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基因传读后感(汇总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基因传读后感篇一

“你在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

以往，基因留个我的印象是神秘强大，但发挥原理却并不清
楚，只需安心享受它带来的成品即可。但它真的一直存在么？
它是否能被掌控？又是何人发现了它？诸多疑问都能从本书
得到解答。

作者慕克吉是名高学历的肿瘤专家，兼科普作家。来自叔辈
的遗传疾病困扰着他的家族，而他在寻找真相的途中探索到
众生之源，也就是基因对人类历史的强大影响力。人类对基
因长达3000年的探索，通过本书的浓缩，完整呈现在我们面
前。

因为亲历缺陷基因带来的痛苦，作者毫不迟疑地将自身感情
带入其中。饱受折磨的亲人，间歇发作的疾病，来自未来的
恐惧。这都让清楚遗传性疾病发病概率的作者焦虑万分又无
可奈何。除此之外，他还详细描述家庭成长环境，将其与疾
病的爆发相关联，毕竟，环境也是造成基因突变的重要因素
之一。

此外，“基因”可作为一个特殊存被人们不断寻找，理解，
发现，利用。按照时间顺序描述的基因史，能让我们更好理
解这个复杂神奇的过程。基因与人类的关系，也远非“共
存”所能形容，每次涉及基因的历史，都会涉及全体人类。



我们经常用无知来验证基因的威力，但结果的惨烈，远超纳
粹时期的种族灭绝。突变的基因，无解的缺陷，狂热的科学
家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带来庞大的副作用，结果便是，将危
险的神秘成果束之高阁，期待后世加以开发利用。

不同于科幻电影，每个人体内都确实存在着来自先祖的基因，
我们都是生命传承的载体。虽然这个改年对现代人来说想当
小儿科，但在过去，可没这么简单。不论是神学掌控的时代，
还是君主统治的社会，想说服大众，只能通过真实数据与试
验才行。达尔文出海采集标本，孟德尔培育豌豆试验。人类
对基因的了解，正是源于先辈们的不懈努力。到了近代，虽
然科研设备得到充分发展，但人类仍需要不断思考，研究，
才能更加好地利用基因造福人类。

因此说，人类对基因的追求是基于本性的挑战！

基因传读后感篇二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体会呢？是时候抽出时间写
写读后感了。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基因之河》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应该是看到了某一处的推荐，然后又想了解一些跟基因、生
物进化相关的知识，所以买了这本书。

确实是一本写基因的书，也是一本偏大众化的科普读物，但
同时又展现了它的专业性。

作为一个有追溯人类历史兴趣爱好的人，这本书的观点无疑
能做很多知识点的补充。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重在了解作者的观点，书中还很多的生



物举例论证，我就没办法仔细去分析了。

书的总体内容结构很简单，一共五个章节，描述基因的五个
相关方面：数字之河；非洲人及其后代；循序渐进；效用函
数；复制炸弹。

以下是一些书中观点和部分内容摘抄：

有机体都倾向于拥有那些自带成功特质的基因，最起码的是
他们的'祖先有能成功繁衍后代的能力。

基因只会继承，不会改变，除了某些非常罕见的随机错误。

“分子生物学真正的革命本质在于其走上了数字化道路。”

“人类遗传系统的核心就是数字化的，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都拥有同样的系统。”

“遗传代码在所有人类研究过的动物、植物和细菌之中都是
相同的。这片土地所养育的生命的确来自同一祖先。”

了解一个概念：原肠胚的形成。

“在河流中生存下来的基因就是那些有助于该物种在典型环
境中生存的基因。”

“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

“大自然并不残忍，只不过是无动于衷罢了。”“没有任何
目的。”

“生命的真正效用函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最大化的事物
是dna生存。”

“自然的效用函数从不会为长寿本身而重视长寿，只会以繁



衍后代为目的。”

“当效用函数是dna的生产时，就注定生命并非以幸福为宗旨。
只要dna能继承下去，没有人关心在这个过程中谁会受到伤害。
”

