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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體看似精緻，但仍有許多明顯的缺點。儘管有多種多樣的防禦機

制，可是還是有不少容易受傷的地方；雖然受傷了有很快而且精巧的修復能

力，但還是不可避免的逐漸退化變質最終毀壞。為什麼我們的身體沒有設計得

更加可靠一些？為什麼會有疾病？如果不引進演化的觀點，生物學的許多問題

都無法理解呢！ 

 

有一些先天基因使我們容易受到疾病的危害；還有一些是後天突變的缺陷

基因；更有一些基因是不到生命晚期不會表現出來的適應性問題，自然選擇便

無法予以清除。有些看似有害的基因之所以被保留，是因為某些我們至今還不

知道的好處超過所要付出的代價，或者是只在與某種新環境因素相互作用之後

才會產生不良的作用。 

 

我們現在所處的生活環境，早已不是我們在進化過程中所處的環境，本來

只要有充分時間，身體是幾乎可以適應所有條件的，不幸的是，病原體進化的

速度更快，我們的防禦總是落在後面。而且有些設計上的妥協，也會產生一些

疾病，例如與直立體位關聯的腰酸背痛。在物種間的競技場中，我們不可能永

遠是贏家啊！ 

 

所有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都是妥協出來的，有所長之處常常也要付出對某

些疾病易感的代價，這正是自然選擇創造出來的。 

 

當前的醫學教科書提到某種疾病時的知識總是這些傳統的題目：體徵和症

狀、實驗室所見、鑑別診斷、併發症、流行病學、病因學、病理生理學、治療

和轉歸。這些描述遺漏了另一些問題，是不是對這種疾病的進化史有所說明，

並應提到這樣的問題： 

 

1、 體徵中哪些是疾病的直接表現？哪些實際上是防禦反應？ 

2、 如果這種病有某種遺傳因素存在，這種基因為什麼會持續到現在？ 

3、 新的環境因素是否與發病有關？ 

4、 如果是與感染有關的疾病，哪些方面是有利於宿主的？哪些方面有利於

病原體？哪些有利於雙方？病原體對我們的防禦有什麼對策？我們又有

什麼機制應對？ 

5、 這種疾病的易感性與哪些歷史上的遺留問題或者設計上的妥協方案有



關？ 

 

    以上這些問題明確指出了許多疾病研究中，很重要但確被忽略的問題。例

如感冒吃或不吃阿斯匹林有什麼不同？用噴鼻劑或血管收縮劑會起什麼作用？

流鼻涕是排除病毒的防御機制，還是病毒用來散播的手段或兩者兼俱？這些問

題儘管很簡單，卻對我們有很實質的意義，但是現在都被忽視。 

 

    再看看比較慢性和複雜的「跖筋膜炎」，這種病有時被稱為「跟骨骨刺」。

這種病會引起足跟內側劇烈的疼痛，尤其是早晨剛剛起床的時候。因為聯結足

部前後的腱膜，在走路時都會被拉伸，而且要承受每天上千次身體的全部重

量，所以常出問題。這很可能是我們用兩足走路的歷史還太短，自然選擇還沒

有足夠的時間來充分地加強這條筋膜。 

 

    另有二條線索指出跖筋膜炎可能是新環境引起的。首先，拉伸筋膜的運

動，使它更長一點更有彈性一點，這樣對緩解這種毛病是有效的。其次，現在

我們幾乎整天都坐在椅子上。在狩獵採集時代，人們每天都要步行好幾小時，

而不是把運動壓縮在戶外活動的很短時間裡。在他們不走路的時候，是蹲下來

休息的，這種姿勢可以一直拉伸著跖筋膜，因此他們根本沒有這種毛病！如果

這種假說是對的，那麼這種病就可以用蹲著和其他拉筋膜的方法預防和治療。 

 

    達爾文醫學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對於維生素 C、維生素 E 和葫蘿蔔素等

抗氧化劑作為保健藥品是否恰當的爭論。專家已經承認這些藥品可以減少心臟

病、癌症，甚至推遲衰老過程，尤其是預防動脈粥樣硬化的作用。也就是說，

抗氧化劑可以延緩因年齡增大之後產生的一些不良作用。另一方面，抗氧化劑

也可能降低我們對感染或毒素的扺抗力。有了這些知識以後，我們判斷哪些人

會從使用抗氧化劑中獲益，並推估可能會發生什麼副作用，處於有利地位。 

 

    達爾文醫學能讓我們了解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受到某些疾病的侵害。

疾病不是隨意發生的，也不是報應，它最終源於過去的自然選擇。給我們帶來

好處的能力也常常給我們帶來疾病，例如：自體免疫疾病是我們強大攻擊入侵

病原能力的代價；癌症也未嘗不是組織自我修復能力的代價；絕經可能保護了

我們已有的孩子；甚至衰老和死亡也都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選擇不屈不

撓地塑造我們的身體，使我們的基因能夠最大限度傳遞下去而作出的妥協。 

 

    畢竟，如果不從進化史的角度去觀察，醫學裡沒有可以講得通的道理。然

而，達爾文醫學仍需要懂得進化生物學概念和方法的資源來支持，但要從政府

得到資源的希望仍然渺茫。可是如果能得到中等程度私人基金會的支持，便可

能迅速改變醫學的面貌，就像往生物化學和遺傳學的投資，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一樣。 

 

    (本書完) 

 

心得與感想： 

    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便會有不同的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也不會相

同。就醫學領域來說，中醫和西醫就是很好的例子。 

解決問題本來就有很多途徑和方法，我們也相信，對於任何事物，沒有哪

一種方法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有好就一定有壞，也就是說，享受到好處就要承

擔代價。解決問題可以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案，各個方案在不同的環境和場合

中，總是會有所長也有所短。所以，我們不應該死抱著一種觀點，遇到瓶頸

時，就試著改變角度思考，這也是創新的來源。 

    達爾文醫學的本質還是西醫，但是對引起疾病的觀點與主流醫學還是不

同，自然導致了應對方式的差異。由此，我們得到的教訓是：針對任何事物我

們的思維都要包容，尤其不要自我限制，因為沒有絕對的對錯、絕對的真理，

當然也不可能有人人都滿意的方案。我們要相信多元化是可貴的，不要狹隘的

打擊異己，強制別人改變。不同的狀況和條件，本來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應對。

我們要保持開放的心胸，認識到殊途也可以同歸，堅絕反對跟自己不一樣的信

念是不必要的，也必然是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