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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进化的观点解读人类行为 ,分析心理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是近 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新的

研究范式 ———进化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当前进化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对人类的生

存、择偶、抚育以及群居等方面的行为进行探讨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认识论上的不

足以及文化影响的忽视等问题 ,但进化心理学对于人性和心理的思考 ,对认知发展观的革新 ,尤其是在元理论方面

的贡献将有望为心理科学提供一条全新的整合进路。

关键词 :进化心理学 ;心理机制 ;人类行为

On Recen t Twen ty Y ears’Evolutionary Psychology

D ING Jun, ZHANG J ing, CHEN W ei

( Psychology Departmen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m ind

is the core belief of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 a new paradigm emerged in western p sychology field in recent dec2
ade. Current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human survival, mate choice, upbringing and liv2
ing in group s and has achieved some accomp lishments. Though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ts in methodology, ep iste2
mology and culture influence,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indeed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impulse more p sychologists to

make more exp lorations for i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human nature and m ind, for its p romotion to cognitive devel2
opment, and especially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ip lin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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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化的观点研究心理学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

Darwin,他在《物种起源 》(1859)结尾部分写道 :“在

遥远的将来 ,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

此展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而 1989年

人类行为和进化协会 (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的成立以及《进化与人类行为杂志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的出版则标志着进

化心理学的正式诞生。[ 1 ]进化心理学主张用进化的

理论指导心理和行为的研究 ,认为进化形成的心理

机制为我们“在心理的天然连接点上对其进行划

分 ”提供了非任意的标准 ,
[ 2 ]61进化心理学将使心理

学走向整合。[ 3 ]进化心理学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和认

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是近 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

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以一种整合的视角洞

察科学与实践的心理学。[ 4 ]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是

由生理和心理两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人的生理和

心理机制都应受进化规律制约。心理是人类在解决

生存和繁殖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的 ,科学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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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5 ]

综合进化心理学主要研究者的观点 ,可以将当

前进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归纳如下 : ( 1)过去

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 ; ( 2)功能分析是理解心理

机制的主要方法 ; ( 3)人类进化过程中主要的问题

是生存与繁殖 ; (4)心理机制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演化形成的 ; (5)心理机制具有模块性 ; (6)人的

行为表现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8 ]进

化心理学强调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的重要性 ,认为

心理机制是解释人类行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同时 ,进

化心理学也强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并不认为行为

是遗传的 ,所有外显行为必然是背景输入和心理机

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进化心理学关注有机体的心理层面 ,强调要对

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 ,看它拥有哪些进化形成的机

制 ,激活这些机制的背景信息是什么 ,这些机制又会

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所谓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 e2
volved p sychological mechanism )是指构成人类心理

的那一类适应器也就是指有机体拥有的一组加工过

程。进化心理学研究人类现有的心理机制如何通过

进化形成 ,又如何影响人类行为 , [ 2 ]58归纳起来有如

下四方面内容 :

一 　进化心理学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讨

抗菌假设 ( antim icrobial hypothesis)认为香料帮

助我们人类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问题。因为

香料不仅能够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或者抑制微生物

的生长 ,而且能阻止毒素的生成。人类对于香料喜

欢的背后或许是在抗菌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心理机

制。[ 6 ]另外 ,人类对于酒的迷恋或许是喜欢成熟的

果实这一适应行为的副产品。熟透的水果富含糖和

乙醇 ,水果散发出来的“乙醇香味 ”是果实成熟的极

佳线索。食果副产品假设 ( frugivory by2p roduct hy2
pothesis)认为 ,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进化了喜欢成熟

