之 问 又 在 不 同 的 种 的 植物 之 间 。 

你 所 承认 的 这 两 种 训 竺 之 中 的 那 一 种 是 更 激烈 的 ,更 玫 酷 的 ?要 

知道 , 在 这 于 是 全 部 问题 的 中 心 ,因为 违 尔 文本 来 应 当 解 决 : eT 

Be es OZ TAS BS ER Bw OE IAP PAA 

UOT, WEAR aE! fe PL DAC ARG IE Abas a PILE Ce 

得 出 回答 : 不 同 的 学 者 在 这 个 问题 上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Sate 

内 诅 等 是 最 匹 酷 的 ,不 然 由 於 什么 合 引 起 这 样 的 辩论 呢 ?1 

最 后 一 个 问题 :仍然 是 ,在 事实 基础 上 应 该 怎样 来 判断 刻 委 的 紧 

张 性 ?作者 最 后 的 回答 : 衣 征 的 紧张 性 依 末世 植物 的 生态 特性 不 依 条 

Ret, BRAG, (AE Pa ES SE KA eS EZ. IP ED 

Kea BO eras ay TAGE. 

非常 有 趣 , 非 常 有 趣 。 很 好 , 虽说 是 十 分 不 可 以 理解 的 。 不 是 任 

何人 都 能 理解 生物 地 理 牌 落 学 这 四 科学 。 但 还 撩 关 明 ，, 在 种 内 和 种 

于 总 等 中 对 总 年 者 抑制 的 通 应 性 在 於 人 什么。 其 至於 在 这 个 未 入 四 的 

不 可 理解 的 科学 中 的 一 切 都 可 能 变 成 可 以 理解 的 。 

为 了 问 清 楚 我 们 还 要 向 B. A. 苏 卡 切 夫 一 一 竞 刍 问题 的 专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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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 论文 请 Hac; 在 62 LAM RP: 
| “1, FERS RAIA OEE PF, — EGE PR ae BEL 

| RRCEPPES PARA Ba, AR AEA EA A RE 

BZZD+D Hy RA, ADA AEE A eS SPEEA SY” 

pa ie ae las 也 不 用 训 虚 :“ 不 是 多 定 ”， 而 简直 

是 不 知道 。 

这 就 是 属 , 应 当 关 明 , 作 为 种 内 欧 等 的 这 个 生态 “分 歧 的 基因 ”是 

” 理 存 在 ,而 不 要 忙 庆 责难 “取消 过 尔 文 主义 ”也 不 要 使 年 青 的 米 丘 林 

PAR HL B. EAR ABIDE ER A EBS “TE HE BO” BE AR BC SE NL A 

PAS FY EE BF AC A tr BC BTS SAE TS | EE BN eS PB 

Assam: Th EEL “BEA we OR . ee SP a. As. 它 才 现在 什 

BERT, . RAPA BEE 3E, ERB BATT ESC BL, ARE A He (BE 

Ra "ERE ioe 0 fF 存在 。 

如 此 提 出 像 那 种 便 在 同样 基础 上 “作为 科学 的 黄金 基金 "而 享受 

ACAI SE AAR US, 而 如 今 一 切 从 那里 得 出 了 ? 

在 自然 办 惩 体 或 竺 的 理论 是 生物 学 中 的 马尔 节 斯 学 说 , 是 6s 

FRECHE LAA EE Bs — ES IA EE. 

而 且 它 也 是 会 被 粉碎 的 。 

Laie “RES (3eacrexrezze)”1953 年 第 1 期 ; 南 广元 、 陈 瑞 清 校 ; 作者 : 
®, A. Jeopsmkun; 原 题 ; 0 BHYTDEKBHIOBHIX MH MBeRBEKOBEX B33aTMIOOTHOIIECHESHX 

6BeE pactenmi; 原文 出 版 者 :苏联 农业 书籍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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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HABE 
CRE RE BAR SHAADS CRED ZR” 1954 年 第 5 期 ) 

在 书店 中 , HBL REAR SCAN SE EH — Be LE OR 
SONY RAC FLEE 0" 4 LB SE CA A 
SH ARIA ARTE HP , ER SE AR SCHEER SY “Ht” DOA. 5 

Aig ih UALS AY Va 下 A. FERS (TpopanKnn) 教授 所 

BH 5|8 2S, PRAGMA BCSARH Bis, 因此 也 就 是 “ 赴 

FF NAGASE. | 

正如 上 面 所 说 , ZESRAISHA. EWDRBRREVHKRESER 

文 的 “物种 起 源 " 和 近代 “种 的 形成 学 说 ”(“IUpoHcxoreHHe Buon” 
U. TapBHHa 4 coppeMeHHad Teopua BHI000pa30BaMHHE )# 作 为 开始 。 其 

次 接着 而 来 的 是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的 著名 文章 “ 巡 尔 文 在 近代 自然 科学 

中 所 引起 的 变 划 的 意义 " (3HaqeHme mepesopora, upomseqenHoro B 

COBPDeMeHHOM 6cT6cTB03HaHHH JapBuHOM )*, xem CHARA PAB 

傅 " 作 为 开始 ; Ae AMR Wy RRA” 8 BS ARE Be 本 
RTT BA PRS RE ”, FE“ BB, 

” 附 有 两 张 人 肖像画 ,其 中 一 张 印 得 很 好 ; SO A SE Ze SC AES a FF ( Do- 

wn) 的 住宅 的 照片 .一 张 从 过 尔 文 在 1837 年 的 笔记 本 中 取 来 的 一 页 

的 影印 周 和 一 张 从 “物种 起 源 ” 英文 第 一 版 中 取 来 的 内 封面 的 影印 
isl, SEL A Ea Rae FS SCH. a aE a, 

AED ERA EN BARA BERATED a Hh i LB) 

* BES Pee UG “Ay eh”, 1954 年 第 9 一 10 期 ; 或 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物种 起 源 ?的 附 缘 。 一 一 逮 者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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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兴 了 。 
德 伏 梁 金 的 文章 的 开头 部 分 , 东 疫 有 引起 人 个 特别 的 反 晓 :“ 物 

种 起 源 ” 的 糯 辑 者 认 出 了 过 尔 文 及 其 学 说 的 功 秆 ,有 时 甚至 还 略为 把 

ERM BAY. Pian, het Se. Bint ys aaa esi 

义 一 起 才 发 生出 来 ; 这 个 断言 未 必 是 正确 的 , BARE AK 

布 丰 (Buffon) 拉 马 克 (Lamarck), i HHL - Wie A ip bei 

Saint-Hilaire) LEA BRA BAGS. mm AZ EE ie 

EW PRET 5 EAA NEAR BE RAE “itr BEE AT BUIR” (0 mo- 
I0EeHHH B 0HOIOTHJecEK0 走 Hayke) -P, JER BHI ERER-—KAE 

AIC. ARR PAR Te PA EMTS ln: 

FERE2E (Guvier) 3&7 “HE(L RHO PGE” (Penerar or 9BoxIOITHOHH3MSa ) 

WARE (6B), KAMARA ZY UG RRMA 

学 家 第 谷 ' Mar (Tycho Brahe) RRA RS A JES? RM RGEN SE 

TF RWSL BA tt BR BE i PR ir TE OD: JK, tae 
ABEL i ES SB REE “OB EE” FEA Sir, HD 

是 根据 他 的 “出 发 点 ”(HcexorHas mosmmms ) fy xe Tin FS Wx ae AR 
的 (第 10 页 )。 接 着 , 原来 是 达尔 文 的 出 发 观念 是 :“ 人 类 不 是 任意 使 

有 向 体 按照 预定 的 计划 发 生 他 所 预期 的 变 轴 , 而 仅 能 引起 有 机 体 本 

性 的 一 般 动 的 性 ,引起 最 广泛 的 不 定 变 机 ……: "($148). BRE 

SEH, RATE BEBE Ds BY a PE ARC RSE EE“ By RA AERR FE 

PMR”) GS 23-26 章 中 , Ke TREAME RRA. 

外 办 条 件 的 影响 、 器 官 的 使 用 与 不 使 用 等 的 套 料 。 例 如 , 在 第 23 章 

-的 开头 时 ,过 尔 文 襄 道 : 气候 、 食 物 等 对 放 我 们 的 家 养 动物 及 植物 的 

影响 有 这 样 的 强烈 和 一 定 ， ABS Be SX RE Me, AN ERT A Le 

择 或 自然 选择 ,恐怕 就 足以 去 形成 新 的 变种 或 品种 了 。”( 第 467 页 ， 重 

点 是 本 文 作 者 所 加 的 )。 其 次 , BRAM THIS, SAA 

HA SZ FA fe ISS BY Dp AY GB ed Ye Bg FE AE BS SRA 

1) BRK: “DMREMERF FER” “SRS” REAR, 3B, OH. He 
KK kink, 19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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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或 者 是 乾燥 对 帮 植 物 多 毛 性 及 多 线 维 性 的 发 展 的 影响 情形 ,家 养 
”动物 在 营养 条 件 的 影响 之 下 的 含 脂 量 . 早 敦 性 及 体形 的 发 展 情 形 ; 他 
EN) 11. C. 帕 近 斯 (Daaaac) 对 专 纺 羊 的 肥 尾 在 牧场 性 质 的 影响 之 
下 的 发 展 的 观察 ; 指出 下 面 一 点 道 :“ 我 们 可 以 认为 我 们 的 母 年 和 到 
种 母 耻 羊 的 所 以 优越 ,一 部 分 是 由 芯 连 续 进 行 良种 乳 冀 的 选择 ,而 一 
部 分 旭 是 直 认 人 的 技巧 所 加 强 的 作用 对 分 沁 腺 的 遗传 影 顺 上 (第 型 ， 
章 ,第 487 A, CET), 当然 , RICE SH, 
动物 及 植物 在 家 养 下 所 遭受 到 的 变 胺 的 关 和 ，, UE AR EAVES 
到 变 婴 情形 时 所 过 到 的 程度 ,因为 这 些 情 形 的 作用 还 是 被 选择 所 加 
强 的 。 巡 和 尔 文 也 在 全 人 难 解 的 员 化 问题 方面 引用 这 样 的 观点 可 是 ， 
他 无 条 件 地 承认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如 性 ( 铝 惯 , Ipmpiidal) 起 有 作用 ， 就 
是 有 袖 体 直接 对 变化 的 气候 适应 。 
虽然 春 化 的 理论 与 实践 是 李 森 科 在 科学 学 中 所 作出 的 最 优 艇 的 和 

显著 的 贡献 ,但 是 不 妨 可 以 去 回想 到 ,过 和 尔 文 早已 清楚 地 知道 了 春 化 
现象 本 身 ; 他 指出 道 :“ 驾 性 ,项 至 是 在 极 少数 世代 的 违 苇 期 间 内 ,对 
ANBE, REE BAA (Bua) 的 冬 性 变种 向 春 性 变种 的 变化 方面 和 硼 反 
的 春 性 变种 向 冬 性 变种 的 变化 方面 , 都 有 极其 显著 的 影响 . (HH 24 
章 ,第 496 页 )。 可 是 ,在 品种 串 化 的 事业 方面 ,过 汞 六 始 移 玩 为 ; 更 
加 重要 的 一 点 是 那些 被 自然 选择 Lee ee i 
特别 有 忍耐 力 的 个 体 突 然 出 现 的 现象 。 铝 性 (BLM), 根据 

ABA BEEZ 只 不 过 是 在 帮助 着 选择 的 工作 吧 了 。 

下 面 所 举 出 的 例子 (博学 好 间 的 过 和 尔 文 著作 的 芒 者 还 可 以 大 大 \ 

增多 这 些 例子 ) 已 经 足以 指明 德 伏 深 金 的 下 面 的 断言 毫 无 根据 ,就 是 

RCA REA SE BH we: AD i PES Ta AE SE RIC 

EO LAMAN BS RCA . 

3% 7 AS FERIA SBE AR SCI DS “SERS RAS” GR HHA 

ACI 85 HAAS BH De HE Ee 9 JE Ee BC SE RA. RE RIC 

FRE WB Hoe HAE a 19 NL Be SBE TE Be TT ER RBCS 5 SD 

A 5k Fe). Fe UES APY BS OSTA SBR Se, PRE Bt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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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的、 任何 生物 学 家 所 共 知 的 事实 :动物 及 植物 在 产生 着 那些 比 它 

PRA FATS FARR A APE AS (oF 15 页 )。 EN aE 

ASFED Be ve RASH Fe CAG ek WB FE 1862 4p 6 A O18 

Ae Bs ree) pte ie eagle 物种 “实际 上 在 发 生 

ena kiiekieae: 
HK, MRL EAT EMSA A BSR: 原来 , 他 所 发 现 

药 “ 种 的 …… 合 理 基础 ,推翻 了 种 内 站 等 ……”(?)( 第 芋 页 )。 德 伏 
梁 金 的 这 种 断言 , 到 底 怎样 好 去 同意 惧 正 为 大 家 所 共 知 的 过 和 尔 文 的 
BEE: “在 同 种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闵 竺 , 克 乎 必然 要 进行 得 最 剧烈 , 因为 它 
们 居住 在 同一 区 域内 ,需要 同样 的 食物 , 落 且 还 遭受 同样 的 危险。”* 

”在 这 一 句 记 的 后 面 , 即 在 “物种 起 源 ” 第 三 章 (生存 网 征 ) 的 末尾 ,接着 
就 有 大 批 引 自动 物 学 及 植物 学 方面 的 证 实 这 种 说 法 的 例子 。 在 把 巡 
PBC BS HE TL TE 9 EDA E Bs a aS PIT A As SB 就 
SHENK TEER RANE — 3 CHIR OE 
SCA PPP SEE 1 Bh Ja WSS SR EE TE, 更 加 使 人 
WE, FTE, MRSA EAR ERB ROME NE JLRS AR CIA 
SPR BSF AAR IH Be (SAH SE (SD HR, FAG AE ACC PT 
批评 的 这 本 书 的 第 163 AL), HAA, Be ETO 
念 (第 15 页 )。 
显然 可 知 ， 因 为 大 家 都 知道 的 过 尔 文 以 及 大 多 数 现 在 的 分 类 学 
察 对 亦 种 及 变种 的 概念 具有 条 件 性 的 观点 , EL AREAS HE DoE RE 
科 的 观念 调和 起 来 了 ; 按照 李 森 科 的 观念 , Ph RRM AOR, 它 
只 能 够 “ 乘 距 ”成 为 另 一 个 种 或 属 , 同 时 没有 那 种 束 纯 住 它 的 分 歧 的 
遥 辑 也 行 ,一 一 所 以 达尔 文 的 这 些 观点 直接 就 显露 出 是 “ 错 谈 的 ” 

1) iii: “自然 辩证 法 ?>, 1948 年 ,第 250 页 。( 双 贿 看 1955 AR 
本 第 261 FA 8 一 9 13. — PAS ) 0 

% BREE: Gti” 中 如 本 ,第 一 分 册 , 第 92 页 第 14 一 17 行 , SKB. 
1954 4,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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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 在 第 121 页 上 的 附 址 就 特别 强调 出 了 这 种 “错误 性 ”， 同时 这 

位 三 厚 者 却 作 出 了 一 个 有 趣 的 发 现 , 以 为 违 尔 文本 人 已 经 用 饮 的 品 

PR AAR ALAA SA Ca Bee (2). 

