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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理论的重新梳理与整合
——评常杰、葛滢的《生态学》

杨允菲
(东北师范大学国家草地专业实验室, 长春　130024)

　　生态学从一种思想发展为一门学科,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直到 1866 年德国博物学家 E. H aeckel 在提出生态学概念

时, 也只是一种自然哲学的观念。经过诸多生物科学工作者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 在广泛研究生物与环境复杂的自然现象和

规律中, 建立起了生态学的科学概念、方法和理论, 成为一门独立的生物学的分支学科。

我们知道, 任何学科都有一定的理论体系。经典的学科, 其理论体系相对完整, 概念稳定, 而新兴学科则随着学科的发展和

新理论的产生, 经常发生概念的补充或重新定义, 乃至理论体系的或大或小的调整。生态学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学科, 其理

论体系一直处于调整之中, 但大的调整则屈指可数。

由常杰、葛滢编著的《生态学》是我国第一部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的教材, 对生态学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与

整合, 开拓性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学理论框架。这部教材不仅融生态学基础理论、逻辑思维和社会应用为一体, 将最新的生

态学理论、方法论, 乃至研究成果 (作为范例)均纳入其中, 而且还将系统理论, 特别是系统的自组织思想, 以及生物对环境适应

调节的进化思想贯穿全书, 重新定义和构建了生物学谱, 在各生物层次中, 均以结构、过程和功能为主体, 再将新、旧原理加以有

机结合, 对生态系统的概念作了重新解释。

全书共分 6 部分 12 章, 第 1 部分 2 章, 主要围绕本书所构建的生态学理论框架, 对新、旧生态学基本原理、方法进行了总体

阐述。其鲜明创新之处包括: (1)根据系统原理, 提出了与E. P. O dum (1971)生物系统完全不同的生命系统概念, 并深入阐述了

生命系统所具有的自组织系统特征; (2)通过对生物的重新理解, 对生态学概念作了重新界定; (3)通过解析自然界普遍的“一切

皆流, 无物永驻”和生物界特有的“适者生存”原理, 提出了进化生物学与生态学的关系; (4) 将“过程”纳入生命系统基本特征的

“结构”与“功能”之间, 意在实现从进化的观点来理解生态学, 从中寻找生物对环境适应调节的进化线索。第 2 至第 5 部分共 9

章, 完全是按新构建理论框架——结构、过程和功能, 对新改建的生物学谱, 从个体系统、种群系统、生态系统到全球生命系统共

4 个层次进行了理论和方法的阐述。第 6 部分 1 章, 对各等级层次生命系统的共同原理作了新的整合, 扩充改建了 E. P. O dum

(1971)的生物学谱为 10 个组织层次, 创造性地绘制了各等级层次生命系统的螺旋结构图, 按其所处位置划分为 3 种类型, 即完

全系统、破缺系统和同构系统, 并对各类型系统的共同性加以总结。改建的生物学谱未把生物群落作为一个独立层次, 而是纳入

生态系统作为其结构主体。该书首末两部分极富创新思路, 但也是争议最多所在。其明显不足大体表现在: 把功能和过程混为一

谈; 部分推理有偏误; 在解决人类与自然冲突所开的“药方”中, 仍强烈地映射出“人类中心主义”之文化观念等等。

该教材出版已一年有余, 虽然家藏诸多版本、诸多编著者的《生态学》教科书, 但自从此书入库, 便成为我首选参考翻阅的对

象。粗阅此书, 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细细品阅则既可捕捉到诸多科学思考的火花, 也有诸多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较大的反应, 有些学术问题已列入相关刊物的“论坛”之中, 如重新构建的生物学谱中群落是

否可以“隐去”或群落是否为生物学的一个层次等。其他问题的笔枪文战还将继续进行。

阅读常杰、葛滢的这部《生态学》, 无论你认不认可他们对生态学概念的重新界定; 接不接受他们对生态系统概念的重新解

释; 吸不吸收他们对结构、过程和功能的重新梳理与整合; 理不理解他们重新定义和构建的生物学谱; 同不同意他们的逻辑推

理; 采不采纳他们为解决人类与自然冲突中所开的“药方”; 你都会得到诸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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