水果的食欲机制 ,酗酒行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过度沉

溺于食果机制而导致的适应不良。[ 7 ]除了个体生存

的食物选择外 ,进化心理学还对孕妇的妊娠反应提

出了胚胎保护假设 ( embryo p rotect hypothesis)。

Profet认为妊娠病是一种适应器 ,它能阻止孕妇摄

入致畸剂。研究发现 ,头 3个月没有妊娠病的孕妇 ,

其自发性流产比有妊娠病饿孕妇要高 3倍之多。妊

娠病似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机制 ,让我们与邪恶的

自然条件相抗衡 ,同时也解决了小孩在出生之前就

要面临的生存危机。

在人类对居所和风景的偏好上 ,我们也能看到

一些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人类在建造建筑物时往

往倾向于寻找模仿类似生活在树木遮蔽下的舒适感

觉 ,我们喜欢美景而不喜欢住在地下室 ;生病住院

时 ,能够看到窗外树木的病人会康复得更快 ,而且我

们还乐于用画笔和相机记录下那些美妙的风景 ,这

些行为都和 O rians所提出的热带大草原假设 ( sa2
vanna hypothesis)相一致。非洲的热带大草原被认

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那里的自然条件就和我们上述

环境很相似。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无需面临那么多生

存的抉择问题 ,但是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依旧在我

们身上体现了这些特定的偏好。[ 2 ]83 - 120

总之 ,上述所有的心理机制都形成于有助于人

们生存足够长的时间 ,从而达到成年期。但是 ,到成

年期之后人类还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适应性挑战 ,择

偶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二 　进化心理学对男女择偶策略的研究

进化心理学尝试解开人类女性在长期择偶中的

偏好之谜。女性在择偶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经济资

源、好的经济前景、高社会地位、年长男性、抱负和勤

奋、可靠性和稳定性、运动能力、健康和外貌、爱情和

承诺以及愿意为子女投资的人的偏好等一系列择偶

偏好 ,源自于她们继承了成功的祖先择偶时的明智

和谨慎。较之于善于择偶的女性 ,那些不加区分就

选择配偶的女性可能会更少成功地生育后代。女性

形成的众多择偶偏好内容各异 ,但都与资源相关 ,以

帮助解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选择有能力投资 ,愿

意投资 ,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子女 ,更适合为人父母 ,

可以相互适应和健康的配偶等一系列适应性问题 ,

为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之谜提供了某些合理而且确

定的答案。[ 8 ]

同样 ,对于男性而言 ,其长期择偶策略也无疑会

受进化的影响。男性在选择长期配偶时面临两个重

大的适应性问题 :首先是如何辨别有高生育力和高

繁殖价值的女性 ———能够成功养育后代的女性 ;第

二个重大的适应问题就是父子关系不确定性问题。

男性在择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年轻的偏好 ,对外

貌美的偏好 ,以及对体型胖瘦与严格腰臀比率的偏

好似 乎 都 是 针 对 第 一 个 适 应 性 问 题 的 对

策 [ 9 - 11 ] ———年轻意味着有更高的繁殖价值 ,外貌美

代表身体健康 ,体型胖瘦与腰臀比例也与生育能力

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而男性对于配偶贞洁的要求

或对处女的偏好 ,
[ 12 ]则是与第二个适应性问题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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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拥有一位贞洁的配偶能够

使男性拥有更高保留遗传自己基因的机会以及承担

更少养育他人后代的风险。

三 　进化心理学对亲代抚育问题及亲子
冲突的理解

从进化角度很容易理解亲代抚育的问题。因为

后代是父母基因的载体 ,因此应该青睐被设计来确

保后代生存和繁殖的亲代机制。亲代抚育的心理机

制在人类和其它非人类物种身上的存在是显而易见

的。值得一提的是 ,进化心理学不仅为亲代抚养提

供了很好的解释 ,而且对于亲代抚育中出现的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即为什么母亲往往比父亲提供更多