直到 现在 为 止 , 问题 只 是 谈 到 了 演 尔 文 方面 ， 同 时 结果 已 经 乔 

BA, SE URC RET PWNS, a HE ee EB as 
成 另 一 批 种 的 说 法 ; SP AERA RAPE + hI ESD) TER 

科 的 身上 ; 李 森 科 “ 发 现 了 ”一 批 植 物种 产生 出 另 一 批 种 来 的 事实 , 其 

中 也 有 产生 出 另 一 些 与 它们 的 原生 种 不 同 的 属 的 种 来 的 事实 。 必须 

认为 德 伏 深 金 的 下 面 一 点 是 正确 的 : 他 在 这 个 微妙 的 问题 上 面 显 出 

JE a WD, IE AGH 只 有 植物 的 种 的 转变 才 是 已 经 定 证 明了 的 ， 却 

深 恋 远 虞 地 轻视 了 动物 的 种 的 转变 方面 ; 他 也 轻视 了 不 仅 其 他 的 局 

的 种 的 塌 变 ,而 且 也 轻视 了 其 他 的 目 及 网 的 种 的 转弯, 却 不 瑚 李 森 科 

SRAKERHMALAARD RSA ABSA A pe. 

德 伏 深 金 提出 了 一 个 极其 合理 的 问题 道 : Maw eee EM 

的 分 裂 过 程 中 再 生 其 他 种 以 及 其 他 属 的 细胞 呢 ? HE IEEE 

科 之 后 ,得 出 一 个 结论 道 , 它们 在 生活 有 机 体 的 非 短 胞 的 生活 物质 中 
“HES”, Alt, 按照 德 伏 梁 金 的 话说 来, BARA Me “AR” 

(我 们 可 以 代表 个 人 立场 来 说 ,任何 一 个 大 学 生 都 可 以 在 显 微 锐 中 容 

易 地 观察 到 这 种 和 胞 分 型 的 现象 ), URS “ee 地 说 起 来 , EAL 
届 , 而 是 依照 着 阶段 发 育 的 类 型 进行 的 新 的 形成 。”"( 第 19 AB). 

ARSC WA BR, 完全 不 可 能 来 做 到 分 析 与 晓 斥 这 种 “关於 机 局 

发 生 的 学 说 ”, 甚 至 也 用 不 到 去 这 样 做 。 已 经 有 好 开 期 "植物 学 杂 巷 
(Botanmuecku mypHal), “Zee ey AR” (Bectuux JJIeHHHTpDaI- 

ckoro yHuBepcureta) 及 “莫斯科 自然 科学 研究 者 其 会 公报 ”(DmxareTe- 

HP MOU) 专 四 揭露 出 了 所 有 这 些 问 题 ; 苏联 生物 学 家 倍 正 应 为 了 

这 一 点 而 感谢 它们 。 

在 结束 本 文 以 前 ， 我 们 还 应 喜来 训 航 名 关於 该 书 往 辑 者 的 附 址 

# 应 指 “ 物 种 起 源 ” 的 著者 过 和 尔 康 。 一 一 才 者 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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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话 。 因为 这 些 附 赴 提 供出 外 国术 证 及 语句 的 译文 , 所 以 它们 是 十 

分 恰当 的 ;但 是 又 因为 在 这 些 附 址 中 舍 有 像 壹 尔 文 在 1859 年 能 够 

“转向 魏 斯 曼 的 观点 ”( 第 92 页 上 的 附 址 2) 这 一 类 断 语 ,还 有 因为 其 

中 肯定 襄 ， 象 和 狐狸 上 共有 在 苏联 才 是 在 不 自由 的 环境 中 繁殖 下 去 的 

(第 430 页 )， 所 以 这 些 附 赴 的 用 处 是 标 有 疑问 的 。 在 第 427 页 上 有 
一 个 附 址 ;按照 这 个 附 赴 所 谣 , “过 和 续 同 形 (serial hbomology,， 指 动物 

或 植物 的 每 个 个 体 的 一 一 本 文 作 者 赴 ) FLT URE RAE 

FESS (MAAK. FRB RIE) s 旁 侧 同 形 (side homology) 

包括 着 那些 在 起 源 上 相合 於 同 代 的 个 体 的 器 官 ”。 这 个 附 赴 是 基 

共 误 解 而 得 来 的 。 这 些 “ 宜 先 个 的 表 降 系列 ”是 属 认 什么 东西 呢 ? 要 
知道 , 渤 尔 文 售 轻 清楚 地 说 到 “动物 及 植物 的 每 个 个 体 的 连续 同形 和 

SRG”, SAAT HA DAs’ (homodynamic organ) 一 一 

例如 :以 前 叫做 连续 同形 器 官 的 同一 焦 手 的 指 , 还 有 同型 器 官 (homo- 
typic organ), 即 左右 两 侧 同 形 的 器 官 。 

过 尔 文 著作 的 耘 辑 者 在 第 352 页 上 的 订正 也 是 不 恰当 的 。 原 来 ， 

如 尔 文 错误 地 说 到 古代 的 和 现在 还 生存 着 的 南 - 驯 海 (Apazo-Kacrg 攻 - 

ckoe Mope) 的 征 淡 水 只 敲 类 动物 之 间 的 相互 关 任 。 按 照 德 伏 梁 金 

的 意见 ,应 该 就 简单 地 铅 一 一 “ 圳 海 , 因为 根据 JI. C. 别 尔格 (Eepr ) 的 

证 明 , ALMA PER A ERA Be”, FERRER (也 

BALES PPE) FFE EP AK By Dreissena Hh KE FH, 
至 也 有 Cardiwm edule; 显然 可 知 ,过 尔 文 也 全 说 到 过 这 些 软 体 动物 

的 。 

第 424 页 上 的 “解释 ”", PARI PASAY: 海牛 属 * 一 一 就 

是 “哺乳 移 的 草食 动物 ， 居 住 在 赤道 地 带 的 河流 中 …… ", SER) RR 

的 事实 ,可 是 这 个 “海牛 属 ” 到 底 是 什么 样子 的 动物 呢 ? 

在 “人 名 索引 ”中 ,也 可 以 找 出 不 少 的 笑柄 来 。 例 如 , RARE A Fn 

(了 .Virchow) 除 了 所 有 其 他 之 外 , SBE EE “ Bi FE igh” (Preformist) 。 

* Manat, 英 攻 为 sea lemon, 学 名 Doris johnstoni, &}f A: tk fk hy A 

3 fii) 角 P| 4 出 兹 eKiHTUDRRA.—e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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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 ix (EE. Haeckel) fae Se EL AOS A “IT 
自然 史 ”( 显 然 没 有 列 人 人 Generelle Morphologie 等 * 著 作 )。 地 温 其 
i (D. Livingstone)s* 原 来 是 “英国 的 著名 旅行 家 及 全 教师 …22 WL 
如 “Taagz- 一 是 部 落 的 名 称 ” 之 类 的 解释 , ZEEE ae 、 
新 的 知 诚 呢 ? | 

最 后 , Woiesestedy (A. R. Wallace) 只 不 过 是 “著名 的 自然 科学 
PIAS. KS REE SR”. WOME. 有 时 会 使 大 发生 杯 疑 
起 来 : 德 伏 梁 金 突 划 有 没有 理解 到 像 魏 斯 曼 主 义 者 、 马 尔 划 斯 主义 
者 .前 定 葵 者 、 禾 徒 这 些 表 明 个 性 的 名 词 的 正确 意义 呢 ? ae 

Mh OEE EI ER & hs, (LPL a eB EI 
= BE 4 PY UBER OS TT ARS, SB th Se 
BRAS AT HO “TALES OEE” —— 75 SP ge ee 
Ho Rb ER) AS EEA “BE SE RE” A ea) 

32 AS PEAR TE 0 TE EE se RESP, SHE 
这 种 学 说 “修正 ”一 下 就 好 了 呢 ?*#* AS EN BE EA “DS 
物种 的 新 学 衣 ”,， 究 融和 过 尔 文 主义 有 什么 共同 之 点 呢 ?9 其 本 身 基 础 
就 是 :分 歧 进 化 的 渐进 理 基 ,天 从 分 类 和 范畴 ( 亚 种 、 种 、 属 等 ) 的 有 条 任 
性 的 观念 , 最 和 后 是 生存 丫 雷 及 自然 挝 择 的 创造 作用 理 葵 (这 是 唯一 
的 、 给 予 肖 向 体 的 合理 性 及 滴 应 的 起 源 以 合理 的 唯物 主义 解释 的 理 
Shr); 一 这 些 基 础 划 完 全 没有 被 这 些 “ 并 帮 物 种 的 新 学 说 ”的 拥 久 者 
UALR TES cat 

TERE IRICEN OA RE DW A ET 
LSE Bea Ye A Ao fib 9 PRCT HE BSL : | 

ELS HEH JL. C. BAe Re EL es AS A IE Js CE as 
作为 一 个 正直 的 科学 家 ; 他 称 失 在 他 所 著 的 书 “HoxoreHes"《( 这 未 韦 

关 《有 机 体 善 通 形 态 学 2( 及 4 人 沽 发 展 史 ”) 等 。 一 一 媳 者 三 

*e Sa 478 fd (1813 一 1873) KPA, 到 非洲 去 的 探险 

### ”此 处 原 妈 句子 (从 4 主要 的 ……? 起 ) 恺 有 刊 误 ， 介 按 其 意 分 成 了 两 句 尘 出 一 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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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Be pls EB ME) H, ZS BSF ED WH MFO Ae HO EAE 
Hib, 同时 却 又 暴露 出 有 人 处 与 李 森 科 的 “关於 物 种 的 新 学 说 ” 有 全 

= aR 文 | ig Homorenus 理论 

Pepe T RET, MH 微 可 wake? Pep Se THe ve. BE AE i Re HE AE Ae 

法 而 发 生变 化 。 

秋 存 站 告 和 自然 选 撑 是 进化 的 因 束 。 生存 疾 等 和 自然 选择 不 是 进化 的 关 素 。 

a aS YT AAEM EAE, 所 以 物 种 | 由 蕉 物种 突变 地 发 生 , 所 以 物种 彼此 之 问 

BD ope ht FE Ae i WAAR. 

FER E MRA IIE WG SEG AR A IE | 演化 大 都 是 已 经 存在 的 原始 体 的 扩展 〈 德 

程 。 NK REE We) AE 5 AG 3 EE Hil FE cit ) 

Hee Sree” WAZA Yt FB: JC. 别 尔 
格 从 来 没有 想到 过 “机体 发 生 ”(JIopoztrearre HHoporHoio) 这 一 点 。 显 

而 易 见 , 扰 花 是 幻想 或 者 是 学 间 漳 博 ,都 不 游 事 。 可 是 很 明显 ,“ 轩 体 

BA TBR, 4 BRS yh a ate A TES Pe SE PA 

BE ERIS FAS LEE Cy Homorennsm Be te eb ER RE 

更 加 利害 一 些 。 可 是 ,如果 德 RR Be BA BS SE” 

13 FE PC VT. C. 别 尔 格 的 榜样 , 不 再 去 香 色 过 尔 文 ， 那 未 究竟 如 何 

才 算 是 好 呢 ? 

属 者 附 奸 :本文 作 者 所 引用 的 德 傣 深 金 的 文章 中 的 句子 ， 可 贿 半 “生物 学 通报 ? 

MERE ,1954 年 第 9 一 10 期 。 妇 中 所 指 的 “第 6 页 2 EAI IAS RAKE; MS 

10 页 ” 即 同 期 第 5 页 堪 第 五 段 生 第 至 页 ” 即 第 10 期 第 415 BBO; 4 第 15 页 ? 即 

: 同期 第 16 ABE “Hh 19 页 ” 即 同 期 第 18 页 第 6 一 7 Be, 

[ 常 学 斯 姨 自 4 莫斯科 自然 科学 研究 者 协 会 公报 ,生物 学 二 部 "(DIOTreTelm MOCKOB- 

OFROf0O OOMeCTBA UCHHITaTeIeH NMpApoAL, oTLex @noxzormuecknit) , 1954 年 9 一 10 月 ， 

第 5 期 ,第 107 一 110 页 ; 著者: WW. YW. Ilysanos; 原 题 : Uaps IapBmE “Iponcxo- 

Eenne DHXOB2，E6DeBOK n BBOAHAT CTATHA kh. A. Tanupssena, Ceanxosrms, 1952; 

TESCO NA RAK AS HE] 



论 物 种 形成 过 程 的 速度 问题 

M. T. HERE 
(RRA Aa” 1954 年 ,第 6 期 ) 

如 所 周知 , 生物 学 家 中 对 物种 形成 过 程 的 速度 还 没有 一 致 的 观 
点 。 通 常 把 “人 经典 的 ” 建 尔 文 的 概念 解释 (不 充分 的 , 但 是 是 有 根据 
的 , 将 在 下 面 说 明 ) 为 接受 物种 形成 过 程 极 绥 慢 进 行 的 概念 ,这 一 过 
程 是 以 微小 的 适应 於 外 界 环 境 的 特点 逐渐 积累 的 方法 来 实现 的 , 结 
果 ,在 自然 选择 的 影响 下 发 生 了 种 的 夸 变 。 

突变 论 者 德 ， 佛 里 斯 (De Vries, 1901) 等 闪 为 物种 形成 是 以 基 
因 -染色 体 器 官 中 突然 的 和 独立 的 变 婴 的 方法 而 发 生 。 这 观点 很 接近 ， 
Fe C. UW. 科 尔 任 斯 基 ((C. LL. Ropmuncrni, 1899) fy FG eR. A. 季 米 里 

mide (1949) fn B. JI. 科 马 罗 夫 (B. JI. Komapos, 1901) 尖锐 揭穿 了 的 

Five SSS HBA PER (TerepreHesmc)”。 科 马 罗 夫 鞠 同 过 尔 文 的 观 
Bi (在 它 的 一 般 理解 上 ), 认为 与 植物 生活 的 气候 及 其 他 条 件 的 压 来 

改变 同时 发 生 的 新 族 (Paca) 形成 过 程 , 按 其 本 质 求 说 是 缓慢 的 ,有 机 
体 生理 机 能 的 改变 这 一 过 程 对 记 我 们 说 来 是 不 明显 的 , 它 个 ( 指 生 理 
-机 能 一 一 既 者 ) 能 引起 有 机 体 解剖 学 上 和 形态 上 结构 的 组 慢 的 但 是 
根本 的 改造 。B. JL. 科 马 罗 夫 指出 过 (1901, 83 页 ):“ 我 们 不 能 在 自然 
界 中 直接 看 到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 因 为 一 一 这 是 个 若干 世 绝 的 过 程 ”。 

' 到 晚期 科 马 罗 夫 (1944) 离开 了 自己 的 观点 , 兹 且 甚 至 放 说 到 物种 形 
成 过 程 的 蹈 进 性 , 虽然 他 汞 没有 浊 一 步 说 到 关 帮 趴 进 的 长 度 和 特 奢 
的 问题 。 这 个 观点 后 来 由 B. 1K. 施 什 康 (B. A. IImmmag 1947) 在 他 
的 花 赣 在 B. JI. 科 马 罗 夫 的 物种 学 说 上 面 的 工作 中 加 以 发 展 了 。 

可 是 , 据 我 看 来 , 科 马 罗 夫 早期 的 观点 小 不 完全 符合 讼 过 尔 文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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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 TE BSA SE EAS. BE Ax 3C(1987) IGE TPE IS 
BA BPEL, RAPE A ICE HE EB 28 hI 

BORER, E23 FE 9 BREESE Ae CE RE ES i BIE 
作用 的 变种 的 ? 