“基因不在乎痛苦，因为它毫无顾忌。”

“自然对众生的痛苦毫无兴趣，除非痛苦会影响到dna的生存。
”

“在充满盲目物理作用力和遗传复制的宇宙中，注定有些人
会受到伤害，有些人会走好运，你无法从中找到规律或原因，
更没有公平可言。”

“任何爆炸的引爆时间，都意味着一定量的物质超越了临界
值，自此以后，事件便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并产出一个
比最初引爆事件壮观得多的结果。”

“复制爆炸的引爆事件，是各类实体同时产生的自我拷贝。
自我拷贝可能引发爆炸现象的原因是指数级增长。”

“生命爆炸的开端并没有思想、创造力或意图的存在，只有
化学。”

“如果不受资源所限，那么指数级增长会在极短时间内发展
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规模。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其他一些
因素也会发挥限制作用，将指数级增长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

至此。

dna的继承，繁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生命，是一种有机体。我们生活的环境，物理、化学，我以
前从来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去研究生命的起源，研
究宇宙的形成，很多东西都有其关联性，这给我们思考问题
打开了一个思路。

我可能需要以一种“化学”的思路去思考一下这个宇宙的变
化，有机体的演变，人类机体内部发生的反应等。

基因传读后感篇三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基因研究是当下的显学，基于基因研究
的生命科学研究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人
们希望基因研究能够找到治疗绝症的良方和健康长寿的密码，
也有人希望基因剪辑能够筛除致病基因，添加优秀基因，培
育出新新人类。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我们的体征，
也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脾性。未来，在基因诊断和基因剪辑
领域会有更快更大的突破。只是，如果人类基因可能像转基
因植物那样可以被随意删减搭配，穆克吉提醒我们，生命是
复杂多元的，一定不会那么容易被精确的剪裁所规整。

继《癌症传》之后，穆克吉忍不住追问，如果说癌症是生物
体畸形变异的话，那么生命正常的变异与传承又是什么?于是
就有了《基因传》这样一本同样详实有趣又充满人文色彩的
大部头，也可以被视作《癌症传》的前传。年底，比尔·盖
茨还把这本《基因传》列为年度最爱的五本书之一。

几年前，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在查出携带乳腺癌基因后，
为了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做了切除双乳乳腺的手术。朱莉
的案例告诉我们，像乳腺癌这样由遗传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
基因科学的发展能够让老百姓更好地预防。

但是大多数疾病并不是像乳腺癌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基因，
许多疾病是很多基因变异和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基因



的排序和筛查并不是马上就能解开人类的生命奥秘，基因研
究只是掀开了混沌复杂基因世界的一角。

继《癌症传》之后，普利策奖得主穆克吉忍不住追问，如果
说癌症是生物体畸形变异的话，那么生命正常的变异与传承
又是什么?于是就有了《基因传》这样一本同样详实有趣又充
满人文色彩的大部头，也可以被视作《癌症传》的前传。

来看看穆克吉怎样为这个承载生物遗传信息的最小单位作传。

《基因传》你将读到：

到底该怎么去认识基因?

基因研究会挑战进化论么?

未来基因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基因传读后感篇四

《基因传》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
中，“基因”概念的发现过程。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正式出版。在当时神学主导的社会下，尽管达尔文在书
中已经尽量回避了”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思想，但进化
论的提出，仍然在神创论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极具颠覆性。
同期，来自奥地利的一位神父，格雷戈尔·孟德尔，在自家
修道院的空地上开始了自己的豌豆实验并最终发现了“独立
的遗传单位”。

孟德尔的发现起初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直到20世纪初，
许多科学家的实验共同指向了一个结果——孟德尔在40年前
发现的遗传定律。这时，孟德尔定律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同时，植物学家威廉·约翰森提出了“基因”一词。



19，某位植物学家写道：“遗传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很难
判断它的边界在哪里。与所有探索性工作一样，如果我们在
科研工作中发现了开启某个全新领域大门的钥匙，那么这意
味着激动人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一时期，另一种遗传学的衍生物”优生学“概念于1865
年由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提出。

