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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書訊 (內容大意)                                                   

說明：關於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一百字~二百字(含標點符號)。 

 

    達爾文以詳實的資料與嚴密的邏輯推理來證明己身對於「遺傳」、「變異」、「物競天擇」等觀點，以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

來解釋生物進化的過程，理論平實易懂。另外，此舉也是生物學界第一次將理論建立在完全科學之上。被各界稱為 19 世紀自然科

學三大發現之一，也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基礎。 

 

 

六、內容摘錄：  

說明：請摘錄書中有意義之文字，一百字~三百字，並務需註明摘錄文字出處之頁碼。 

例：………………………「p.154」請注意用英數小寫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是大自然恆久不變的生存法則。「p.0」 

    把每一變異的特殊類型比作火焰，生物本性是能產生火焰的燃料，而外界條件就是點燃燃料的火花。「p.5」 

    自然給予了連續的變異，人類累積了對他們自己有用的變異。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為自己製造了有用的品種。「p.16」 

    人類的本性就在於對他的所有物的任何新奇之處，即使是輕微的，也會予以重視。「p.19」 

 

七、我的觀點 

說明：此部份即為分享個人對文章之心得與感想，需 1000字以上。 

 

這是我第二次近距離接觸進化論，而初相見是在教科書上，那時，我以現代的角度，透過系統式的整理與後世對於進化論的

實驗論證，才得以摸清進化論的內涵。而不同於前次的經驗，這本書帶領我從十九世紀的視野來窺探及摸索物種進化的樣貌，這

對我而言是極為難得的一次經驗。 

 

在研讀此書的同時，我能體會到極大的差異感，和我瀏覽過的科普文章雜誌非常不同。由於演化在那時還是非常新穎的發現，

而當時也沒有人能完全看清遺傳進化的全貌，提出的論點及想法在當代尚無足夠證據來佐證，即使達爾文已經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與嚴密的邏輯推理，還是有許多疑點無法解答，這也使得我在研讀的途中時常覺得思路阻塞，而此時我就會跟隨著達爾文，順著

十九世紀的思路去摸索。有時候我也會抽離到書外，以現代的角度重新思索，多了兩百多年的科學發展，我們也是一步步踩在巨

人們的肩膀才能看得比達爾文稍微遠一點。 

 

而我也能強烈感受到達爾文在撰寫此書時是多麼努力想抓住真相的尾巴，即使渴求真相，但他卻一點也不苟且，嚴謹的科學

求證態度讓我相當的佩服。他在書中也對許多當代理論有憑有據地提出了質疑，我非常能理解達爾文的心情，對於不合理的事情

即使再多人支持，我們還是不會苟且認同。比起書中的內容，讓我收穫更大的是達爾文實事求是的嚴謹科學求證精神，也使對科

學情有獨鍾的我為之動容。 

 

而達爾文對於周遭事物的觀察能力也自然不在話下，他在書中提及到支配遺傳的方法，其中對於「性狀的隔代重現」以及「特

定性別的遺傳」提出了疑問，這讓我想到同樣在十九世紀末提出的孟德爾定律，我想，孟德爾的棋盤格應該就能解決「性狀的隔

代重現」的問題了。而「性聯遺傳」則又得經過約略一百年才得到解答，可以說是一一驗證了他的觀察。 

 

而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達爾文提到：關於對家養生物進行人擇，即使只是選擇某些特性，最後幾乎必然會無意中改

變該家養生物相關部分的結構。我突然想起古生物學之父居維業也說過，如果動物身體部分結構發生變化，其他部位必頇一同演

進來適應隨之而來的生理變動。也許是達爾文將居為業的論點推廣，用來推論自己的論點，我想，這可能是書中所沒有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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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此，我也聯想到過去曾經撰寫過的一篇小論文，那是關於近年基因編輯事件的探討，那起事件轟動了全科學界。在該事件中，

科學人員以粗暴的剪輯方法，透過標靶的方式直接使實驗胚胎失去製造特定蛋白質的功能，使得愛滋病毒無法在宿主體內發作，

但同時也帶來疑慮，因為至今仍無法確認該蛋白質是否有其他作用，若貿然除去，所迎來的連鎖反應或許是我們都承擔不起的，

這也和達爾文所提出的理論內涵雷同，原來不管在巨觀世界或是微觀世界，所遵守的規則還是大同小異的。而在我反覆思考及舉

例的同時，似乎感覺越來越接近真理了。 

 

在研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學習著從不同時代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也穿梭在不同時空中，以該世代科學家的理論來思考與

整合，就好似聽著十九世紀的達爾文訴說著他的發現，而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則時不時邀請各年代的科學家們與我們一同討論。

我想，這場穿越時空的交流也許會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而無終止的一天…… 

 

 

八、討論議題 

說明：請針對書籍內容至少提出一個相關的討論議題。 

 

    面對自己不贊同的科學理論，該直接表現個人意見或是靜觀其變、保留討論空間？ 

 

 

備註:同學撰寫閱讀心得，切勿抄襲，務請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