” 寻 尔 文 屋 次 指出 过 ,生活 条 件 的 征 小 改变 对 於 所 有 的 生物 都 表 
现 出 良好 的 影响 。 按照 他 的 观念 , BEE Bil i A ， 

“ 件 下 或 稍微 变化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杂交 ,就 可 能 使 后 代 强 壮 和 丰产 , 决 不 
会 破坏 种 的 根本 硼 疆 。 同 时 巡 尔 文 (1937) 也 注意 到 了 当 生 活 条 件 显 
SUE, AVL AMAR KER, “MRE ZA 
体 一 一 他 富 道 (375 页 ) 一 一 常常 处 在 不 是 他 本 性 所 要 求 的 周围 条 件 
中 , 那 未 它们 就 发 生 非常 的 改变 , 显然 ,这 部 分 星 决 定 於 生殖 系统 的 
特别 混乱 :……: 如 果 有 机 体 常常 必 在 新 的 非常 的 条 件 中 或 如 果 以 二 
个 种 的 不 正常 厅 交 的 方法 以 获得 杂种 ， 那 未 不 管 一 般 的 健康 状态 怎 
样 ,在 这 二 种 情形 下 生殖 系 芋 就 会 发 生 极 相似 的 混乱 现象 。 在 一 种 

“情况 下 生活 条 件 本 身 遭 到 破坏 …… 另 一 种 情况 (与 杂种 有 关 的 ), 外 
FAM GMB — AE, 但 其 租 积 已 经 遭 到 了 动 拘 (重点 是 我 们 加 
的 二 -著者 ) , 因为 是 二 个 不 出 钴 型 的 千 构 融合 为 一 的 缘故 。 

由 此 可 见 , 按 照 壹 尔 文 的 见解 , 当 外 愉 环 境 条 件 显 著 而 巨大 的 改 
变 时 (我 是 这 样 理解 过 尔 文 的 “非常 态 条 件 ” 的 遂 法 的 ) 以 及 当 远 缘 杂 
交 时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我 歼 於 这 样 解释 “非常 态 厅 交 ” 的 说 法 ) ,就 会 看 
到 “有 科 体 动 将 ”这 名 漳 是 与 现在 所 通用 的 “ 动 的 的 有 机 体 ”,“ 不 稳 
定 的 遗传 性 ”的 静 法 非常 相似 的 。 由 藉 这 样 的 动 的 而 发 生 的 那些 “ 变 
种 号 就 是 过 尔 广 所 认为 的 对 种 的 形成 具有 意义 的 变种 。 

当然 ,这 些 具有 动 的 的 ,不 稳定 的 本 性 的 “ 杰 种 ”是 不 能 长 期 存在 
的 ; EAM, HCHERE Ae BCH RE FL (253 页 ),“ 是 暂时 的 ", 在 选择 过 程 中 或 
MET wR, 或 被 改造 成 为 新 类 型 的 有 向 体 。 
我 们 要 指出 ， 除了 这 些 对 物种 形成 具有 那样 主要 意义 的 “变种 ” 

之 外 , 巡 尔 文 还 承认 从 这 一 个 蛮 的 一 般 意义 上 来 说 对 物种 形成 过 程 
没有 意义 的 变种 的 存在 , 薄 且 指出 汞 不 是 所 有 的 变种 都 是 新 种 的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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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我 们 回 过 头 来 研究 一 下 有 关 引 起 我 们 兴趣 的 问题 的 实际 材 

料 以 及 有 关 野 生 种 的 改变 的 实际 材料 。 KERB GB FE we BI 3. UL. 

重 契 尼克 (3. Ue Jlytmmk, 1951) 所 进行 的 极 有 名 的 研究 。 他 研究 了 

阿尔 泰山 的 表 美 政 的 花 的 植物 ， 主 要 是 百合 科 的 代表 性 植物 BS 

香 \ 百 合 \ 洋 和 长 等 种 )。 把 植株 从 自然 的 生长 地 移植 到 地 上 ,而 其 中 有 

一 些 \ 可 惜 为 数 不 多 ) 是 用 收集 来 的 野生 植物 的 种 子 栽种 的 。 移 植 过 

的 (和 播种 的 ) 植 株 探 用 一 般 的 管理 方法 , 巧 且 条 施 了 腐 殖 搓 肥料。 

在 四 年 内 观察 ( 王 测 定 ) 了 处 在 栽培 条 件 下 的 植株 和 守 生 状态 的 

植株 。 和 结果 发 现 了 ,在 试验 下 的 植株 过 了 四 年 现 出 了 重要 的 变 暴 。 

在 栽培 条 件 下 阿尔 泰 董 荣 (Viola altaica 下 er-Gawl.) 花 的 大 小 

增加 了 , 花 的 数目 从 2 一 30 增加 到 1 一 213, yp En Hn YT 4—60 FF! 

其 他 的 山地 植物 ， 当 移 到 试验 的 载 培 条 件 中 时 , 观察 到 了 花 的 颜色 

(花瓣 的 ) 的 改变 ,提高 了 能 育 性 (不仅 种 子 数量 增加 了 知 干 倍 , 而 且 

种 子 的 大 小 和 重量 也 增加 了 )。 

B. B. BEAR ALAR (B. B. CeprmgoB，1950) 在 底 比 里 斯 植物 园 把 取 

自 底 比 里 斯 城 附近 天 然 条件 下 的 均 金 香 (Tipa Hichlert Rg).) Bex 

REE Bris pumila 工 .) 的 根 状 董 栽培 於 高 度 农 业 环 境 中 ,二 种 

植物 在 栽培 的 3 一 4 年 内 思 到 了 显著 的 改变 。 按 照 他 的 观察 ,最 初 一 、 

AF PRE BBR’ “BILE HAE, 而 疫 有 看 到 特殊 的 外 部 

改变 。 过 了 上 述 的 时 期 ,试验 下 的 植株 获得 了 丰富 的 营养 (肥料 ), 充 

是 的 灌流 水 等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许多 特征 开始 了 迅速 的 改变 , 特别 是 

死 金 香 鳞 蔡 的 重量 较 野 生 状 态 的 增加 了 18.5 倍 , 花 的 大 小 培 加 一 倍 ， 

HS MIS, PARR. CR RM RKREM 
粗 租 和 长 度 . 花 的 数目 等 也 有 上 所 增加 。 

H. A. PY HK CH. A. AspopEH，1947) 把 阿尔 泰 的 许多 野生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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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亦 基 洛 夫 斯 区 ( 赫 比 和 纳 ) 极 地 高 山 植物 园 的 条 件 下 也 多 得 了 同样 

BREE. 

B. 拉 希 (Eauche，1880 ) 在 德国 北部 用 得 自 马 尔 吉 兰 (MapreraH ) 

的 库 普 曼 花园 的 角 芯 (ITncarwitlea Olgae Rgl.) 种 子 , 培育 出 了 一 些 植 

物 , 他 把 这 些 植物 列 人 新 种 I. Koopman Lauche ZA, 这 个 种 植 

株 的 特 徽 在 庆 有 较 大 的 花冠 (直径 过 4 厘米 ), HESLIPBERK (1. Olgae 

的 花 的 柱头 不 大 , TERETE RAY 1.5 厘米 )。 在 德国 培育 出 的 闫 普 曼 植 
株 第 一 年 没有 开花 , 但 其 高 度 巡 到 了 40 一 50 厘米 ,栽培 第 二 年 高 度 

巡 到 工 米 , WPT RARE. 它们 是 被 培育 共 肥 沃 的 土壤 营养 条 件 

下 以 及 很 好 的 管理 条 件 下 。 

可 以 反对 把 栽培 种 角 芒 Uncarvillea O1gae) 烈 於 新 的 种 ,但 是 植 

物 有 机 体 在 新 的 ,显著 不 同 的 外 办 环境 影响 下 迅速 改变 的 这 个 事实 

本 身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是 很 明显 的 。 当然 同样 的 例子 有 很 多 ， 可 以 提 和 到 

的 特别 是 TL A. SE CI. A. BapaHoB) 及 其 同事 在 帕 米 尔 的 试验 

(1940) 。 

必须 指出 所 有 以 上 所 列举 的 这 些 现象 (迅速 改变 ) 可 在 非 订 种 有 

机 体 中 见 到 , 除 此 之 外 ,常常 在 成 年 个 体 (成 株 ) 当 移 植 放 新 条 件 下 也 

常常 求生。 杂种 植株 ( 当 用 它 的 种 子 栽培 时 ), 以 及 当 把 二 个 植株 尹 

接 时 都 发 生 更 深刻 的 , 形形色色 的 东 上 且 很 快 的 变 婴 , 这 早 为 米 丘 林 

(1948) 和 他 的 学 生 倍 以 丰富 的 实际 材料 所 证 实 了 。 
问题 发 生 了 : 是 否 可 以 把 这 样 的 结 葵 ( 即 由 认 对 栽培 条 件 下 的 、 

“人 工 的 "“ 非 目 然 " 情 况 下 的 植物 的 进行 工作 的 结果 所 得 出 的 和 结论) 

拖 到 野生 状态 下 , 自然 情况 下 所 发 生 的 现象 上 面 去 呢 ? 要 知道 在 后 一 

情况 下 ( 指 自然 情况 下 一 一 既 者 ) 物 种 形成 过 程 好 像 是 在 人 类 的 任何 

于 和 涉 和 控制 之 外 发 生 的 。 因 而 , 上 面 所 指出 的 想法 是 否 可 以 容许 ?是 

否 在 栽培 植物 愉 在 原 划 上 ( 即 按照 自己 的 基本 的 规律 性 ) 是 特殊 的 生 

物 界 , 像 一 般 所 说 的 “Sui generis” 界 、 与 野生 植物 区 系 完全 不同, 具 

有 自己 的 , 写 所 固有 的 花 且 仅仅 是 它 所 固有 的 物种 形成 的 规律 性 ? 

很 早 以 前 就 有 过 这 样 的 看 法 色 野生 状态 下 的 物种 是 在 “纯粹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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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下 ,就 是 说 在 没有 人 类 影响 状态 下 所 发 生 的 历史 现象 , 因而 在 栽 

玉 植 物种 方面 决 谈 不 上 这 一 点 。 

这 圳 我 个 首先 必须 频 解 ， 野生 种 在 它 的 起 源 中 兹 不 与 人 类 的 活 

动 影响 发 生 某 种 程度 的 联系 ,而 只 是 自然 狗 在 “和 纯 类 ] 型 (JeTo 首 Wop- 

Me)” 中 发 生 影响 的 结果 。 例 如 我 们 拿 些 野草 为 例 , 如 只 在 野草 震中 而 
不 在 标准 的 自然 生 落 中 的 订 草 一 一 独行 某 (Lepidium ruderale L.),. 

Hit zs (Descurainia sophia (L.) Webb.)、 猪 毛 某 (Salsola rutheniea 

Uyin.) 等 。 

”是 和 否 应 蔷 认 为 这 些 ( 和 它 相 似 的 ) 种 “纯粹 ”是 自然 界 影 响 的 千 果 

而 发 生 的 , 或 是 这 些 种 是 按 另 一 种 方式 发 生 的 ?我 们 试 圆 来 回答 这 个 

问题 。 
M. Fr FA LAD OA. A. 尤 那 托 夫 ( 卫 . M. JIaBpeHE0 An A. A. IOEHa- - 

Top, 1952), M.C. 吉 深 罗 夫 (M. C. Tuaapos, 1951), A. A. 高 汞 件 科 娃 

(A. A. Topmkosa, 1952) 等 草原 研究 者 们 认为 ,二 中 动物 的 活动 使 草 

原 中 形成 了 个 别 的 植物 区 系 。 ©, ER EMAAR RAI At 

壤 上 发 生 了 个 别 的 植 秆 更 换 , 很 久 以 前 就 预料 到 了 当 把 草原 复 耕 以 

和 后 再 撩 荒 也 要 发 生 关 似 的 更 换 。 在 上 内 加 尔 湖 东 岸 及 蒙古 草原 中 很 多 

的 JomrepKa Opangra (一 种 田 最 一 一 静 者 ), 它 的 挖掘 的 活动 引起 草原 

植物 愉 落 结构 的 根本 改变 。 在 复 耕 的 年 份 田鼠 虑 合成 天地 居住 , 距 

离 达 数 十 公里 ,使 十 壤 习 断 并, 簿 佛 在 翻 控 二 地 。 以 和 后 年 份 在 被 田 有 最 

间断 开 的 极 大 地 段 上 的 植被 旭 要 通过 常 在 撩 荡 地 繁 生 植 秆 情况 下 所 

REE AS RE | 

FUGA A, aS “RIES” HER EO BSS IR A 

ERR REAET , ALIS BY AE OR AE (a 
土 中 动物 方面 的 “ 非 正 常 的 ”影响 而 发 生 的 , 好 像 是 在 特殊 实验 的 条 

件 下 而 发 生 的 。 

M. ©. SMR KA NBL LAE T “野生 的 居住 在 土 

壤 中 的 昆虫 系 区 ”的 发 生 ,这 一 区 系 生 活 於 (地理 上 的 ) Abe SP, 

”但 是 在 生物 学 上 这 一 区 系 是 在 我 们 的 时 代 所 耕作 的 土地 所 特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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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转 癌 播种 田 上 。 Cs 

现在 我 们 再 来 看 看 帝 度 的 情况 。 在 这 于, 看 来 , 物种 形成 过 程 应 

亦 是 无 条 件 地 在 未 受 破 坏 的 状态 下 、 在 纯粹 自然 规律 的 基础 上 淮 行 

的 , 它 个 〈 指 自然 规律 一 一 翌 者 ) 在 原则 上 和 人 类 所 符 曲 了 的 本 来 的 

自然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不 同 。 (HER M DR sas HH. T. ah 1 URE 
(H. T. Heaaeza, 1950). 0. i. Be ARE (O. UW. Mopososa, 1952)58 iF 

Bt Sree Lash, A re LOA AR SD eg 

下 形成 的 , Wi BESo IE EA IE: —— 2S JW LD ee EE 

7A tis By Beste WABI) SE PI AS 
K. B. 3894 BT HEF (LN. B. CTaHmEOBHH，1950 ) 援 引 过 这 方面 的 标 

有 趣 的 事实 ,他 指出 要 在 中 亚 风 亚 境 内 芭 找 没有 动物 影响 、 经 过 一 定 

长 时 期 而 形成 或 实现 的 植被 , 这 种 葬 找 任务 实 揽 上 完全 是 不 切合 实 

际 的 。 因 为 强度 放牧 而 引起 的 沙漠 移动 ,高山 草地 繁 生动 物 不 吃 的 植 

物 ( 天 等 划 , 斗 因 草 )， 由 帮 在 牧场 上 的 不 间断 的 道路 网 ， 受 到 器 踏 而 

引起 的 坡地 特殊 小 起 伏 的 形成 和 许多 其 他 通常 被 解释 为 人 类 了 时代 的 

现象 (加 上 自己 的 : RAM ORAL, Bole A BR 

和 富有 的 谋 肥 按照 地 形 起 伏 而 向 下 流动 ) ,以 上 这 些 现象 事实 上 在 人 

类 以 前 也 全 有 过 的 。 斯 素 和 组 可 和 维 奇 写 道 , 野生 有 足 类 的 消减 和 被 排 

除 是 使 沙 恋 固 定 起 来 的 原因 以 及 是 失去 了 自己 形成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的 沙 生 植物 植被 在 自然 发 展 中 发 生 偏 问 的 原因 。 

中 亚 苯 亚 山 地 低 册 地带 的 缺乏 森林 , 所 谓 冰 草 - 订 草 草原 (IE 

。 peiiao-pasHOTpapHag cTeIE) 地 带 之 缺乏 森林 , 被 许多 研究 者 认为 是 不 

入 以 前 压 史 时 代 中 人 类 轻 洲 活动 (或 者 更 正确 地 说 不 径 济 的 活动 ) 的 

结果 。 这 种 活动 有 三 方面 :森林 的 砍伐 ( 松 属 森林 ,局 桃 林 , 黄连 木 属 

森林 ), 开 芝 以 及 过 度 的 放牧 。 

H. ®. f2)4 390 IL A. BSE RHA (HA. ©. Tonsapos 和 I. A. 

OpunnmKos, 1935, 1936) 认为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植物 总 体 的 进化 是 按照 

