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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还是同化？

——共生论之一

明浩

2012-4-16 21:44:30  来源：

  对诸如“优胜劣汰”等各种类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开始质疑，并提出了新的理念，即“共生”。到上

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林恩·马古利斯等人进一步将其完善，提出自然界进化不是通过弱肉强食、消灭对方实现的，而是在“和

而不同”的基础上，经过相辅相成的合作，使共生体的整体机制超越共生前的独立个体水平而完成的。 

  在微观层面，马古利斯追溯和解释了早期生命演化中的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真核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当初都

曾是各自独立的微生物体。由于环境变化，这些微生物体与邻近的“细胞”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出一种相互包容的机制，最后形

成了一种更为复杂，即多家“共生”的真核细胞。在这个真核细胞共和体里，参与“共生”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按照19世纪人类

所归纳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原则，而是按照一种“共生共处，各得其所”的方式运作。结果，细胞由于具有了“真核”而

向新的生命形式演化，线粒体和叶绿体得到了“细胞”的搭载，不仅能继续自身的生命形式，而且能一道进入新的生命境界并从

中获得新的机会。 

  在宏观层面，马古利斯把这个模型机制运用到地球规模的盖亚假说上，说明地球上有机的生命和无机的物质环境（大气圈、

水圈、岩石圈）也是这样一种形同真核细胞的“地球生理系统”。地球上的有机和无机界成员相生相养、互惠互利、共同进化，

共同演绎出这个叫做“进化”的大戏。按照这种共生理论，微观的细胞和宏观的地球之间或有强弱之分，但参与游戏者各有角

色，谁也没有“吃人”或“被吃”，只是相互合作、“共生共存”，按劳取酬，各得其所。换言之，加入新系统的各个老成员谁

都没有失掉自身的主体性，而是各自以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占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位置，并在其中参与和发挥其独有的功能，自然也

享受属于自己的权益。 

  将马古利斯的共生论运用到对民族关系的观察上，可以有很多启示：首先，民族之间的主流关系是共生，而非同化关系。共

生论已证明，作为强势的进攻方与作为弱势的受害者完全可以共生于新的生命体内，受害者也并未被杀死，也没有屈服，两者和

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杀手细菌”和“受害细菌”的微观联合的过程是：“为了抵制死亡，（受害）古细菌将那些快速运

动的杀手细菌整合到他们的身体内，于是古细菌存活下来，并继续不断地受到螺旋菌（杀手细菌）侵染，这一对奇异的伙伴就这

样生活在一起。古细菌结构发生改变，但并未被杀手细菌进攻者杀死。受害者也并没有完全屈服。”马古利斯将共生原理扩展到

社会领域，运用到对民族关系的解释之中。她写道：“这种合并现象在文明社会同样存在。例如两个差别明显的敌对民族通过媾

和形成新的身份，比如一个文明社会培养的作物被另一个民族所接受。”其次，民族之间并无高低之分。进化并不是奔向高贵的

过程，各个生物之间并不存在高贵与卑微、高等与低等之分。例如在整个自然界，自誉为高贵的人类其实也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

一员，并没有所谓的高贵之处，更不能将整个自然视为人类的附庸。人与自然界都谈不上高低之分，同为人类的民族之间更无从

谈起这种等级排序。再次，“共生”是民族关系成熟的表现。一方面，这种“从人是世界上最高等的动物的信念向更平等的、要

求尊重所有的生命、承认所有的生命拥有共同的权利的世界观的转变，是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共生”又是成熟的表现。

“因为进化中容易形成新的共生”，这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地从敌对转向共存”。“从杀死就近的生物作为食物，到帮助它们生

存而后取得必需的一部分，这种变化是物种成熟的标志”。当今越来越时髦的各种类型的共赢理论，其实都是这种共生观的另一



种表述，而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优胜劣汰的零和关系，上升到和谐相处的共生共赢关系，更是其成熟的标志。 

  由此可见，共生论并不排斥进化论，也不否定同化现象本身。关于进化论，“达尔文的伟大发现并不是错误，只是不够全

面”。必须明确的是，共生论所否定的只是“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鉴于很多人将“优胜劣汰”视为进化中常有的现

象，甚至作为其中的一个主流，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进化”的含义。在马古利斯看来，“进化，简言之，就是生物界通过时间

发生的变化”。这就是说，进化只意味着时间过程，并不包含任何人为的由低到高的目标指向性，它只是历史过程本身。为此，

马古利斯一再强调：“进化，简单说来就是一切的历史！” 

  当代科学成果和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现实已经充分表明，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同化是局部、是例外，更为常态

的、更为普遍的是共生。这不仅为当代越来越普遍接受的各种共赢原理提供了科学支撑，也使我们当今的民族工作主题，即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更富有科学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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