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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碼 C031 

隊 名 沒晚安 

導 讀 書 《達爾文的祕密花園》 

撰 文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劉宛昀、林妍安、易玫辰 

指導老師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劉郁伶 

前情提要 

「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之外，什麼都不關心。你將來不但會丟自己的

臉，也會讓家族蒙羞。」在達爾文到劍橋學習生物學時，他的父親羅伯特這樣責

備他，並希望達爾文能追隨家族傳統習醫。然而，達爾文確定自己不想繼承父親

和祖父的衣缽。 

從大學畢業的達爾文被他的老師推薦給費茲羅，得到了到小獵犬號上的機會。

一八四二年，達爾文在唐恩小築開始實驗他的動植物生命理論，也將唐恩小築莊

園變成活生生的生物實驗室。 

達爾文與妻子第一次看見唐恩小築的花園時，就重燃起他們對自然的熱愛。

他在果園邊蓋了盆栽棚做為實驗場所，像是他曾種植冬青，以研究生物們如何穿

越海陸的障礙往不同地方遷徙，這些花園裡的實驗成了達爾文家日常生活的重要

部分。 

 

 

接連而來的挑戰 

達爾文所處的時代，社會皆普遍接受創造論。他們相信神一次創造了所有的

萬物，造物主的設計是完美的，而且物種為永恆不變的。熱愛科學且實事求是的

達爾文無法接受創神論，藉由多年的研究，他在《物種原始》提出了演化的概念：

「所有的物種皆是經由長時間的演化才有今日的存在。」但關於物種的演化，達

爾文從未支持任一極端說法。他曾經思考過除了漸進演化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但

其實在複雜的自然界中，也許不必依循著固定的形式，漸變、驟變或處於之間的

模糊地帶，可能都是演化過程的可行途徑。 

 

在達爾文搭小獵犬號到加拉巴哥群島後，從加拉巴哥鷽鳥身上看見了結構的

層次及多樣性，於是達爾文體會到解釋這種差異對了解演化是必要的，他將對於

生物是如何產生適應的重點放在天擇，卻未對鷽鳥的覓食習慣與其鳥喙做出更深

入的研究。 

一八五八年，捎來了華萊士的論文，讓達爾文驚訝的是，手稿中提到的物種

變異的原因及方式都與他長期研究的論點不謀而合。但因為受限於當時科學的發

展，達爾文對於板塊構造、遺傳學等都不太了解，所以他的論點還有許多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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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加上大眾普遍信奉創神論，導致他遲遲不敢發表學說。但為避免華萊士

搶盡風頭，達爾文求助於萊爾，並在當年八月號的期刊中發表天擇的理論，也在

隔年十一月出版《物種原始》。 

 

一八五九年的冬天，達爾文畢生的心血《物種原始》出版了。《物種原始》

主張漸變說和現今最為人所熟知的天擇說。但《物種原始》出版後大眾的反應亦

是十分兩極，包括達爾文在內的「X 俱樂部」為其理念進行傳播、辯護；另一方

面大英博物館館長歐文反對達爾文而贊同居維葉的「神性同源」理論。神性同源

意即生物都是根據造物者創造的原型修飾而來，也就是說，在這個冬天，科學與

宗教的論戰展開，可想而知，達爾文是絕對站在科學那邊的。 

 

達爾文與我們 

很多人以為《物種原始》只是一百五十年前、和現代人毫無關聯的一本書。

這就錯了，人們生活周遭多樣的物種都是經由「天擇」演化而來，當然包括人類

也是！甚至達爾文也曾提出「人類的社會直覺是演化過程的一部分」，人們有各

種行為模式如：慾望、同情、欺瞞、互助，以適應社會或得到社會認可，那這些

行為模式有無可能遺傳？況且，許多物種都有類似的社會互動，並不僅止於人。

你可否想過，自己的一舉一動、行為模式可能來自遺傳、演化的結果？ 

 

回到過去 

不同於其他科普書籍讀起來既煩悶又難懂，本書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及達爾文

身旁有趣的故事為主體，衍生出許多值得探究的內容。不過本書章節與章節間的

連貫性不強且時間順序較混雜，閱讀時要特別留意，以免混淆。 
1800 年代，正處於生物學百家爭鳴的時代，這本書帶我們進入當時社會，聽

聞各類奇異的想法；彷彿身歷其境般，看盡 X 俱樂部的熱忱，唐恩小築後花園

的繁榮，還有達爾文在探尋生物演化過程中的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