特殊 的 途径 进行 的 , 臣 且 他 个 认为 在 中 亚 组 亚 的 全 部 订 草 - 订 草 草 厚 

地 带 [ 和 与 它 类 似 的 南方 地 带 一 一 羊 草 类 (9rHxoIcoB0 首 ) HA AHA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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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 EL TELE: BF PASE ST RR PS 

史实 验 条 件 下 而 发 生 了 。 

由 此 可 昂 ,把 似乎 是 以 “纯粹 状态 ” 发生 於 自然界 中 的 物种 形成 

过 程 和 “因而 原则 上 不 同 ” 於 人 类 参与 时 (和 类似 的 影响 上 时) 所 发 生 的 

物种 形成 过 程 对 立 起 求 是 不 通 当 的 。 

非常 明显 : 栽培 植物 物种 及 类 型 形成 具有 特殊 的 特性 这 种 特性 

决定 於 人 类 的 活动 。 可 是 把 栽培 植物 物种 形成 规律 的 研究 与 自然 界 

这 些 规律 的 相似 研究 隅 离开 来 ,认为 栽培 植物 界 是 建筑 在 一 些 生物 

学 规律 上 的 , 而 野生 植物 是 建筑 在 另外 的 规律 上 , 这 在 我 看 来 是 疫 有 

根据 的 。 

这 于， 当然 不 能 放 过 , 除了 这 个 词 的 直接 意义 上 所 指 的 种 以 外 
[例如 玉米 (Zea mays 工人 山茶 黄 (Cornus mas 工 .)、 石 榴 (Punica 

granatum 工 .) 等 ] ,还 要 常常 把 栽培 植物 “种 ” 称 作 很 复杂 的 、 各 种 各 

样 起 源 的 航 一 体 (OOpequnenne) ,这 种 艇 一 ' 体 实质 上 是 一 系列 的 引用 

到 栽培 中 的 野生 种 及 其 杂种 的 聚积 物 (KoHraoxepaz)。 例 如 首 藉 

(Medeicago sativa Auct.), 284% (Malus domestica) S44, Bi PAR 

定 的 航 一 体 之 列 。 这 个 问题 被 C. B. OPE AE CC. B. Wsenayxnn, 

1948) 在 他 的 关 放 栽培 植物 种 的 理解 的 等 花 言 论 中 很 好 地 关 明 了 。 

如 所 周知 , UW. B. 米 乒 林 (1948) 是 如 下 论点 的 始 欧 不 涂 的 拥 锥 

AS: RAE Py FER BF AER AE EE I 、 

物 生 活 的 基础 认 巷 了 这 些 情 况 中 的 一 种 情况 下 的 植物 , 一 般 来 

说 我 们 就 从 而 可 以 认 乌 他 个 。 米 乒 林 在 谈 到 他 怎样 得 以 研究 出 培育 

实生 茹 的 理 葵 的 时 候 , 他 是 把 注意 力 集中 到 这 一 点 上 的 , 即 不 能 把 培 

育 现成 的 品种 和 创造 与 培育 新 的 果 权 品种 混 消 起 来 。 他 是 在 茎 次 入 

研究 生长 在 我 们 森林 中 的 野生 果树 和 效果 种 的 生活 , 也 深入 研究 

栽培 品种 的 生活 的 基 碟 上 研究 出 制造 和 培育 果 权 新 品种 的 方法 的 

(< 斯 巴 过 式 ” 的 培育 新 品种 )。 大 家 知道 , 苹 . B. 米 丘 林 卓越 地 概括 

了 :“ 只 有 知道 自然 进化 途径 的 人 , 才能 培育 出 新 品种 。” CIV. 4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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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所 周知 , 巡 尔 文 同样 认为 ,野生 植物 与 栽培 植物 的 物种 形成 的 

基本 规律 是 一 样 的 。 例 如 春 化 是 这 论点 的 很 好 例 诈 。 我 现在 来 谈 谈 

春 化 在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中 的 作用 。 

B. A. Le AR (DB. A. Keanep, 1948) BE-, T. Kh. HE EHP AR (TK. Kpeit- 

ep, 1941), M. B. 库 里 季 阿 索 夫 (M.-B. Kysprmacos, 1946) 等 研究 者 

证 明 温 度 对 植物 发 育 早 期 阶段 的 影响 在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中 有 瑟 大 的 意 

ae 

JL AL 39K AR BeESE (JL. A. Cumpuos, 1948) 指出 , 把 栽培 植物 的 春 

化 与 自然 慎 物 的 春 化 相 比 较 以 后 ,我 们 应 该 承认 , 在 我 们 面前 所 气 着 

的 “不 是 外 部 的 相似 , 而 是 两 种 情况 下 同一 生物 学 现象 的 完全 相同 。” 

(568 页 ) 

不 管 起 源 於 南方 的 植物 是 否 处 在 栽培 之 中 或 它 个 不 是 以 人 为 的 

而 是 以 自然 有 焉 移 的 方式 被 推进 到 高 强度 地 带 , 所 有 的 这 些 植物 同样 

BAM CIA Be, JL. A. 斯 米尔 详 夫 正确 地 把 注意 力 集中 到 这 种 情 

Ui_E: “PRS BRS HR oe PS FE. 我 们 只 是 比较 小 规模 地 重复 在 

我 们 周围 自然 界 中 广大 俩 域 内 非常 大 规模 地 实现 的 春 化 。 我 们 只 能 

重复 早已 在 自然 界 中 大 规模 实现 了 的 实验 。”(569 页 ) 

E. UU. 伯 罗 斯 可 利 亚 科 夫 ( 卫 . V1. IpocEopamKEOB，1950) 是 从 另 一 方 

面 来 对 待 问题 的 : 他 研究 了 高 温 ( 赣 热 ) 对 种 子 的 影响 。 他 分 析 由 用 

人 类 从 事 讼 栽培 植物 的 实际 活动 而 积累 起 来 的 事实 以 和 后 ,确定 了 , 潭 

受到 就 热 的 影响 ( 即 温 度 高 到 TO—80°C ) 的 许多 植物 种 子 , 淮 入 了 长 

期 的 休眠 ,然后 ,再 应 用 长 期 的 低温 以 和 后, SRA SAMI, 

发 芽 得 较 旺 麻 和 迅速 。 他 更 进一步 指出 ， 当 散热 影响 时 观察 到 植物 

狠 续 发 育 的 加 速 、 抗 里 菌 病 害 的 提高 以 及 许多 其 他 离开 一 般 发 育 过 

程 的 现象 。 这 和 给 了 卫 . 互 . 伯 罗 斯 可 利 亚 科 夫 以 揭露 这 方面 的 一 般 规 

EPEAT Hat, FAAS A FCP AR YE HUE TE EBS WEE SM) RR SE Be St VE 

BARRR, HOME Triste. thiol Kye 

WBC 4) Sch ae SE BE GE FE FE BAS “RAR” FS Uy AE CORRE 

正 是 改造 植物 有 机 体 的 强大 因素 , UE B58 HEH 一 一 短命 植物 



52 OS geek Lage es 

的 发 生 。 

由 自然 界 转 到 人 类 实践 活动 的 上 时候, 伯 罗 斯 可 利 亚 科 夫 提 出 了 

很 有 意义 的 关 放 以 细 短 生命 的 方法 来 创造 农业 植物 新 类 型 的 意见 。 

这 个 方面 中 一 个 标 有 意义 的 试验 是 B.A. 浦 雷 琴 和 了 B.A. YK (B.A, 
ByppITEHH Ail B. A.PYMH，1952) 的 试验 。 

业已 指出 过 ，, 在 春 化 影响 下 能 使 植物 机 体 的 变 机 训 度 快 到 何 和 

程度 。 

我 觉得 植物 在 散热 以 及 其 他 许多 因素 影响 下 的 改变 同样 能 够 相 

当 快 地 进行 。 在 自然 情况 下 以 野生 种 来 进行 的 这 方面 的 直接 观察 和 

CES, PUT RAZA. 但 是 间接 的 证 实 了 上 述 的 论点 ， 我 敢 於 同意 

他 个 的 意见 。 

我 们 在 M.T. 波 波 夫 (M.T. Tonos, 1923) 的 著 eB 

列 极 有 意义 的 见解 。 他 利 中 注意 力 放 很 特殊 的 阶 慨 , 在 这 阶段 中 爆 

发 了 强力 的 物种 形成 过 程 , 他 就 正 是 集中 注意 力 认 中 亚 秀 亚 南 部 区 

域 所 请 杂 色 兰 石 的 地 区 。 MT. a ee ee, 这 些 区 域 的 

自然 条 件 (1923，8 页 )。 

“你 们 若是 畸 马 进入 一 一 他 写 道 一 一 例如 开 里 富 低 册 中, 雯 处 主 
要 存在 红 的 甚至 深 和 红色 的 人 砂岩 ,你 们 立即 会 落 大 特别 的 世界 :在 你 们 

所 走 着 的 平地 上 ,土地 一 一 是 红色 的 石 碟 ; 眼界 的 各 方面 受到 深 秆 色 
AO KL eS A 短小 的 彼此 距离 好 伙 俄 丈 的 , 否则 就 是 十 分 从 

缺 的 早生 植物 ,在 任何 地 方 都 没有 把 岩石 覆盖 上 , 在 任何 地 方 都 没有 

产生 业 色 或 黄色 的 斑点 。 所 有 一 切 似乎 都 是 死 的 和 不 动 的 …… o & 

部 风景 ,在 自己 的 蒙昧 时 代 非 常 美 瑟 , 呈 深 红 色 , IM RAB TRS SE 

的 谍 蓝 色 的 天 容 与 这 种 独特 的 地 面 风 最 成 为 向 人 的 对 照 。 

M.D. 波 波 夫 在 研究 了 这 些 分 生物 学 家 昭 感 兴趣 的 植物 区 系 以 

后 ,指出 这 事 的 植物 是 在 极端 吉 旱 的 条 件 下 SE Be 

(石膏 鹿 化 ,碳酸 史 化 等 ) 土壤 基质 的 活动 和 标 复 杂 的 土壤 基 拷 条 件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 

6 月 8 日 (1914 年 ) 在 巴 逐 附近 (在 卡 塔 - 卡 梅 什 》 波 波 夫 在 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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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PF: “SERA, HA ee AR z 师 出 的 明亮 光 糠 、 ae Ay To 

RAS ATR BY Se BL HG 6s FS BAL, , TY BE SEE 7 LY Ss SE 

的 特 徽 ( 波 波 夫 , 1923, 11 页 )。 
M. 工 . 波 波 夫 更 写 到 , 他 希望 提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物种 形成 过 程 现 

象 的 特征 和 激烈 程度 与 形成 物种 的 地 区 的 特殊 性 之 闻 的 关 休 问题 。 

按照 他 的 意见 ,任何 地 区 在 自己 生态 条 件 下 合 特 殊 , BS Dd A ti BS 

一 地 区 的 因 近 地 区 的 植物 类 型 侣 应 该 有 种 的 改变 , 否则 它们 就 不 能 

生长 。 对 新 的 、 显 著 不 同 的 生存 条 件 的 适应 通常 有 外 部 形态 的 巨大 

改变 的 出 现 伴随 着 。 因此 ,如 果 我 们 有 那样 特殊 的 慈 且 对 植物 生活 

不 良 的 地 区 ,如 晤 读 化 订 色 的 低 册 地区, 那 雄 就 可 以 观察 到 生活 於 这 

地 一 的 类 型 和 另外 地 区 相近 的 类 型 之 问 的 互 大 区 别 , 这 种 巨大 区 别 

自然 与 生态 状况 的 区 别 有 直 接 的 关 亿 。 

波 波 夫 在 苹 到 许多 特殊 的 复 订 植物 区 系 种 , 像 角 器 粟 (GU2zawciamm 

insigne M. Pop), TVetracmidion bucharicum Korch, Schrenkia 

insignis Lipsky, ASB AR (Astragalus thlaspi Lipsky, A. bu- 

charicus Rgl.) Sense arikf, 指出 在 标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这 些 种 首先 具 

有 新 的 ,反常 的 (与 预想 的 原始 类 型 比较 ) 形成 (个别 部 分 发 育 不 全 ， 

首 合 ,变态 等 ) , 其 次 ,这 些 种 引起 年 青 的 完全 是 不 久 以 前 发 生 的 和 同 

Brae RAGE BY Ty BE AE 0 J EN RR 

M. 工 . 波 波 夫 总 道 :“ 自 然 产 生 这 种 看 法 , 即 所 有 这 些 特 性 都 是 

突然 发 生 的 (重点 是 我 们 加 的 -一 作者 )， 如 种 由 於 它们 通 应 撩 非常 

的 生态 环境 而 发 生 深刻 的 内 部 千 构 上 的 变 婴 的 反应 。”(1928;32 页) 

由 此 可 见 , 按 照 波 疲 夫 的 想法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完全 与 过 尔 文 的 想 

HABE DY) , 复杂 的 生态 环境 影响 的 显著 性 能 够 很 快 地 引起 显著 与 自 

己 物 种 特征 不 同 的 现象 , 兹 没有 任何 特别 的 理由 来 认 为 这 些 种 是 慢 

* ”应 该 指出 在 了 B. 工 .Rapraxrptep《1953) 的 试验 中 ,许多 栽培 大 礁 品 种 当 把 官 移植 
BY AR lial Ay Hs FE eR BE GAB ERE RA RE (例如 把 冬 大 麦 疹 播 时 )， 观 罕 到 雄 

as ye LS eS HRA AAP AS. BHM Mth iT AB Ar.A.Dezopon 

(1947, 1950 #4) Agim“ (Tepar) x6 eign YA 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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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的 .逐渐 地 形成 的 。 形 态 上 和 分 类 上 的 并 断 ,缺乏 那些 和 给予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假定 慢 慢 的 “从 容 不 人 迫 的 ”和 进化 过 程 进 行 的 根据 的 过 小 略 型 可 

以 作为 这 些 种 的 特 徽 。 像 了 及. 3. ALY (KN. 3. Saxupos, 1951) 所 指 

出 ,我们 的 旷 杂 的 低 山 地 带 〈 当 然 与 较 高 山腰 以 上 地 带 相 配合 ) 是 最 

ALE Tey PPE RY ARS SERRA YA 

FE STAT A ot At AE. 

这 样 的 回民 也 是 通 当 的 , 即 许 多 作者 指出 , 植物 的 一 定 的 居住 

点 ,根据 这 些 作 者 的 说 法 ,具有 特殊 的 形成 “物种 的 力量 ”。 

VY. ©. 许 马 里 古 惯 (UH. ©. IIMaxprayseH, 1891) @F8 过 俄国 南部 

大 河岸 边 的 沙 潍 中 有 这 种 现象 ,B.A. 杜 别 斯 基 (B.A.AYOHXEHCRKE 放 二 903) 

在 这 地 理 区 域 的 暴露 出 的 白垩 方面 也 发 表 了 类 但 思想 。P.A. SLBA 

(1923) 确 定 说 ( 指 在 中 亚 组 亚 ) 有 一 些 居住 地 点 ,一 些 整个 区 和 省 具 

有 很 大 的 物种 形 成 的 力量 , 因为 这 些 地方 的 自然 条 件 对 帮 发 生 遗 传 

性 的 变 机 有 特别 的 作用 , 巧 且 特别 显著 和 刁 格 地 进行 选择 。 

我 们 在 一 个 最 出 色 的 物种 问题 便 域 内 的 研究 家 A. TL. PH Se EE 
唐 - 香 斯 基 (A. Il. Cemonos-Tan—Ilancenit, 1910) 的 著作 中 找到 了 沽 

Wie hl, Mek A 已 的 正在 形成 的 物种 的 形成 速度 是 -很 快 的 结论 

时 , 解释 说 这 圳 他 所 指 的 不 是 婴 览 现象 (TeTeporeHHqecEHe SBileHEe ) 

(C. U. 科 尔 任 斯 基 的 看 法 )， 也 不 是 物种 形成 过 程 中 突然 的 和 偶然 的 

飞跃 ,而 是 所 请 “延续 的 ,虽然 是 很 快 的 ”( 重 点 是 我 加 的 一 作者 )， 

在 显著 改变 了 的 外 界 生存 条 件 影响 下 循序 渐进 的 类 型 发 民 过 程 。 痢 

型 形成 的 类 似 加 速 过 程 , 按 照 西蒙 庄 夫 -上 唐 - 香 斯 基 的 意见 ,现在 在 中 

亚 和 组 亚 某 些 地 区 在 我 们 的 眼前 发 生 着 。BE.A. 凯 寺 尔 同样 指出 , 特别 

是 在 中 亚 组 亚 沙 度 中 ,根据 一 般 先 验 花 的 见解 ,能 够 期 待 到 物种 形成 

特别 活动 的 中 心 。 

就 是 这 些 见 解 促 使 电 勤 尔 在 这 圳 提出 著名 的 试验 来 分 析 帝 漠 植 

Py KATA Lepidium perfoliatum L., Hymenlobus procumbens (L.) 