历史学家丹尼尔·凯夫利斯(danielkevles)写道：“工业革命
技术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而(高尔顿)正身处这个变革
的时代。”

高尔顿的”优生学“后来分化为”消极优生学“(对劣质人口
开展选择性绝育)和”积极优生学“(增加优质人口选择性繁
殖)。呼啸山庄读书笔记而前者，在后来由于被纳粹党的利用，
而引发了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
道：”基因这个科学史上最具挑战和危险的概念“。

在”基因“的概念被发现后，遗传学在20世纪中得到了迅猛
发展。在这段时间，许多科学家致力于发现更为具体和普遍
的遗传规律，以及尝试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变异“作出遗
传学上合理的解释。

最终，俄裔美国遗传学家多布然斯基提出了描述表型和基因
关系的公式：

表型=基因型+环境+触发器+概率

优生运动

与此同时，在欧洲和美国，基于高尔顿的”优生学“理论的
优生运动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尽管高尔顿的本意是为了人
类作为一个物种，可以向更优质的方向发展，但加入了政治
因素的参与，遗传学衍生出许多为政治站台的伪科学，充当



了各种极端运动的”科学依据“。

基因传读后感篇五

基因的前世今生：

1.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它携带着构建、维护以及修
复生物体的必备信息。基因不仅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它
们还会受到环境输入、触发器以及随机因素的影响，从而确
立生物体的最终形态与功能。

2.遗传密码具有通用性。即便是蓝鲸的基因也可以被插入到
微小的细菌中，而且还能够实现精准解码与近乎完美的保真。
我们据此推论：人类基因完全没有特殊性可言。

3.虽然基因会影响形态、功能与命运，但是这些影响通常并
非以一对一的形式发挥作用。大多数人类特征都不是单基因
作用的结果，许多特征都是基因、环境与概率共同作用的产
物。大多数交互作用都具有非系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
们发生在基因组与无法预测事件的交叉点。由于某些基因可
能只会影响倾向与趋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较小的基因子集
来准确预测突变或者变异对于生物体的最终效应。

4.基因变异会导致特征、形态与行为发生变化。当我们使用
口语来描述“蓝眼基因”或“身高基因”时，实际上我们指
的是决定眼色或身高的变异(或等位)基因，而这些变异仅占
基因组中极少的一部分。由于受到文化倾向或者生物倾向的
影响，因此我们在想象中经常会放大这些差异。尽管两位分
别来自丹麦与刚果登巴的男性身高不同(分别为6英尺与4英
尺)，但是他们在解剖学、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方面并无本质区
别。即便是男女这两种差异最大的人类变异体也有99.688%的
基因完全一致。

5.当我们宣布找到某种决定人类特征或功能的基因时，其实



只是出自对这种特征的狭义定义。由于血型或身高已经有了
本质上的狭义解释，因此通过基因反映它们的生物学属性无
可厚非。但是生物学中经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特征定义与
特征本身相混淆。如果我们把蓝眼睛(其他颜色除外)定义
为“美丽”，那么我们就认为找到了“美丽基因”。如果我
们仅根据某项测试中某个问题的表现来定义“智慧”，那么
我们就认为发现了“智慧基因”。根据以上理解，基因组只
是反映人类想象力宽泛或狭隘程度的一面镜子，它就像是眷
恋水中倒影的那喀索斯(narcissus)。

6.通过绝对与抽象的概念来讨论“先天”或“后天”完全没
有意义。先天(基因)或后天(环境)能否在某种特征或功能的
发育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取决于个体的特征与背景。sry基因以
一种神奇的自主形式决定了不同性别的解剖与生理，而这一
切均源自先天。性别认同、性取向以及性别角色的选择则是
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是先天与后天彼
此协作的产物。相比之下，社会对于“阳刚”与“阴柔”认
可或理解的方式则大部分由环境、社会记忆、历史与文化决
定，因此这些都是后天因素在发挥作用。

