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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达尔文回忆录》是《达尔文生平与书信》的一个选粹，我编选此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留原
作中私人性较重的一些东西。
为了这一目的，我把大量纯粹科学性质的书信删掉了，或者用寥寥数语简述之。
在我父亲生命的某些阶段，科学研究的元素与私人性元素并行不悖。
它们遵循着各自的趣味规律一同起起落落。
因此《物种起源》的写作与出版的过程，无论对于和我父亲一样对人种演进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对于
强烈想要了解这本堪称生物学史上转折点的作品的博物学家。
同样具有吸引力。
所以，有关这一部分的故事的可查阅的细节，简直太多了。
　　我以一个大概的年代顺序来组织我的材料，不过父亲研究工作的特点及多样性，让我无法严格依
据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他习惯于几乎同时展开好几个课题的研究。
他一边进行着理性的、需要组织大量论据的写作，一边将科学实验当做写作间歇的休息、工作的变化
。
而且，他的很多研究课题都是被废弃了好几年后才又重新拾起的。
所以，从对父亲的工作的这种拼接般的编年叙述中，理清每一项课题的来龙去脉，将十分困难。
本书的目录将表明我是如何尽力去避免这一结果的。
比如，读者将会发现第八章之后有一个断裂，故事之所以从1854年退回1831年，是为了接下来的故事
能得以连贯叙述。
同样，父亲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也被置于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分开论述。
　　我在第四章试图对父亲的工作方式进行一个描绘。
可以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八年中，我几乎成了他的助手，因此我有机会对他的习惯与方法了解一二
。
　　感谢卡梅伦先生的热忱，他允许我将卡梅伦夫人晚年所得的父亲的照片印制成卷首插画。
同样感谢《世纪杂志》的出版者，他们很有礼貌地授予我在第四章题头使用他们的一幅插图的权利。
　　弗朗西斯?达尔文　　1892年8月于剑桥大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达尔文回忆录>>

内容概要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
不变论。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达尔文回忆录》根据达尔文之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所编的《达尔文生平与书信》选译，其中对达尔
文家族、自传和宗教信仰都有详细的描写，特别是摘自达尔文留给自己挚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病中亲
自执笔的《回忆录》部分，生动再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朴素、随意，充满人情味的个性特点，《达尔
文回忆录》中以书信的方式对《物种起源》写作、出版前后进行描写，让我们了解了达尔文如何在逆
境中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真理和事实为最高准则，终于对人类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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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白马 张雷 编者：（英国）弗朗西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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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个德国编辑写信给我，想要了解我的思想与性格的发展过程，顺带想让我写一个简要的自
传。
我觉得这个尝试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它也可能激起我的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后代的兴趣。
如果我祖父也写了些关于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文字，哪怕短小乏味，我认为也一定会激起我很大的
阅读兴趣。
接下来的这份生平描述，我试图这样来写：就好比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死人，回首我自己的一生。
我不觉得这样做有多困难，因为我这辈子快要结束了。
这样的写作方式并未让我感到痛苦。
1809年2月12日，我出生在什鲁斯伯里，直到我四岁多几个月，我才有了人生最初的记忆：那次我们去
阿贝格尔附近洗海水浴。
当时的事件和地点，我只有模糊的印象。
我母亲在1817年7月去世，那时我才八岁多点。
很奇怪，关于我母亲的记忆，除了她去世时的那张床、她的紫黑色睡袍以及她那结构奇特的日用桌子
之外，别的就没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被送往什鲁斯伯里的一家日间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
他们对我说我接受学习的速度要比我妹妹凯瑟琳慢，而且我承认自己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个顽皮
的孩子。
当我在那所日间学校的时候，我对博物学的趣味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对于各种收集，我情有独钟
。
我努力学习辨别植物的名字，我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贝壳、图章、免费邮件、硬币、矿石，等
等。
对收集工作的热情能引导人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博物学者、艺术鉴赏家，或者守财奴，这一点在我身
上体现得十分强烈，我没一个兄弟姐妹有这种热情。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它在我心中烙下了永久的痕迹，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后来我的精神被
它狠狠地刺激了。
这件小事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明显表明了我在这么小的年龄就对植物的多样性深感兴趣！
我对另一个男孩说(我记得此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青苔类植物学家的莱顿)，我可以通过给樱草花浇不
同颜色的液体，从而制造出不同颜色的樱草花。
这当然是个可怕的胡说八道，我也从未实践过。
我在这儿也得承认，我小时候经常为了搞笑，编出各种精心谋划的谎言。
比如，我曾经从父亲的树上摘了很多名贵水果，然后将它们藏在灌木丛里，再上气不接下气地边跑边
喊，我发现了一大堆被偷走的水果。
我第一天上学时，一定是个非常单纯的小家伙。
一个叫加尼特的男孩有一天带我去一家蛋糕店，他一分钱也没付就买了一些蛋糕，店主还很信任他。
当我们走出商店，我问他为什么不付钱，他马上回答说：“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我叔叔准备给咱们镇捐一大笔钱，条件是：镇上的每一个商人，只要见到戴着我叔叔的那顶旧帽子，
而且以一种特殊方式脱帽的顾客，不管他要什么，都得免费给他。
”然后他为我展示了脱帽的方式。
然后他又领我去了另一家商店，那里他依旧被信任，他用那种方式脱帽，要了些小物件，当然不花分
文就得到了。
我们出来时他说道：“现在如果你想独自去那家蛋糕店(我对这家店的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就把
帽子借给你，只要你正确脱帽，你就要啥有啥了。
”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慷慨盛情，走进店中，要了些蛋糕，然后脱下那顶旧帽子，就走出商店。
店主急速追了出来，我只好扔下蛋糕，为了保住珍贵的小命而逃跑，当我看见我的虚伪朋友加尼特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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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大笑迎接我时，我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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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如此深奥的问题，我无法假装有所灵光一闪。
万物起源的奥秘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人最好满足于做个不可知论者。
　　——《达尔文自传》我不怀疑未来人们对它的接受，我们的子孙对我们今天的观念所进行的艰苦
探索，会和今天的我们对曾认为就是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而产生的化石贝壳的探索一样艰辛。
　　——给莱尔的一封信(1859年9月)我相信，在我将自己的一生稳固而持续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过程
里，自己的所做算得上正直。
我没有过犯下极大罪恶的那种痛悔感，但一次又一次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所做没能使人类得到更
直接的好处。
　　——《达尔文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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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达尔文回忆录》：传记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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