Nutt. SF ]5e6 SOAK yi 97 TE BES OD PP EAE A BE ce. A. T. 

gate URE (1950) 在 卡拉 库 姆 的 工作 发 展 和 加 深 了 这 些 试 验 ; 一 ' 面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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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同 时 还 在 自然 界 中 在 自然 的 种 的 居住 点 进行 精密 的 特有 的 观察 ， 
亦 是 她 获得 了 许多 材料 ， 我 们 认为 这 些 材料 对 关 Dy BEE SE ESR 
下 形成 过 程 规律 性 具有 根本 的 意义 。 

我 们 首先 来 训 分 佑 得 相当 广泛 的 不 同 科 的 代表 , 例如 十 字 花 科 
在 同一 种 内 华 的 句 疹 有 不 同 程度 的 现象 。 

这 现象 到 现在 仍 没 有 得 到 解释 , 薄 在 狂 定 具有 不 同 深度 缺 刻 的 
侍 片 的 类 型 分 类 学 的 意义 时 , 使 分 类 受到 很 大 的 困难 。 五 . B. 青 格 尔 
(H. B.IIaarep，1906 ) 研究 了 这 个 问题 , 但 他 未 能 关 明 这 现象 。 最 后 
FEAR RAGHEB HS HT. 前 恰 耶 娃 。 她 研究 了 莞 漠 十 字 花 
科 Streptoloma, (FER. Malcolmia) 等 后 , 俱 定 了 当 气 象 和 其 他 条 件 

最 适宜 时 ，S. desertorwm 常常 发 育 出 具有 裂 开 革 片 的 类 型 ,而 具有 完 
整 的 和 公 和 绝 药 的 类 型 的 发 育 是 由 共 玉 坏 的 、 不 适宜 的 条 件 (种 子 发 芽 
较 慢 、 生 长 期 纤 短 等 ) 影 响 的 和 结果。 同时 具有 有 裂 开 昔 片 的 类 型 , 通常 

显示 出 在 温润 的 适宜 的 秋季 、 冬 季 和 春季 条 件 下 发 育 的 冬 种 性 特 
性 一 一 这 是 具有 最 长 生长 期 的 类 型 。 BKM ACER, 是 在 不 
良 的 秋冬 情况 但 是 适宜 的 春季 条 件 下 发 育 的 早春 类 型 。 最 和 后, 确 小 
的 、 受 到 压 追 的 具有 引 小 的 完整 的 全 精华 的 类 型 是 在 不 俊 不 良 
的 秋冬 , 薄 上 且 也 是 不 良 的 春季 情况 下 (WARE ASE) 的 条 件 中 发 育 的 
晚 春 类 型 。 

上 县 有 不 同人 革 片 类 型 的 $. desertorum 的 个 体 在 不 同年 份 显示 出 很 

大 的 变 婴 ,一 些 年 份 中 大 多 数 植株 具有 缺 刻 的 革 片 , 另 一 些 年 份 一 一 
则 是 他 和 缘 的 华 子 。 

H.T. 闫 愉 耶 娃 提出 来 的 上 面 描述 过 的 8. desertorem 类 7 型 的 特 
性 稳定 性 的 检查 实验 证 明了 从 完整 的 和 公 和 缘 的 华 的 植株 上 收集 来 的 
种 子 与 从 有 缺 刻 革 片 植株 上 收 禹 来 的 种 子 同样 播种 在 比较 不 沽 宜 的 
条 件 下 , 多 得 了 同一 类 型 的 植株 一 一 在 所 有 的 播种 处 理 中 (播种 母 
本 植株 上 千 英 地 位 不 同 的 种 子 ,播种 成 熟 的 和 未 完 公 成熟 的 种 子 等 ) 
ADA FRM ABET, 但 当 播 种 另 一 种 植物 CB HE RY Malcoliia 
grandiflora) 的 不 同 短 型 ( 明 恰 耶 娃 所 研究 的 ) 的 种 子 时 ,大 的 、 发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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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好 的 具有 大 的 花冠 的 植株 产生 的 后代 ,似乎 有 非常 相同 的 特征, 同 
BE, 开 小 花 的 、 低 斤 闫 型 的 植株 在 后 代 中 重复 类 似 自 己 的 个 体 。 责 .下 
震 恰 耶 娃 认 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甚至 可 以 说 ( 马 康 草 Maleolmia gran- 
中 Fior) 有 二 个 族 : 较 湿 生 的 (大 花 ) 和 较 旱 生 的 (小 花 )。 
我 们 训 为 再 .T. 盟 恰 耶 娃 所 研究 的 类 型 不 是 很 独特 的 和 竹 固 的 : 

HE HOSE, 时 而 是 这 个 时 而 又 是 另 一 个 获得 优势 。 从 直接 意 
义 上 来 说 这 是 类 型 。 可 是 我 们 花 没 有 看 到 任何 不 定 的 变 暴 性 , 这 些 
类 型 是 严密 合乎 规律 的 ,这 种 变 械 是 有 方向 的 ,外 办 环境 条 件 追 使 植 ， 
物 接受 这 种 变 婴 , 汞 且 按 照 所 有 资料 , 可 以 把 这 种 变 婴 烈 入 它 的 遗 傅 
基础 中 去 。 例如 ,， 马 康 草 属 就 有 完整 的 全 和 缘 药 的 种 (I. scorpioides 
Bee. Afi Fp WH An TB EZ J_E WOE) 和 有 玖 状 深 裂 的 ,分 裂 
药 的 种 (“ 沙 度 的 ” FM. Karelint Lipsky)， 它 们 之 间 的 重要 区 别 就 
是 在 革 型 上 表现 出 来 。 按 照 蜡 恰 耶 娃 的 意见 , 有 根据 来 推测 ,在 沙漠 
条 件 下 这 个 过 程 汞 不 需要 特别 长 的 时 间 , 而 能 够 很 快 的 实现 ( 当 有 适 
当 的 必须 条 件 综 合 时 )。 

植物 学 家 如 果 不 加 分 析 这 样 的 种 内 变 轴 而 要 萎 续 研 宪 物种 问题 
ASLAN FY BREN, 放 素 这 一 点 是 与 研究 千 果 而 不 研究 原因 , 不 承认 
原因 与 结果 的 辩证 关 傈 一 样 的 。 

为 了 关 明 物种 形成 问题 ,实验 研究 的 作用 是 特别 大 的 。 小 到 某 
些 科 学 研究 宙 关 讲 到 以 实验 研究 物种 的 方法 是 很 愉快 的 ; BEAR EK 
维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和 塔什干 的 植物 学 家 们 在 这 方面 作出 了 有 价值 
的 创 议 , 提出 在 最 适宜 的 条 件 下 来 研究 物种 形成 的 过 程 。 

SEV HE RHA (Krasan, 1900, 1901) 过 去 的 试验 是 极 有 
意义 的 ,他 全 在 “交换 生态 学 (06xeHe Sxosornedt ) ”情况 下 载 培 过 成 对 
近 和 绝种 , 序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一 个 种 的 植物 移植 至 另 一 个 居住 的 地 方 ; 和 
相反 移植 。 最 近 克 利 门 斯 (CQlements 等 , 1937 一 1938) 和 进行 了 类 似 同 
样 的 试验 。 

克拉 对 以 这 样 双方 移植 (不 是 播种 ! ) 的 方法 得 世 引起 植物 迅速 
的 和 巨大 的 变 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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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认为 根据 苏维埃 生物 学 理论 来 批判 上 面 所 述 的 试验 是 授 合 

的 。 我 也 敢 以 来 六 一 些 本 人 的 天 用 我 们 有 兴趣 的 问题 方面 的 观察 。 

1935 年 在 塔吉克 斯 坦 中 部 哈达 林 格 城 附近 左 藏 中 , 我 售 找 到 了 
属 讼 分 人 在 这 人 区域 的 紫 云 英 属 的 种 一 一 4siraoalW8 schmalhausenw 

Bge. 的 植物 。 这 种 植物 所 生 豆 葬 显 著 不 同 讼 附近 同一 种 样本 上 所 生 

的 ,完全 失去 了 刺 。 关 有 儿 A. schmalhausenra 的 类 似 现 象 据 我 所 知 在 文 

献 中 从 来 没有 被 指出 过 , ae BARN SE bs AS A, IR SE 
的 类 型 。 这 些 植株 我 把 它 烈 为 一 个 单独 的 变种 (A. schmalhausenis 

var. inermis Vass.)， 虽 然 也 能 够 把 它 看 作为 一 个 新 种 。 问题 在 讼 
所 有 的 近似 A. schmalhausenti (同样 这 个 种 本 身 ) 的 种 , FE EAI 

上 具有 硬 凑 。 这 些 种 包含 在 Severzovia 派 (cennma) 内, 一些 作 者 甚至 

把 它 当 作 一 个 特别 的 同一 名 称 的 类 型 (Seuerzouia Bgl. et Schmalh.), 

申 此 可 见 , 豆 荧 的 硬 毛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是 派 (或 甚至 是 属 ) 的 特征 ,人 而 我 

个 在 A. schmalhausenii var. inermis 中 有 革 种 显著 超出 种 也 许 派 (其 

至 属 ) 的 变 轴 以 外 的 偏差 。 

我 们 提出 一 个 问题 : 用 何 种 方式 能 够 说 明 植株 的 窒 鞠 现象 ?这 喜 

必须 着 意 到 一 系列 下 列 的 情形 。 这 些 植株 的 出 现 , 如 所 周知 发 生 在 

不 超过 一 二 年 之 内 ,因为 矿藏 是 年 幼 的 。 在 这 种 情 深 下 杂交 是 很 有 

问题 的 , 因为 所 有 派 的 种 具有 硬 背 的 豆 贡 , 这 样 的 种 在 中 塔吉克 斯 坦 

Tamupe-Anae) 生长 的 只 有 一 个 种 。 巴 然 空 鞠 的 植株 只 发 现 了 一 

> 那 厅 承 能 够 预料 凑 生 这 一 植株 的 种 子 是 一 个 或 是 很 少 的 这 种 种 

Ss Fe FE EA ORES AY RE PE, BN ZSOLT ch EFE 5 FE I — 

般 的 A. schmalhausena 型 植株 所 由 生出 的 种 子 是 在 母 本 植株 上 一 起 

发 育 的 。 REBUM CREST, RIE TAIRA 

SALE A. Basal BY RE AEA I] A EA, 但 是 在 同一 植株 上 , 在 某 种 

”还 没有 知道 原因 的 影响 下 发 育 。 AYRE ALS ETE A. schmalhausenis 种 

子 与 栽培 植物 的 种 子 在 婴 常 的 时 期 一 境 儿 播种 了 下 去 。 

这 样 地 离开 种 型 在 文献 中 早已 描述 过 ,例如 光滑 的 草 陀 划 (Datwr- 
va stramonium L.) BABE (Ranunculus arvensis L.) 等 的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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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Be eke as ae TA CM AMMEN be LA REHAB 

ARK AG BI, BN AaB Ae PEAS, C. UL. BEAR ALI A (1899) B48 HE 

力 说 明 他 所 收 偶 的 植物 类 型 迅速 的 种 的 转变 的 事实 , I ES 
现象 以 唯 必 的 解释 ,认为 是 由 共有 机 体 的 某 种 内 部 的 力量 一 一 “ 竖 收 

变 轴 ” 所 引起 的 。 必 须 指 出 , 虽然 科 尔 任 斯 基 举 葛 赏 得 自己 立场 的 不 

坚定 和 有 意 作 另 一 种 的 论断 ， 正 是 他 写 道 如 果 不 能 把 外 界 条 件 作为 

婴 质 性 的 直接 原因 , 那 示 无 葵 如 何 它们 能 起 引起 (着 重点 是 我 加 的 

一 一 作者 ) 因素 的 作用 。 科 尔 任 斯 基 讽 为 下 列 条 件 天 大 地 促进 械 质 

变 械 的 多 得 : (1b) 生存 条 件 的 改变 ，(2) 栽培 条 件 和 (3) FEPS ATE 

面积 上 的 重复 播种 。 

A. M. 说 伏 格 重 德 斯 基 和 M. ©. 3278 BER (1. M. 再 0BOTpPyTCEKE 首 和 
M. ®. CHHeror 1947) 的 著名 的 研究 显明 的 说 明了 某 些 观察 到 的 现 

象 。 这 些 研 究 者 在 中 卡 查 赫 斯 坦 (卡拉 阁 过 省 ) 栽 培 了 许多 年 的 误 萌 

逢 和 后 , 改 现 了 彰 夭 在 这 圳 发 生 了 许多 迅速 的 和 深刻 的 变化 ,他 人 将 其 

PR “ESRI”, SRS EL: FEE RASH) (正常 植株 长 度 为 
8—15 毫米 ,退化 植株 5 一 7 2K). JEM EAI TR (RR 

状 突 起 不 充分 发 育 , 所 有 10 4 HER TE RRR A EE, 子 房 中 胚珠 数 

减少 等 )。 同 样 鞠 也 不 正常 (退化 植株 的 贡 与 正常 植株 不 同 ， 没有 螺 

旋 形 的 纹 等 )。 应 该 指出 ， 当 把 萌 短 栽培 论 灌 浙 地 和 非 灌 浙 地 时 , 雪 

探 用 不 同 的 耕作 方法 ,不 同 的 施肥 ,植株 的 管理 不 闻 时 就 观察 到 有 退 

化 现象 。 显 然 , 这 圳 出 现 比较 一 般 的 因素 。 
说 伏 格 和 鲁 德 斯 基 和 辛 钊 波 尔 以 很 仔细 的 方法 和 俱 定 了 在 卡拉 阅 达 

省 引起 曹 藉 退化 的 原因 是 后 者 的 自然 特性 。 在 中 卡 查 蔡 斯 坦 条 件 
下 ,名 浊 萌 藉 婴 花 授 粉 的 昆虫 的 种 是 比较 少 的 、 牙 且 东升 在 这 于 年 复 

一 年 的 被 迫 自 花 授 粉 。“ 警 哈 表 现 出 来 一 一 作者 写 道 一 一 在 这 些 条 

(EP, SRR RE BAG A HET BS 78 Ril B Zen ee.” (64 A) 

同时 必须 指出 , 在 首 蒋 播种 的 第 一 年 上 述 所 指出 的 那些 不 正常 现象 

一 艾 都 没有 发 现 过 。 它 们 从 第 二 年 起 开始 出 现 , 最 初 是 少量 的 植株 ， 

PEIN EVA. 最 初 看 到 的 退化 是 在 1942--1943 年 的 总 箱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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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地 的 个 别 慎 株 上 。 以 后 末年 中 变 暴 的 植株 数 经 常 增加 ， 而 在 1946 

