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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在快乐中孕育出自己的“胎儿”。
　　当我大致浏览完《灵长类的社会进化》一书后，坐在电脑前思绪万千，可以说心情非常激动。
作者张鹏是我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进入灵长类研究领域不过10年的时间，能够写出这本通俗易懂且
知识性非常强的灵长类著作，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光阴似箭，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天我们学院的舒老师向我推荐学生张鹏考我的研究生，经过与张鹏见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他学的是
生物化学专业，对动物学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少，对于灵长类就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了。
但是，他十分认真地告诉我，他非常喜欢野外研究工作，特别希望能够在秦岭山脉进行野生动物考察
。
事后，通过考试他顺利地成为我的一名学生。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中日“秦岭金丝猴生态与行为的研究”项目，工作很紧张，十分需要人手，
他就自然加入了我们的研究行列，经常代替我陪同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教授和博士们去我们
的野外研究基地进行金丝猴的观察。
开始他的确什么都不懂，经常提一些非常幼稚的问题，然而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提问题，只要是他
不懂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问，这样他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动物学知识，给日本的教授们留下了比较
好的印象，为以后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铺平了道路。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对野外大千世界非常好奇，喜欢近距离观察猴子，经常逗弄猴子，这对他
在日本进行日本猴研究获益匪浅。
例如，他在近距离观察日本猴时，发现了日本猴眼睛虹膜颜色很独特这一奇怪的现象，之后通过深入
的观察和分析，发现这种变化与地域有关。
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让许多日本学者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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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灵长类社会生态学的全新视野解释人类社会进化和家庭出现的过程。
世界上现有360余种灵长类，涉及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
其中人类代表了最进化的灵长类，而狐猴、懒猴和眼镜猴等原猴类动物则代表了最初级的灵长类动物
。
初级的原猴类维持了6500万年前早期灵长类的原型，是灵长类动物的活化石。
本书讲述了近年来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生态学的研究进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灵长类社会学知识，有利
于读者完整地了解灵长类的社会进化和人类社会起源的轨迹。
　　第一章阐述了人类学者对人类家庭起源的争论和形成家庭的五大条件。
第二、三章阐述了灵长类的起源背景和社会行为背景。
第四、五章阐述了初期灵长类的社会进化，也就是原猴类从夜行性到昼行性、从单独生活到集群生活
的变革。
第六章到第十三章阐述了猴子和类人猿的社会进化轨迹，各章以典型的物种为代表描述了每个阶段灵
长类社会的特征，包括独自生活（猩猩）、一夫一妻型社会（长臂猿）、母系一夫多妻型社会（长尾
叶猴）、父系一夫多妻型社会（大猩猩）、母系多夫多妻型社会（日本猴）、母系重层社会（狮尾狒
狒）、父系重层社会（埃及狒狒）、父系多夫多妻型社会（黑猩猩）。
根据上述灵长类社会的进化轨迹，第十四章作为本书结语强调了灵长类的社会进化受到系统和环境的
双重影响，归纳了灵长类社会的进化机制，并勾勒了人类社会出现的社会背景。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知识性和可读性强，通俗易懂，既可作为人类学、动物学和社会学等
学科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高级科普读物，供不同领域的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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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鹏，1978年生于西安。

　　2003年获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硕士；2009年获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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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距今约5000万年前，原猴类分化出了猴类。
随后由于欧亚非大陆和美洲大陆在新世界后期的分离，猴类被隔离成旧世界猴和新世界猴两大类。
中南美洲的新世界猴体型较小，狨（彩图11）和怪柳猴等的大小仅类似于鸽子，吼猴和卷尾猴（彩
图16）的体型则较大，类似于我国的猕猴。
新世界猴的拇指与其他四指保持着平行排列，双手不如旧世界猴那样灵巧。
蛛猴亚科种类的拇指甚至退化消失，手脚都只有4个指头。
不过蛛猴类有发达的尾部，尾尖内侧有和手掌一样可以感觉的皮肤纹线，起到抓握树枝的作用，堪称
第五副手脚。
　　与此同时，旧世界猴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发展壮大。
虽然欧洲目前几乎没有猿猴分布，但是对化石的研究表明，原猴类、狭鼻猿类甚至类人猿都曾经到达
过欧洲。
猴亚科种类有颊袋，倾向于在地栖生活，如我国的猕猴、藏酋猴和台湾猴等。
大概因为在地栖生活中尾巴的平衡作用不再重要，这些动物的尾巴长度一般短于身体长度。
他们一般主食树叶、草和果实等植物性食物，也会吃虫子等动物性食物。
由于地栖生活总是危机四伏，他们养成了快速取食的习性，将食物快速储存在颊袋，到安全的地方再
慢慢取食。
与疣猴亚科种类相比，猴亚科种类普遍性格暴躁，倾向于成群的活动。
这些特性有利于其抵御食肉动物的捕食风险，可能是适应地栖的生活环境的结果。
疣猴亚科类种类多倾向于树栖或半树栖生活，例如我国的金丝猴（彩图17）、白头叶猴和黑叶猴等，
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群内食物竞争较小，不需要用颊袋来储藏食物。
疣猴类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能够消化树叶的纤维和有毒的丹宁物质。
在长期的适应性进化中，他们形成了类似于反刍类动物的复胃结构，例如，金丝猴的胃部具有4个腔
室，可以分阶段地消化植物纤维，复胃内的共生细菌也有利于发酵植物纤维，中和有毒的植物丹宁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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