的亲代抚育也做出了比较好的解释。进化心理学给

出了三种假设 :第一 ,父子关系的不确定假设 ———男

性比女性投入更少是因为他们对假定的后代贡献基

因的概率更少 (母子关系的确定性是 100 % ,而父子

关系的确定性低于 100 % ) ;第二 ,遗弃假设 ———谁

可能率先遗弃子女 ,由于许多物种都是体外受精 ,因

此雄性可能成为率先遗弃孩子的人 ;第三 ,择偶机会

的代价假设 ———付出亲代投资的男性的代价高于女

性 ,因为这种投资使他们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

会。[ 2 ]211 - 237

此外 ,进化心理学在解释亲情的同时 ,也为父母

与子女冲突给出了一些说明。父母 —子女冲突的进

化理论表明 ,因为父母和子女只有 50 %相关的基

因 ,所以他们的“利益 ”不可能完全一致 ,通常每个

子女都要求比父母所给予的还要多的亲代资源。[ 13 ]

该理论产生了一些惊人的预测 ,假设一 ,母亲 —子女

冲突时常在子宫中就发生了 ,似乎胎儿往母亲的血

液中分泌了大量的绒膜促性腺激素 ,阻止母亲的自

发流产行经而使得自身继续留在子宫中。换言之 ,

即暗中破坏母亲自发流产的任何企图。假设二 ,随

着双方年龄的增长 ,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往往高

于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来自谋杀案件的证据支

持了第二个假设。

四 　进化心理学对群居生活中利他、攻

击、支配行为等的分析

群居生活是人类整个适应过程的关键组成部

分。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类拥有许多专门用于解决

群居问题的进化心理机制。

首先是利他主义难题。进化心理学用内含适应

性理论解释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 ,对于非亲属之间

的利他行为 ,研究者提出互惠式利他行为 ( recip rocal

altruism)理论来解释 :促使人类在非亲属之间产生

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而得以进化的一个原因 ,是利

他者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从受惠者那里获得回馈

式的收益。人类的利他行为就是在这种心理机制的

形成过程中发展的。[ 2 ]285 - 317人类对于拥有解决社会

契约结构问题的能力与解决抽象逻辑问题的能力不

足 (如 W ason卡片问题 )之间的对比 ,也说明了人类

在进化利他行为的同时也进化了觉察欺骗者的心理

机制。[ 14 ]除了合作利他 ,攻击也是群居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来 ,攻击行为是

一组行为策略 ,只有在高度特殊化的情境条件下才

会显现出来。根据进化心理学 ,攻击行为的潜在心

理机制之所以得到了进化 ,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很多

非常独特的适应性问题 ,比如获得资源、同性竞争、

提升社会等级以及留住配偶等。[ 15 ]

最后 ,进化心理学还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

为的心理机制。自然选择似乎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

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因为在一夫多妻的择偶

系统中 ,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

妻子 (古代 ) ,或者更多的性伴侣 (现代 )。[ 16 ]
Denise

Cumm ins提出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

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人类甚至还进化了领域特

殊性的推理策略 ,专门让我们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

会规范进行推理。[ 2 ]387 - 417

尽管进化心理学为人类的各类行为提供了一定

的合理解释 , 但为了给生存、择偶、抚育、合作、攻

击、支配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解释理论打下更加坚

实的基础 , 进化心理学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更进一步

的研究。

进化心理学产生于进化生物学理论与认知科学

整合的基础之上 ,依托进化理论对人的心理机制进

行分析 ,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是因为何种

进化因素所塑造的。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是由生理

和心理这两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人的生理和心理

机制都应该受进化规律制约。心理是人类在解决生

存和繁殖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的 ,心理学的研究

应受进化论的指导。进化心理学运用进化论对人的

心理的起源和本质及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研究。从人类生存到择偶繁衍 ,从亲代抚育到

亲属关系 ,从社会合作、攻击、战争 ,进化心理学考察

人类各种行为背后所隐含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 ,

运用进化论对人类心理的起源和本质进行分析和探

01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4期 (总第 69期 )



讨 ,为人类行为做出合理科学解释的同时 ,也对人类

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因此 ,进化心理学为

研究人类心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当然 ,进化

心理学最终是否能够消除“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 ,

对于科学的发展颇有误导之嫌 ”(David Buss)的传

统学科界限 ,从而完成整合心理科学的艰巨使命尚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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