年 这 种 现象 具有 普 逼 的 性 质 。 退 化 现象 的 发 生 过 程 芹 时 还 没有 充分 

精密 的 研究 。 可 是 谋 伏 格 和 鲁 德 斯 基 和 辛 温 波 尔 看 到 了 这 样 的 植株 ， 

BN —BE4E Fe EUR IE ASE, 155 PETE 则 是 退化 的 。 和 后 者 

通常 是 在 最 高 的 枝条 与 较 上 层 。 生 面 一 种 情况 似乎 表明 了 这 圳 的 问 

题 不 俊 在 於 缺 乏 昆虫 授粉 者 ,而且 在 於 这 样 的 当地 气候 因素 如 强烈 
的 太阳 热 , 显著 的 风 等 强力 的 影响 ,这 种 因素 使 在 很 大 程度 上 首先 是 

在 最 突出 (高 的 ) 花 序 受 到 影响 。 

综合 在 中 卡 查 赫 斯 坦 条 件 下 属 论 被 称 为 退化 萌 箱 的 那些 事实 ， 

我 倍 可 以 作 如 下 的 解释 。 
发生 上 面 所 指出 的 结 梭 破 坏 的 那些 情 株 , 天 小 的 花 , 结 没有 螺旋 

纹 的 小 的 英 , 种 子 和 胚珠 数 减 少 等 ,显然 (这 样 的 植株 我 没有 条 见 过 ) 

5 BPA BLAS YS ta (Medicago Komarovii Vass.) 是 很 相似 的 。 和 后 者 

-分 作 世 西北 部 卡拉 疾 过 省 的 附近 区 域 ,而 亦 可 能 在 卡拉 同志 州 内 过 
BY ts EE AEA AE TE OR OR RE A BE, 他 个 看 见 过 野生 的 “退化 

了 的 ” 狂 型 的 彰 箱 植株 。 我 们 把 科 马 罗 夫 萌 箱 (JUedicwgo Komarovit) 

ARTEL BOK AE PAE ae, EM WW. tianschanica Vass. FM. 

trautvettres Sumn. 的 种 , EE ALTE RAS eB) Oe AD ZR FA Hi Tin 4. AE 

ARI He, BE RAI PRA IE Pr ee AE AY 

AEX BU PEA ARSE Pe BPA ie et BA (ML. tianschanica-— 

M. Komarovii) Fl EFEARES RF PF 5 48 88 CRE A ts “GBR 89” 

Bifa) 对 立 起 来 , Ae EAT, Fe I LE 

PEA FERE LET AS BLK PAB, wo AES UTE AS a Bs, FERS 

Pete PE ait HAAR EEA AE AR SR, FE “野生 ”本 性 中 的 物种 形成 的 

”规律 性 是 有 根据 的 。 

A. B. BARE (A. B. Typexni, 1949) 所 引用 的 事实 对 帮 我 们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他 证 实在 哈 罗 格 斯 基 植 物 园 (海拔 2200 米 ) 条 件 下 各 

有 自己 的 形形色色 起 匆 的 乔 林 在 很 幼 和 芥 蛙 期 当 植物 还 很 小 时 欧 进 人 

结果 期 。 古 尔 斯 基 观 察 了 丁香 的 三 年 实生 苗 , 当 植 株 高 过 35 一 40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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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ZE EIR AT. FER. PA Aa, 稠 李 , Pee RA 

ar Ft A REA in Pl EMG 2 Rr El 4 eR ey 70 一 100 J OK RBA 

EFI REARS TT. Pre EES SCRE A IY 0 EL 

传 本 性 迅速 改变 的 和 促使 它 向 一 定 方 向 改变 的 一 般 原 fal listh ie 

ee 

UZ ARREST “SB (RK Seo Rh OSE as RW 

KR, ES 尔 文 (1900) 、I. M. 科 尔 任 斯 基 (1950) 及 其 

他 作者 的 著作 。 

eB. UL. 塔 里 也 夫 (B. Vl. Tammeg，1915, 1930) 特别 是 最 近 gy 

李 森 科 (1948) 的 著作 中 可 以 找到 对 物种 形 不 过 程 的 迅速 通过 的 可 能 

性 有 利 的 一 系列 理论 。 

4 =. % % 

综 上 所 述 , 我 想 说 的 如 下 : 

根据 B. A. 凯 勒 尔 (1948) 的 璧 哈 的 褒 法 ,植物 界 的 进化 引起 这 样 

的 印 像 , 衍 佛 是 自然 界 的 进化 是 自发 的 , 宣 目 的 ,很 多 次 的 ,在 上 自己 的 

不 同 发 育 程度 上 ,按照 利用 环境 可 能 性 的 道路 进入 疝 伴 的 人 日 , 疗 时 

也 有 时 落 淮 了 死胡同 ; 草 了 时 还 没有 走 上 “大 路 "。 

上 面 所 指出 来 的 一 系列 现象 可 专 被 认为 是 这 类 : 自然 穷 的 企图 ” 

在 显著 的 外 界 环 境 影 响 下 植物 的 加 速 变 婴 。: 当 然 , 像 P.A. SLAG” 

册 的 , 远 不 是 所 有 的 企图 都 是 成 功 的 “BIKE”, Bl (BASIL 

勒 尔 这 种 说 法 这 样 解释 ) 新 种 的 形成 。 BRT MAIL SFE 

的 照 兆 下 在 自己 种 型 中 找到 地 位 ,许多 条 件 还 是 必须 的 。 

当 有 人 类 参加 时 , 这 个 过 程 就 按照 另 一 种 方式 婆 生 : 人 能 引起 ， 

Ae il BBL A AE SR, 而 这 些 变 婴 在 一 般 的 自然 条 件 下 是 不 能 

停 洲 的。 

我 想 补 充 说 明 与 我 们 所 研究 的 问题 有 直接 关 傈 的 苏联 最 大 的 和 进 

化 学 家 之 一 一 一 A. 互 . 克利 喜 托 租 稚 奇 (A. A. RpmmrTogoaaa) Pir a xk 

的 意见 。 克 利 喜 托福 维 奇 写 过 , 在 “古老 的 ”植物 区 系 的 各 个 发 展 蛙 

期 中 , 像 古生物 学 所 描写 的 那样 ,在 很 长 时 期 内 没有 和 经 压 到 重大 的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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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保 存 了 自己 的 型 式 。 在 这 些 稳 定 的 (古老 的 ) 系 区 世纪 之 问 , 能 链 
PUTA ERT BE A RA), 这 时 在 地 球 的 广大 面积 上 发 生 了 植被 的 大 
Bi BF. 

A. H. Ye AUREL MAME SS EAN SET BEARER Be) SA SE 
Ha SE es ee SR ES TST HEL 9 Fe BE HH i 5 we BI 
A CUR Ai RAN SRIS, SEA IA AREA ames 
沦 等 的 来 降 , BELTS RMR $c RE FSS HC MEA EE, EAE TY “Gi 
LEE ARTI Ie”. “有 锥 能 够 一 一 他 发 出 问题 一 一 惟有 估 据 这 些 
新 广场 的 能 力 ?” (43 页 )。 

克利 喜 托 往 和 维 奇 认为 在 迅速 估 俩 新 领域 的 过 程 中 , 进化 过 程 未 
六 能 够 制造 足够 数量 的 新 植物 类 型 , 来 适应 具有 新 秩序 的 地 域 。 在 
这 台 萌 不 会 留 有 植物 本 身 组 积 大 量 的 根本 破坏 , 根本 改造 的 上 时间。 
这 样 的 类 型 ,按照 克利 喜 托 福 稚 奇 的 想法 , 早 就 应 该 大 量 存在 论 且 是 
应 蔷 以 现成 方式 作为 “ 层 殖 者 的 干部 ”突入 新 的 便 域 。 克 利 喜 托福 维 
奇 认 为 这 些 新 的 “ 民 殖 者 的 干部 ”在 古老 的 区 系 之 内 或 之 外 形成 。 过 
低估 证 植物 种 在 新 的 (显著 不 同 认 人 蔓 的 ) 环 境 条 件 中 迅速 变 边 的 可 能 
性 人 迫 使 他 发 生 很 少 有 根据 的 假定 。 

其 次 谈 到 与 植物 区 系 组 成 的 改变 有 关 的 植物 结构 的 改造 改变 的 
过 程 ,克利 喜 托 福 和 维 奇 证 实 , 这 过 程 在 末 千 年 内 进行 , 而 有 了 时 甚至 只 
$66 te (“ 末 百年 一 一 这 是 不 坏 的 结论 一 一 作者 ) 。 再 其 次 我 们 认为 
“能 够 把 极 带 植物 的 千 构 与 古老 的 森林 植物 区 系 更 替 过 程 相 提 东 葵 ， 
例如 , 当 狗 在 出 现时 猫 急 忙 逃 到 权 上 ”(77 页 ) ,一 一 这 完全 要 得 | 

Peehena Ansan 义 的 二 方面 、 AB 
要 的 方面 。 

A. Il. 西蒙 详 夫 - 唐 - 香 斯 基 (1910) 指出 了 ， 当 考察 物种 形成 间 
题 时 通常 犯 了 一 个 主要 的 芍 忽 , 即 力 图 证 实 种 是 某 种 大 狗 相 等 价值 
的 东西 。 在 那些 “完全 相等 ”的 东西 之 间 种 是 不 存在 的 。 西 蒙 诺 夫 - 
唐 - 香 斯 基 指 出 ,在 每 一 三 (Tpymra) 中 的 种 在 自己 的 地 理 上 的 年 疮 方 
面 \ 起 源 方 面 、 在 它 人 分离 和 形成 的 速度 方面 、 在 它们 自己 起 源 是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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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的 因素 特性 方面 、 它 们 为 了 和 进入 完全 的 类 型 而 进行 的 方法 方面 是 
可 以 极 不 相同 的 。A. 歼 . 托 尔 马 切 夫 (A. U. Tormaues, 1953) ae 7 

近似 这 样 的 意思 。 

这 些 关 帮 物 种 形成 过 程 的 不 平衡 性 、 不 均一 性 的 意见 值得 很 大 

的 注意 。 

但 是 如 果 撤 开 这 些 兹 上 且 有 条 件 地 谢 法 把 物种 形成 过 程 看 作 按照 

唯一 图 式 进 行 的 , 那 麻 甚 至 我 们 也 不 能 离开 这 个 过 程 的 不 平衡 性 和 

不 均一 性 。 

果然 ,假如 说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新 种 的 形成 能 够 在 龙 代 之 内 实现 

那 麻 如 何 能 够 认为 这 是 物种 迅速 改变 的 呢 还 是 缓慢 改变 的 呢 ? 按照 

我 的 意见 ， 只 能 这 样 的 回答 , 变 轴 的 进行 “ 解 是 迅速 的 又 是 不 远 速 

Ay,” 

Pl ant — EAL i Se KR, (AREA RRS 

40—50 “FAS HAE BIASES, FETE ZF ERE ASCE 

Fs 4 SE EE in aR AL oT OS EE FE aR, Bl aH 

FE ETE ESE 5 hm Ue" E BS BE SF EHP ase, SAS ES AR AS 

要 延长 到 数 百年 。 

须知 种 子 或 多 或 少 长 时 期 内 在 土壤 中 停留 本 身 已 经 显现 出 了 对 
植物 有 机 体 发 生 的 改变 的 影响 。 在 这 方面 虽然 最 近 T.A. 拉 穗 塔 详 

夫 (IT. A.Pa6oraH0B，1948, 1950) 作 了 报告 ; 认为 是 过 尔 嫉 及 许多 基 

他 研究 者 的 指示 。 恰恰 是 这 样 , 例如 同一 种 的 个 体 厌 种 子 的 帮助 能 

够 级 慢 地 (简直 是 一 步 一 步 地 ) 和 远 速 地 (由 饥 类 捍 带 ) 发 生 脖 移 。 在 

这 二 种 情形 下 属 亦 同一 个 种 的 和 甚至 也 许 来 自 同一 个 母 本 情 株 种 的 

植物 有 机 体 的 改变 ,能 够 厌 助 於 不 同 的 方法 ,具有 不 同 的 速度 发 生 。. 

FER AR RS BaP RT AE ao a PRT: 

1. 在 许多 情况 下 ,， 当 外 界 环 境 对 植物 发 生 一 定 影响 时 能 观察 到 

秆 物种 的 迅速 改变 (有 了 时 尽 本 植物 部 分 表现 出 不 一 致 性 ); 

2. 这 些 改变 有 了 时 引起 植物 新 类 型 的 发 生 , 这 些 类 型 在 自己 的 特 

性 方面 不 俊 超 出 种 的 箔 国 而 且 也 超出 属 的 范围 ; 



论 物 种 形成 过 程 的 速度 问题 63 

3. 同时 类 似 的 类 型 《但 是 就 是 类 似 的 , BD Fe PS asl Pe AL 

貌 方面 相似 的 类 型 ) ,我 们 了 时常 在 自然 界 中 发 现 过 常常 把 作 为 较 好 

的 章 独 的 种 ， 与 原始 的 、 较 古老 的 种 比较 ， 其 起 源 是 较 年 幼 的 , 派生 

的 ; 

4. 有 根据 来 假定 ,至少 在 一 定 的 (显著 的 ) 外 界 环境 影响 时 物种 

形成 过 程 是 迅速 的 (和 飞 中 ); A. FEAR NG OK (1953, 547 页 ) 说 过 ， 

“直接 否认 这 样 的 可 能 性 我 们 是 没有 根据 的 ”; 

5. BYE “FRE”. 在 这 事 应 理解 为 不 是 “偶然 爆发 ”的 意思 ,而 是 

或 多 或 少 加 速 变 机 的 意思 一 即 植 物 有 机 体 在 外 界 环境 影响 下 的 改 

[G2 St0 BR “HEARERS” (Dotannmuecknit AHypuar), 1954 42 39 #6 期 ; 

著者 : U.T. Bacnaunaxo; JRE: K Bonpocy o Cxopoctn Iporyecca Buxoobpa- 

BoBanma; 原文 出 版 者 :苏联 科学 院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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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BAR ERA 
CREO HER EA” 1953 42 1 1) 

大 狗 在 一 百年 马 前 著名 的 英国 自然 科学 家 查理 士 . SERA 

了 植物 和 动物 种 的 可 变性 , 植物 和 动物 种 问 的 葵 承 性 和 一 个 生物 种 

起 源 於 另 一 生物 种 。 这 是 十 九 世纪 著名 的 科学 发 现 之 一 。 
1K + SSSR AE, 过 尔 文 结束 了 关 帮 植物 种 是 与 任何 事物 

没有 联系 的 , 定 上 希 所 拯 造 的 , 没有 变 扯 的 观点 ,因而 也 就 把 生物 学 

建筑 在 十 分 科学 的 基础 上 。 

过 尔 文学 说 为 了 间 明 关 帮 在 农业 生产 实 中 中 被 人 类 所 利用 的 许 

多 种 栽培 植物 和 家 畜 的 起 源 问 题 开 关 了 道路 。 但 是 关 欠 许多 种 栽培 
植物 的 起 源 问 题 , 例 如 ,现今 的 禾 吉 作物, 直到 如 今 在 生物 科学 中 没 

有 得 到 解决 。 See + ere 了 农业 实 跨 来 解答 这 

个 问题 都 有 重大 意义 。 
# + 岁 学 

在 生物 科学 中 自古 以 来 就 注意 到 作物 种 的 起 源 问 题 。 

SA AEE RCE LSS (EAA eS RO, 许多 调查 

REFS PRE ZELRSORE oH pie. MM 

ES, SR 定数 量 的 耕种 作物 种 A ORE J oe ae 

现 了 。 但 是 仍然 还 储 有 音 多 在 任何 地 方 也 技 不 到 野生 状态 的 栽培 本 

物种 类 。 

Sin BAG Fe loaf FA 5+ FE (Aaponcom Jlexanzors 1810—1893) 