基因传读后感篇六

在整篇小说中，最让我喜欢也是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律师助
手——西德尼·卡尔顿。他一出场就带着一身忧郁，隐去了
光芒，总是灰心、失望、冷漠、凄凉。他妥协于周围环境，
但有时却又显得格格不入，作为律师助手的他才华出众，却
甘心情愿躲在人后，做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亲手筑起
了一堵墙，隔绝了名利、社会，默默地逗留在角落里。他与
查尔斯长得十分相似，也同样深爱着露西，然而两者命运却
截然不同。他羡慕查尔斯，也恨他。可在经历痛苦的煎熬后，
他依旧带着诚挚的祝福，愿露西与查尔斯永远幸福，因
为“爱比恨更为强有力得多”。这个表面上懒散、放纵
的“无用之徒”，内心却是崇高而纯洁的。



终于，他向露西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每次读起那段话，难免
感到心酸，“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灵魂最后的梦。我是在堕
落的生活中看见你和你的父亲，还有你所经营的那个甜蜜的
家，才恢复了我心中自以为早己死去的往日的梦想。我也因
此才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要凄凉可怜。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我
才为一种原以为不会再谴责我的悔恨所苦恼。我听到我以为
早已永远沉默的往日的声音在悄悄地催我上进…………”

当查尔斯因为家族的犯罪而被无辜判决死刑，西德尼竟然代
替他去断头台接受行刑。在生命与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他爱露西，为了她的幸福，他为她的爱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他走上断头台的时候，面上依然保持着笑容，他信守对露
西的诺言……因为，他的爱便是他的生命。此时此刻，我的
脑海中想起了裴多菲的那首诗：“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
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
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尽管小说以一个意外的“大团圆”收场，但当读者流着眼泪
读完该书时，却感到无限的遗憾、心酸。有人说爱情是自私
的，但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我却能深深地感受到一种
超脱世俗的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它隐藏在内心深处，但却
无比的深厚;它默默地承受煎熬，为的只是使心爱的人幸福;
它总是无私地付出，而不求一点儿的回报。这种爱在无形中
上升到一个新境界，永恒地放着凄美而迷人的光彩。

“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
若我的生命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
爱的人们而牺牲。”

基因传读后感篇七

上一次阅读到孟德尔，而短短数十年间“基因已从植物学实
验中的`抽象概念演变为操纵社会发展的强大工具。”美国有
些州甚至立法进行绝育手术，将无辜的女性统一收容，“只



要行为、意愿选择或者外表超过人们接受的准则，那么他们
就会被划入这个可怕的怪圈。”美洲的种族净化甚嚣尘
上，1936年欧洲的遗传清洗活动也不甘示弱轰轰烈烈开展起
来。这中间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时间机器》，描述了近
亲繁殖并且选育后留下的孱弱未来人类种群，《人猿泰山》
则坚信虽然生长环境与教育缺失，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基
因仍然会带来聪慧与美好品质。忍不住想起苏联时期著名反
乌托邦作品《我们》中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虽
然原著意在讽刺过度标准化的社会，但是在基因选育方面异
曲同工。（不知道现在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和这些历史有多
少关系？）

在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带来基因连锁、基因互换、显性遗传图
谱等概念后，遗传学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多基因遗传的研
究也补足了孟德尔理论在人类遗传性状呈平滑的钟形分布方
面无法解释的不足。

作为一个阅读量很少并且不怎么读历史的人，万万没想到看
一本基因历史书还能看得心潮澎湃，基因发展的抽丝剥茧真
如同一本推理小说。

基因传读后感篇八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
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
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
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
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
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
而斗争。”这段话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句活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怀。