部 亦 关 明 现 仿 裁 培植 物 原始 类 型 的 知名 著作 特别 广 活 地 为 人 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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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苏 联 的 生物 学 家 B. JN. BUG BA, TL M. 茹 科 夫 斯 基 和 其 他 人 在 
这 个 问题 上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得 坊 多 根据 在 栽培 的 影响 下 植物 的 变 婴 很 少 是 如 此 深 歼 , 以 至 
共 不 能 认 恰 它 介 的 租 先 。 但 是 他 对 帮 许 多 种 栽培 植物 兹 没有 找到 那 
样 的 祖先 。 在 1855 年 他 报 半 了 研究 157 种 最 主要 的 栽培 植物 的 研 
罕 和 结果 ,他 认为 其 中 有 85 种 末 乎 为 尽 人 此 知 的 ,是 处 於 野生 状态 的 ， 

Ai 40 Fi —— WY SEMAN 32 种 (或 为 所 有 研究 过 的 种 类 的 五 分 之 一 

强 ) 一 一 在 野生 状态 中 完全 未 见 的 。 
在 分 析 上 述 得 堪 多 的 餐 料 的 同时 , 达尔文 写 道 :“ 但 是 应 该 指 出 

Ay (F842 —— 5 F) 没有 把 那些 特征 不 显著 的 植物 种 类 列 入 他 
的 目录 中 , 那 就 是 一 一 南瓜 , 栗 , 季 ,和 藉 豆 , 某 豆 ,辣椒 和 靛青 等 的 不 同 
的 品种 。 他 同样 也 没有 把 观赏 植物 列 太 ,而 同时 , 最 早 栽培 的 观赏 植 
物 中 的 一 些 种 类 如 某 些 种 菩 蕉 ,普通 的 白花 百合 , 晚 香 玉 (Polyantjhes 
tuberosa 工 .) 和 甚至 丁香 ,据说 ,是 不 见 有 野生 状态 的 。21) 

“ 。 需 基 一 些 种 是 从 另外 一 些 种 产生 的 科学 的 唯物 主义 理论 被 巡 尔 
证明 以 和 后, 栽培 植物 原始 种 的 探 苇 就 更 广泛 地 展开 了 。 但 是 还 是 
没有 得 到 和 良好 的 效果 。 

1882 年 未 得 坟 多 所 著 的 内 容 丰 富 的 专著 “栽培 植物 的 起 源 ”# 一 . 
书 出 版 了 。 得 霸 多 收集 了 有 了 关 栽 培植 物 的 历史 和 地 理 间 题 的 多 量 实 
际 材 料 ,虽然 如 此 ,但 是 他 仍然 不 得 不 指出 ,“…… 还 是 有 不 少 在 野生 
状态 中 所 不 网 的 种 类 。”2) 在 这 个 著作 台所 记载 的 247 种 裁 培 植物 
中 ,得 堪 多 认为 有 194 种 洒 乎 是 确实 在 野生 状态 中 为 众人 此 知 的 ,27 
种 一- 可疑 的 和 26 种 一 -在 野生 状态 中 完全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 

SHES SAE, 若是 那些 在 野生 状态 中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植物 种 是 
起 源 於 在 植物 学 方面 很 少 研 究 或 完全 没有 丢 研 究 过 的 地 方 或 者 是 这 
些 在 野生 状态 中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植物 种 是 属於 还 没有 很 好 地 研究 过 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 查理 '. ERK: DRM SER, BMS, 第 339 页 ，1951 年 版 。 
2) 阿利 缉 . 得 堪 多 ;耕种 酝 物 的 起 源 。 第 473 页 ，1885。 
BEA TER a hd EAE PAR eA R79" 2 hy S ik” ,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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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种 天 , 那 麻 ,就 可 以 希望 ,“ 在 它 个 底 原始 状态 中 ”将 来 可 以 找到 
它 个 。 但 是 ,他 很 明白 ,这 是 不 属 亦 栽培 植物 之 例 的 ; 

他 爸 写 道 :“ 在 这 样 的 情况 下 ;有 了 两 个 可 和 的 假设 : 慎 物 在 目 然 界 

中 , 狂 如 在 栽种 中 ,在 历史 时 期 中 , 按 自己 的 形态 改变 到 这 种 程度 ,到 
现在 已 不 可 能 承认 它们 是 属 庆 同一 种 ; 或 者 是 减 亡 了 的 种 。2) 
但 是 在 承认 雨 个 被 指出 来 的 假发 的 可 能 性 的 同时 ,得 堪 多 实际 

LESSEE SRT AeE EE Tete 
os 8 8s 2@¢ e© 8 8© 8» @ 2 € "e"@® .0© @: &8°@ @ #. @ 8 WO) 960 eee 

ee e oe 28 ee .2 @ *® & ere 9B ° C'S 9S Dee eee 

Bek 怀 AR >a Btn 此 深 

J, 以致 认 不 能 训 蕊 它们 底 野 生 和 祖先 的 说 法 的 正确 性 。 他 注意 到 那 

些 情况 ， 邹 是 以 任何 有 丛 的 特性 所 显明 地 分 化 出 骏 的 那些 植物 最 初 

可 能 是 被 人 瑚 拿 来 栽种 , 也 注意 到 这 些 植物 不 可 能 是 沙 度 中 的 或 是 

Rite HOH BI LAER, ERNE Bia RB 

奇 届 的 ,我 们 底 那 样 多 量 的 栽培 植物 在 野生 状态 中 还 是 完全 不 为 人 

所 知 或 是 它 个 底 野 生 祖 先 也 是 可 怀疑 的 。 WFR BE. Fa SHS AS 

和 结果, LENA yp hs FS BIE BIE A, AE, AE RRA 

Le? 

3 Ae SC HE hd BE OR BM ys 2 SP Ree 

T SPP ET SR SB. 070. BB. 18 fh ee 

源 ， 
例如 EAR ACHES T UL. C. 帕 扩 斯 (Haamarac) Be 1780 年 发 表 

LiMhionhipaddnnimaaansiececatmilieliits: 

Bie (2 A PAIR TAR aE.” | 

By 5h, ABR OR Pe oe SCR FEB ems 下 一些 种 变 成 吻 二 

些 种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他 没有 托 这 个 假定 应 用 到 许多 其 它 的 种 类 上 

1) wisp .得 霸 多 : 寿 种 植物 的 起 源 。 第 41 页 ，1885。 
2) 查理 . CRM FER, HOB, H 3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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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ACA AES BF A PARES EE HABA EB RS 

PAE RAS » it ALE APSE FE ES BF a) PS AEH RS, 

He AR BRA RS AD SAS + 利 . BG BARGE ae as 

晰 地 着 重 提出 栽培 植物 的 起 水 问题 1)。 

但 是 许多 种 栽培 植物 的 现今 短 型 在 自然 界 中 任何 地 方 也 不 存在 

被 证 明 以 后 ,有 关 和 们 底 起 源 问 题 , 就 更 加 尖 钢 地 提 幢 来 了 。 但 是 直 

到 最 近 一 个 时 期 这 个 问题 ,如 已 说 过 的 , 仍 未 得 解决 。 这 一 点 也 就 褒 

明 那 种 情况 , 为 什么 在 1950 年 出 版 的 茹 科 夫 斯 基 院 士 底 著作 “栽培 

植物 和 写 个 谨 同 族 ” 中 ,在 关 帮 最 重要 的 栽培 植物 起 源 问 题 上 ， 著 者 

fat: 
“HEA — OR FS EE (Triticum durum Desf.) 的 起 

Va, 不 为 人 所 知 。”(79 页 ) “RE (Triticum turgidum subsp. 

compositum ) 的 起 源 不 为 人 所 知 , 兹 且 在 文献 中 没有 讨论 过 。”(83 

“BRB ANZE (Triticum polonicum L.) 的 起 源 同 样 地 不 为 人 所 知 。 

没有 任何 套 料 是 为 了 这 个 题目 而 讨论 的 .”(83 Bh) “HS A 2S 

(Tritium compactum Host.) 的 古老 性 和 其 接近 的 野生 种 的 后 乏 ,这 

个 种 的 起 娠 是 难 认 想像 的 。”(88 页 ) 

在 天 於 大秦 的 一 章 中 , BG + a 茹 科 夫 斯 基 高 道 :“ 关 放 栽 培 的 

裔 物种 钴 起 姑 问 题 芹 时 和 尚未 得 解决 .”(113 页 ) AS AE ae 

(Avena sativa L.) 的 起 源 ,我 们 读 到 :“ 这 个 问题 也 辣 小 麦 . 黑 麦 和 大 

寿 一 样 的 不 易 解 决 。”(116 A) BARS ASAE PRR: “RE, UH 

WA JER EBRD, ROEM BRAS PRB, 也 

FEM HEU.” (146 页 ) , 

MEET EY RRS RELI. 而 且 RSH 

"ERS SD (BE. PRE AE. BRT EO. HR. SL AL 

4s) ad DN, FG EE SE) RED Ti] RSS Sen BALAN I 

ee HE + GAA A a ia da Bs “BL PY AE RES 

1) = ° Fi ° 科 马 GF Bott SARA AL Pike 产 。 235 页 》 1938。 

* Sw “Copsop” 一 宇 的 意思 未 查 到 , 猪 想 可 能 电 枢 属 (Cocopa).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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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找到 , 也 常常 是 根本 没有 认识 到 许多 栽培 植 物 的 野生 祖先 。 TBR 
这 一 类 的 : at. id nous piessdbdderahieatini tase 

artsatolaoxapdpirinn 
麦 、 大 奏 、 跪 豆 、. 谭 嘴 豆 、 蛋 豆 、 香 瓜 和 许多 其 余 的 植物 属於 此 类 。”(41 
8) 

大 多 数 生 物 学 家 关 放 栽培 植物 的 起 源 的 现代 的 概念 就 是 这 样 。 
% * 党 * 

许多 栽培 植物 种 的 起 源 问 题 在 生物 学 中 直到 现今 没有 得 到 解 
De, 其 最 重要 原因 之 一 , 在 於 对 解决 这 个 问题 缺乏 正确 的 历史 的 网 

解 。 训 为 解决 这 个 问题 ,与 农业 的 码 史 ,生产 力 情况 和 全套 关 傈 没有 
MME. 这 也 不 是 偶然 的 伙 乎 在 全 经 花费 在 栽培 植物 起 源 问题 上 的 
全 部 工作 中 ,照例 ,没有 分 析 农 业 技 术 水 平和 甚至 农业 耕种 轮作 制 如 
土壤 肥沃 条 件 恢复 的 方法 以 及 耕种 作物 的 改进 等 的 改变 。 
马克 思 烈 窗 主 义 创 始 人 指出 ,这 样 的 看 法 是 不 正确 的 。 
马克 思 全 经 指 出 过 ,在 劳动 过 程 中 不 仅 在 过 去 ,就 是 在 现在 也 具 

有 自然 界 所 供给 的 ， 而 不 是 自然 界 的 物 提 与 人 类 劳动 相 千 合 的 生产 
套 料 的 参加 。 但 是 栽培 植物 和 家 畜 不 在 这 类 生产 套 料 之 列 。 局 克 思 
指出 ,在 人 类 历史 的 最 初 阶段 剧 服 了 的 , 因 之 厌 助 於 劳动 的 帮助 而 变 
BY as, BATFE A Bh FI TS OBA, AR. ASK PUBL 
烈 , 同 为 劳动 工具 重要 的 角色 ,他 写 道 : 
“动物 和 柄 物 通常 被 认为 是 自然 界 的 产物 ,实际 上 ， 不 仅 在 过 去 
年 代 吉 ,是 劳动 的 产物 ,而 且 在 其 现在 形态 上 也 是 在 许多 代 在 人 类 控 
制 下 藉 助 放 人 类 劳动 所 完善 化 了 的 变形 的 产物 -21) 

J - 胃 格 斯 也 强项 指出 同样 的 思想 , 当 他 指出 “在 各 种 九 工 繁 青 
和 培育 的 方式 帮助 之 下 ,植物 和 动物 在 人 的 手中 如 此 变 婴 ,使 人 无 法 
i. 禾 席 类 栽培 植物 的 那些 野生 祖先 直到 现今 还 没有 被 发 现 。?23) 

1) 卡尔 REE, B-E, 8188 页 ，1949。 
2) 转 格 斯 ;自然 辩证 法 。 第 139 一 140 B,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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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天 林 同 志 在 他 底 著作 “ 长 证 唯物 论 与 压 史 唯物 花 ” 中 的 指示 ， 
对 钛 栽培 植物 和 家 畜 的 起 源 问 题 的 正确 提出 和 有 效 的 解决 具有 无 上 
的 意义 。 

闵 明 从 十 到 今日 的 生产 力 发 展 的 一 般 情况 时 ,斯 大 林 同 志 写 道 : 
“从 粗 策 的 石器 过 滤 到 甩 箭 , 兹 与 此 相 适应 而 由 狩猎 生活 过 渡 到 

副 养 动物 和 原始 畜牧 ; HARB (GE, SER), 
蓄 与 此 相 适 应 而 过 滤 到 种 植 植物 以 及 过 渡 到 农业 。?1) 
斯 大 林 同 志 指 出 , 极 和 贫乏 而 原始 的 狩猎 经 济 是 饶 不 知道 养 畜 业 ， 

也 不 知道 农业 。 
有 了 这 些 指 示 , 显 见 ,栽培 植物 和 家 畜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是 与 农业 的 

历史 、 农 业 技 术 和 农业 悦 施 的 改变 有 不 可 分 离 的 联 傈 ,通过 这 些 改变 
ARNT HL. + Fl + 科 局 罗 夫 院士 开放 我 们 底 许 多 种 栽培 植物 
是 栽培 的 成 果 , 薄 且 任何 时 候 也 没有 碰见 过 野生 种 类 的 千 论 是 符合 
於 这些 原理 的 。 

从 已 经 引 让 的 科 马 罗 夫 原理 中 可 以 得 出 结论 , 印 显 然 在 耕种 影 
响 下 ,发 生 可 以 壮 传 的 植物 种 类 的 变 届 。 同时 米 丘 林 以 前 的 生物 学 
侣 提 秦 了 拉 局 克 关 太 获 得 性 遗传 的 正确 而 十 分 科学 的 原理 , 因而 妨 
号 了 植物 和 动物 剧 化 问题 的 正确 解决 。 

只 有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证 明 获 得 性 遗传 乃 是 自然 规律 。 
在 栽培 的 影响 下 生活 有 横 体 的 多 样 形态 仅仅 可 以 用 这 个 规律 的 

He IR. He + REESE: “PE PLEO PER aR A 
BSE IA] PE AAU SL EI Se 0 SS ST ELE SE Le A 
有 机 体 的 所 有 天 型 ”2) 

B. P. 维 康 斯 强调 指出 同样 的 思想 。 在 指出 自然 界 中 活 下 来 所 
有 最 沽 应 讼 外 界 环境 的 同时 ,他 合 写 道 :“ 但 这 是 假定 有 机 体 的 变 迪 
性 和 获得 性 的 遗传 。”3) 

1) 斯大林: 列宁 主义 问题 ,第 十 一 版 ,第 554 页 。 
2) fF + - Kicm KICKS, Hs. H 321 页 。 

3) Se A + Bee REE. G37 A,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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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现时 天 法 很 难 找到 认 鞭 的 生物 学 家 或 农学 家 , 否认 动 植 物 在 
所 铀 天 化 的 影响 下 的 极其 重要 的 变 枫 。 但 是 关 认 生物 种 在 人 的 作用 
影响 下 变 婴 性 的 程度 问题 对 认 许 多 生物 学 家 人 告 是 有 雪花 的 。 实 际 上 
直到 如 今 很 多 人 所 持 的 出 发 点 是 自然 界 中 没有 过 的 新 种 在 植物 被 栽 
培 的 影响 下 是 不 可 能 产生 的 。 提 出 来 的 概念 与 事实 有 蓄 人 的 了 矛盾。 

有 不 少 “被 驯化 "了 的 动 植物 的 种 ,虽然 产生 许多 变态 ,仍然 是 野 
生 状 态 中 的 那些 种 。 例如 , 被 人 类 所 和 创造 出 来 的 那些 钙 羊 和 猪 的 品 
种 的 形形色色 , 就 是 属於 野生 状态 中 的 野 羊 和 野猪 的 同 二 种类。 相 
反 的 , 同一 种 一 一 家 狗 一 一 起 源 认 休 个 原始 的 种 。 许多 栽培 植物 也 
是 如 此 。 这 是 很 明显 的 ,因为 在 植物 和 动物 的 被 串 化 时 ,不 是 常常 要 
求 植物 和 动物 的 特征 的 变 婴 ,而 转变 为 另 一 种 。 但 同时 我 们 知道 , 栽 
培 在 大 田 、 某 园 、 果 曾 、 温 室 中 的 许多 种 植物 直到 如 今 还 没有 发 见 它 
个 底 野 生 原 始 种 。 这 些 种 植物 究竟 起 源 讼 另 一 些 怎 麻 样 的 种 的 呢 ? 
天 共 物 种 转变 途径 的 不 正确 的 概念 阻碍 了 回答 这 个 问题 。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在 生活 条 件 变 机 时 一 一 扰 葵 是 现在 的 或 过 去 
的 外 部 环境 条 件 , 一 些 生 物种 直接 产生 另 一 些 生 物种 。 硬 粒 小 麦 产 
生 软 粒 小 麦 ; ANSE FEAR; GE DS EA EE DE BRK 
SE ROS. Je A BR EA : 

ALE TE HE 2S ER EAE ORES , ES EAE A A Se, 
李 森 科 院 和 作出 了 一 - 般 的 结论 , 即 是 “许多 其 它 栽培 植物 种 局 样 是 一 
些 别 种 栽培 植物 所 产生 的 。 这 一 点 可 以 说 明 , 为 什么 许多 种 栽培 植 
物 到 现在 还 没有 找到 野生 的 原始 种 。”1) 

这 样 一 来 , 有 关 那 些 直 到 如 今 还 没有 找到 野生 原始 种 的 栽培 植 
物 的 起 源 问 题 ,就 得 到 了 解决 。 

自从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著作 “在 科学 中 关 帮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出 版 以 
后 ,获得 了 新 事实 ,证 明了 他 所 形成 的 关 儿 栽培 植物 起 源 问 题 光 曾 的 
原理 的 正确 性 。 

1) 李 森 科 院 二 :“ 在 科学 中 关 从 生物 种 的 新 见解 ?。 发 玫 在 第 六 号 “兴业 生物 学 ” 栖 
ait,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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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y eee E ALINE. WOLDS. HBE EHR ZE. 

Fe Fh 8 EF EEE i. TR PE SA ee SB bE ee AE BE Ff BE 

产生 处 麦 的 许多 新 事实 。 HE (Brassica oleracea L.) 产生 冬 油 某 

(B. napus L. subsp. rapifera Metzg.) AYE WHA (B. napus oleifera) &% 

ESR YT RE EAE KE (Triticum dicocewm Schrank) 

» SURES Bale HA 了 等 等 。 

PP EAT FS AEA EL 得 的 条 件 下 可 eh aed Pit A, 这 个 

OF AS YT TH Ry BF HEE AH P(e RA Se 

MATE L991 ae ge ye as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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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R AY Ant Ab TB) AE AES To 7 

SCPE, FEU Scie PETS AY aE TAS EP REE AY ee 

FETE 

AEDES Bese (BF SE Bt LE Tie EA EF HE BS SB FE I SE 

43 TESA TERE aT RE SL, BPRS BP AAR 

EFC Fi RACAL HEZE ZF A EN (ypew) FB ， 

Hoth (A Se Be ob UL A. Ot fe hi & Crowommnnpim FF AE 

的 ] #21951 44 5 13 ARR YT Shes. 

FEMS SPE oF (fel 1) BEA HARASS SEE ee. ERS 

极 多 样 性 的 野 燕麦 坑 粒 ,就 是 : IRE RRO Rew: 姑 

神色 的 ;黑色 ,但 无 艺 的 ;褐色 ,但 无 艺 的 。 但 是 除了 被 指出 的 双 燕 寿 

(Avena ludoviciana Durieu.) 种 子 以 外 ,在 野 屯 变 的 圆锥 花序 上 那 
样 在 颜色 上 常常 是 黑 褐 色 的 菩 考 种 子 也 被 发 见 了 , 这 一 事实 是 最 有 
趣 的 。 从 花 登 中 的 收 惑 中 所 得 到 的 最 典型 的 野 燕麦 和 燕 帮 的 种 子 表 
明 在 插图 2 中 。 

ae 

图 2 fl Pepe heyy AEE LA eH TSH Fo 

mv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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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APE (1 3) 0 
ABP IEE SB aE BE Fe FA 

BPRLAERN FFE 1952 年 4 月 在 苏联 
科学 院 遗 传 研究 所 中 播种 在 花 贫 
中 。 从 野 甫 变 的 圆锥 花序 上 所 得 
到 的 燕麦 种 子 种 出 菩 麦 植株 , 它 底 
Pian 4 所 示 。 同 时 ,这 个 从 野 
燕麦 产生 出 来 的 燕 寿 植 株 的 根 的 
SL AMP 7 BAR Ti EPR 
A HENS. : 

直到 如 今 况 为 燕麦 不 可 能 发 
生 基 时 可 麦 。 在 被 我 们 所 提 到 的 
茹 科 夫 斯 基底 著作 中 写 道 : 

“没有 沁 定 性 的 任何 同样 的 变 
形 的 证 据 …… 立 刻 可 以 主张 野 菩 
EN RAG , Ao SRA Wet - es ee ete 
形成 是 完全 知道 的 ,而 相反 的 是 不 图 3 具有 三 个 野 荡 故 友 粒 和 

— FESR Ay ES eSB] HE ZE 
知道 的 。 我 个 简直 不 知道 燕麦 (人 A. 序 ( 同 一 哉 验 )5 

rtp yo 

ee st See 

4 自 野 燕 玫 的 圆锥 花序 上 所 得 到 的 燕麦 种 子 所 发 育 起 来 的 植株 上 
Bi FSB) HRA (1992 Aa eo AAR SES "PIU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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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va) 种 如 何 发 生 , 甚 至 若是 接受 杂交 理论 。”1) 
因而 , 茹 科 夫 斯 基 认 为 假定 有 野 燕 考 从 屯 麦 起源 的 可 能 ,但 是 无 

渝 如 何 也 没有 假定 有 相反 的 变化 。 这 不 俊 不 合 遥 辑 而 且 坚 发 地 与 入 
苏联 生物 科学 所 座 定 的 事实 相 了 矛盾 : IRE ify A GRRE EA BP ge 2a 
AN EP IREBS EAE 38 fe BEAD RAE SET 

这 个 具有 重要 科学 :的 和 实 路 的 意义 ,因为 上 述 规 律 性 的 揭 钼 本 
能 实践 米 乒 林 的 天 才 的 预言 ,关於 “ 现 在 时 期 到 了 , 是 人 人 不仅 能 
自 造 死 的 机 器 而 且 也 能 侧 秸 活 的 新 种 植物 有 机 体 的 时 候 了 , 而 将 来 
也 可 能 达到 创造 对 於 人 个 更 为 有 丛 的 新 种 动物 。”2) 

Be * * a 

FHI BRAY TE CE BEY EE DB Tp hE ES, 
Bees SP (PY ie dS EI Ey 2 
史 的 一 些 事实 是 特别 有 趣 的 。 
莫斯科 大 学 农学 教研 室 SF. A. 卡 里 诺 夫 斯 卡 (KaamaHopgcgfa) 教授 

“天 帮 野 生 植 物 变 为 小 麦 "的 一 篇 论文 ; 认 1855 年 在 莫斯科 自然 研究 
= Ss ( MARR - 弗 . 重 利 耶 ) 出 版 的 杂 革 “自然 科学 公报 ”中 人 发表， 
该 篇 花 文 同时 带 有 下 区 的 炉 辑 按 语 ; 

“在 提出 这 篇 极 册 有 趣 的 论文 的 同时 , 糯 辑 必须 注重 地 解释 , 他 
和 这 篇 花 妇 的 著者 的 愿望 是 把 关 帮 最 有 用 的 农作物 之 一 的 起 源 问题 
的 形式 提出 束 , 这 个 问题 现在 是 怎样 接受 了 各 种 古典 科学 家 底 相 反 
的 见解 为 根据 的 。” 

在 光 篇 论文 中 全 做 带 了 法 国 科学 家 才 . 发 布尔 (gcma Bao) 
实验 。 这 些 实验 的 本 质 在 下 面 。 埃 斯 普 瑞 . 发 布尔 指出 , 羊 草 属 中 
4 — Ft DPE & (Aegilops ovata) MASE EEA KA PI RR 

FEE BL FR eS) te TW} — 4D) EAE RK (Aegilops triticoides)— 

的 植物 形态 。 以 指出 的 现象 为 根据 , B70 i ESP EE RD 
羊 草 薄 且 得 到 了 两 种 形态 的 植物 : 一 类 是 保存 着 卵 羊 草 的 形态 ,而 另 
一 一 

1) 并 科 夫 斯 基 : SAA EIR. 117-118 页 。 
2) 米 丘 林 : 米 丘 林 全 集 。 第 一 爸 ， 第 435 页 ，1948。 



BRS SS. PRAT 75 

_. 糊 是 已 变 为 与 拟 小 麦 羊 草 同一 形态 的 类 型 。 
播种 拟 小 麦 羊 草 稚 短 了 十 二 年 之 久 ,最初 开始 时 是 在 园 中 ,和 后 来 

就 天 规模 地 在 天 田中 播种 BEA AR FEE TV AE (Triticum wulge- — 

re) 的 植株 。 他 将 这 些 实 验 的 和 结果 登载 在 刊物 上 , 芷 且 将 种 出 来 的 小 
麦 的 标本 分 运 和 给 当时 著名 的 植物 学 家 [ 林 德 雷 (Jnaqset) , ewe 
(Tompon) 及 其 他 ]。 此 外 , 挑选 了 一 些小 奏 标 本 陈列 在 伦敦 “大 众 先 
择 法 庭 ”。 

那 时 著名 的 英国 植物 学 家 林 德 雷 指出 “自然 科学 历史 中 的 任何 
一 个 事实 按 旋 的 成 果 也 没有 如 此 的 重要 性 , 在 很 短 的 时 期 内 这 个 事 
实 就 激动 了 整个 植物 界 , 正 是 这 个 事实 , 极 小 的 卵 羊 草草 本 植物 在 它 

”十 二 世代 和 后 代 中 可 能 变 为 这 样 出 众 的 植物 , 像 我 们 底 小 麦 一 一 发 布 
乐 底 没 有 确 到 证 据 的 事实 似乎 是 合 人 难 认 置信 的 ”。 

但 是 这 个 事实 没有 被 烈 入 在 生物 科学 中 。 这 是 由 灵 不 单 是 发 布 
汞 的 反对 者 ( 格 . TG - 寇 替 了 工 .6.Kox; WR + Hie ae E.Pereap; papery 

Aporr; [rf - 路 . ARE A. JI. Hopaan 和 其 他 ) 而 且 他 的 拥 态 者 ( 林 德 
雷 Jaariet; HF Tomamb; HBA MyHpo 及 其 他 )， 在 实际 上 都 是 
译 弓 生物 种 是 不 变 的 。 发 布尔 的 反对 者 在 萌 不 否认 他 底 “ 产 物 ” 的 
mE, 用 全 部 的 奉 料 企图 证 明 小 麦 的 订 交 的 起 源 。 这 是 很 显然 的 ， 

” 因 劳 过 样 的 解 襄 是 完全 站 在 种 是 不 变 的 形而上学 的 观点 上 的 。 
过 东 对 从 发 布尔 的 实验 的 态度 更 有 意义 。 
ERICA CEE “RS UR as sR” i, RK 

BEZEL, PAWS RRA BE PA He PE 
ite (Rea Ba | BE ie A a ( Benzam, Ben- 

tham) fers . ARR “LEA By Bl A AFAE ti BL 
F212 AA AF ESE TE 9 an BK AS A BF AE A”, (BL BH 

面 SEA CNAME HP HOE SY Bal a + PE BAS ME SA 
BE VA Be PE , REE FBS I] A RA AE Ae RAS He” BRB 
到 了 的 断言 。 

过 尔 文 认为 郭 德 若 因 (Tompor) 底 意见 是 没有 失去 说 服 力 的 ,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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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着 恩 谨 意见 是 : 如 果 训 为 禾 席 植物 是 在 野生 状态 繁殖 了 车 干 代 而 

偶然 带 来 的 幼苗 , 那 未 ,“ 这 些 幼 昔 所 蕉 承 下 来 的 与 栽培 小 麦 相同 之 
处 就 可 作为 假设 小 讼 是 保存 了 它 个 原始 特 徽 的 根据 "。) 

由 於 被 提出 的 原理 的 缘故 , 达尔 文 在 赴 解 中 引证 郭 德 若 恩 关 认 
种 的 著作 , 评 是 关於 发 布尔 的 实验 就 得 出 了 下 烈 的 意见 : 

“末年 以 前 , 很 多 人 在 发 布尔 底 优越 的 、 虽 然 是 不 正确 地 和 被 解剖 
过 的 观察 的 基础 上 , 开始 以 为 小 故 是 羊 草 (43sgi1ops) Wy 48 BT HK 
代 ; 但 是 郭 德 若 因 用 精密 的 实验 让 明 拟 小 秦 侍 草 (4egilops triticoides) 
E/N ZE AUPE (Aegilops ovata) ERP, VERE METH 自然 出 现 的 常见 
情况 和 从 拟 小 奏 苇 草 变 为 现今 的 小 奏 的 渐进 过 程 , 乃 是 仍然 尤 许 怀 

- 疑 郭 德 若 思 底 结 花 的 正确 性 的 唯一 理由 。”2) 
因此 , 巡 尔 文 在 训 A SR A Ee PROTA 也 

怀疑 郭 德 若 恩 底 结论 的 正确 性 。 
- * oe 党 

ECLA ERE EE TE 
EEA NARA ERG) BRT TE 
成 过 程 开 关 了 道路 。“ 在 为 有 机 体 创 造 新 的 条 件 或 是 消除 有 宙 体 对 、 
外 界 生存 条 件 中 的 某 些 生存 条 件 的 作用 的 同时 , 可 能 创造 出 对 农业 ， 
实践 上 具有 新 效用 的 植物 种 类 ，, 以 及 使 其 不 可 能 产生 对 农业 实践 有 
害 的 ( 墅 的) 种类。 

在 这 圳 的 一 个 任务 ,但 远 远 不 是 在 实践 上 重要 任务 中 的 唯一 任 

务 , 就 是 物种 形成 问题 在 理论 上 的 讨论 ”" 特 . 得 . 李 森 科 )。 

[x See 5 “SeMehe B%” (Cosetcnaa Arponowus) 1953 年 ,第 工期 13—22 EE 

PH RGB; BH: B.C. Tynrpues; 原 题 : O nponcxomyeuun BHKOB KVIETYDHEIX 

PACTCHMM JIA KOTOPLIX He HAlleHl AWKMe UCXOAHDIC BUA; 原文 出 版 者 :苏联 农业 

书籍 出 版 社 ] 

1) 查理 十 ,过 尔 文 : 副 物 及 植物 在 家 养 下 的 变 刁 。 第 四 父 , 第 344 EL, 1951, 
2) 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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