这本书讲述着一个从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
的战士的过程。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某小镇一个贫
苦工人家的小儿子，自幼父亲死了，母亲则在富人家当厨娘，
哥哥阿尔·焦姆是一个铁路工人，一家人都受尽了资本主义
制度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痛苦。在被迫退学后，保尔通过哥哥
认识了朱赫来，也因为这次的相识改变了保尔的人生。后来，
保尔在朱赫来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成为了著名的克托夫斯
基的骑兵师中最勇敢的士兵之一。但在一次激战后，保尔受
伤严重，不能再回到前线了，但他不忘工作，立即投入到地
方上的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上。由于成绩突出保尔被任命为
某铁路工厂的团委书记，但他因伤寒又再次回乡养病。病愈
后，保尔马上又忘我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可好景不
长。1924年，党组织不得不卸掉他全部的重担，让他长期养
病，在养病期间，他认识了达雅并和她结婚了。1927年，保
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曾经放弃过，放弃了希望，放弃
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最后坚强的革命信念又使他走出了谷底。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尔开始他的创造。虽然过程并
不顺利，但终于在母亲和妻子以及同志们的帮助下，1936
年12月14日，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终于
出版了!

看完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保尔身上那种为革命事业而献
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不得不佩服保尔那种坚强的
意志力，如果让我们去经历那样的锻炼和命运，说不定没有
一个人可以坚持过去的。保尔教会了我在疾病面前，不能退
缩;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在挫折面前，坚贞不屈。还从他
身上领悟到：一个人的毅力，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
人生，是一条曲折而坎坷不平的路。在这条人生之路上，你
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你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困
难，当困难和考验来临时，就要去面对失败的打击和不被人
理解的痛苦。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只要你在突破考验、战
胜困难后，回顾一下自己走出来的路，你会看到那条路上燃



烧着熊熊火焰，那时磨砺人生的火焰，这些火焰证明了我们
在人生之路上越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
困难。相比之下，我们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那
么微不足道，我们要把保尔身上的'精神带到生活和学习中，
树立崇高的理想，造就优越的素质，并有执着的追求，有正
确的生活目标，向这个目标勇往直前!

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在保尔精神的激励下，树立起人生的目
标，并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向目标前进，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
去造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繁荣昌盛!

基因传读后感篇九

梦巡人

1作者非常善于叙事，所以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而且他很
谨慎的没有滥用专业术语，避免造成阅读障碍，所以有高中
生物基础的人都可以大体读明白。

2本书一方面回顾了历史，同时展望未来

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遗传学-染色体-基因-dna-基因组-后基
因组时代

人类如何利用基因的知识来改造人类。――基因检测、基因
编辑、基因治疗等，进而引发的优生学和转基因人类。

3如何看待基因组和人类历史进程的交互关系？

人类历史的推动和发展至少部分的原因是冲动、野心、幻想
和欲望的基因组。

而人类历史选择了这些基因组的携带者。（可能就是古人说
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吧）



4人的两条染色体来自父母双方，加之环境影响，每一代人都
会发生变异和突变，这是人类生物学的现实。――家族、民
族、国家都在转变中。

结语：我想用一句老话来总结我看完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

一命就是基因组。

你的很多东西都是先天决定的，遗传疾病、外貌体征、气质
等，投胎确实是门技术。

二运是所处在的时代、国家、各种境遇和自主选择的因果，
我们在同样的境遇做出的选择不同导致的后果往往截然不同，
这就需要我们要更深刻的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的社会。
()决定如何在时代和社会中自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宏大
的主题，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三风水是环境

生长和居住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决定论是指认
为人物的生活习惯及其文化特点由其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理论。

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也会深刻塑造人

四功德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自我实现

人是群居生物，一旦人为社会做出贡献，会让自身的身心得
到安放，而得到的物质回馈和精神回馈都是你改变先天不足
的基础。

五读书是一种认知知识更新

你不了解世界运行的机理，不了解自身，不了解时势，很难



走出本来的框架，见到更大的天空，进而改命（排查治疗遗
传的隐患和不足），走运（正确得体地应对各种选择）。想
要做到这些，就要学习前人的知识，吸收他人的智慧，进而
引发自己的逻辑思考。所以读书就是给自己另一种可能。

――古人的总结多简洁，多到位！

通过这本书，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本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书，
叫《自私的基因》，有时间也讲一讲。

4月

基因传读后感篇十

导语：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的突破性贡献在于，把根
据自然选择的社会学说的这一重要部分，用简明通俗的形式，
妙趣横生的语言介绍给大家。下面小编为您推荐《自私的基
因》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

新得一本书，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非常有趣，刚刚看了
第一章就心有戚戚。

读得很慢，只好一章一章写读后感。

第一章 为什么会有人呢?

道金斯的目的，是研究自私行为和利他行为在生物学上的意
义。在这里，他尝试解释了一下他本人的立场，并举出一些
有争论的学说。

他指出，目前主要有两大理论体系：“群体选择”理论
和“个体选择”理论。



群体选择理论认为：一个群体，如一个物种或一个物种中的
一个群体，如果它的个体成员为了本群体的利益准备牺牲自
己，这样的一个群体要比喻之竞争的另一个群体，如果它的
个体成员把自己的自私利益放在首位，灭绝的可能性要小。
因此，世界多半要为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个体所组成的
群体所占据。

个体选择理论认为：即使在利他主义者的群体中，几乎可以
肯定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拒绝做出任何牺牲。假如有一
个自私的叛逆者准备利用其他成员的利他主义，则它比其他
成员更可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
特性的倾向。这样的自然选择，经过几代之后，“利他性的
群体”将会被自私的个体所淹没。一个群体是否会灭绝，可
能受该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影响。

最后，他摆出自己的信念：选择的基本单位，因此也是自我
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
至也不是个体，而是遗传单位基因。

这一章，他给了我头脑冷静、脉络清晰，有公正而严谨的求
学态度的最初印象，我很欣赏这个态度。

第二章 复制基因

至此，作者回答了在第一章中并没有答案的疑问：为什么会
有人呢?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呢?他指出，人是保存基因而存在的终极
理由，是基因的生存机器。

他首先用极为通俗的语言展示血红蛋白模型，然后，在有了
一个具象为基础的前提上，阐述复制基因的形成、竞争的出
现，以及进化过程。



简单地说，复制基因自我拷贝，集结起着构件作用的'分子组
成稳定的链，当这样的链越来越多，周围存在的构件分子日
渐稀缺时，不同品种或品系的复制基因必然为了争夺它们而
互相搏斗，而“在任何导致产生更高一级稳定性的复制错误，
或以新方法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都会自动地得以
延续下来并成倍地增长”，由此导致“生存斗争随之逐渐激
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其结构也渐臻复杂。这是一
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人，就是这个过程积累和渐进至今
的产物之一。

第三章 不朽的螺旋圈

本章的要义是：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我发现，道金斯对他所阐述的理论底气似乎并不足，或者说，
以他的才华，仍无法在宏观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具有说服力的
比喻，来证明基因如何进行自我拷贝，又如何服从自然选择
等。同时我注意到，他多次用“碰巧”、“理所当然”这些
词，这是我不乐见的，这些词是在不够严谨。

讽刺的是，“碰巧”、“理所当然”、“运气好”是达尔文
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如果他们不致于蠢到变节转而服从拉马
克学说的话。

当然，尽管这样，我仍然十分佩服他的叙述能力，他解释了
基因之成为自然选择基本单位的原因。这是一家之言，但非
常有说服力。

基因通过拷贝形式的存在几乎是永恒的，为争取生存，牺牲
等为基因增加自己生存的机会。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
可以肯定地说，能够生存下去的基因，必然是带有自私特性
的。

这一章很长，它显示了道金斯是一个多么传统又地道的达尔



文主义者。

我并不想省略很多有趣的例子，不过它们太多了。我赞同他
提出的：一个(实体)同另一个之间的差别，可以很容易地在
环境或者基因方面追溯到一个或几个先前的差别，就是这些
差别才真正关系到生存竞争和斗争，就进化而言，起作用的
是受遗传控制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