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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进化的心理机制解释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本质是近十几年来西方心理学新范

式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核心。首先从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详细介绍了进化心理学

产生的背景 ;其次 ,分析了该理论的基本理念和 6个研究主张 ,重点阐述了进化心理学对人性、

性别差异、个体差异等心理现象的分析 ;最后评述了进化心理学的贡献、局限及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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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化心理学产生的背景及概述

(一 )进化生物学的背景

进化是指有机体的 (生命 )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但

达尔文之前的科学家并没有形成一种理论以解释生命变化的因果

机制。1859年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中用自然选择理论 ,从变异、

遗传和选择等角度解释新物种的起源并把所有生命变化都归为进

化。此外 ,达尔文用性选择理论解释人性择偶特性的进化过程 ,因

而达尔文是最早提出进化思想的科学家。他在《物种起源 》结尾预

言 :“在遥远的将来 ,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打开。

心理学将拥有全新的基础 ,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种心理

能力都是必需的”[ 1 ]。

随后 ,生物学家将 Gregor Mendel与达尔文的理论进行综合形

成了颗粒遗传理论 ,认为基因是以独立的单位遗传给后代 ,从而巩

固了达尔文的理论。20世纪 60年代 ,习性学家从进化的角度研究

动物行为的功能与起源并开始关注适应器问题 ,从这两个意义讲 ,

习性学对进化心理学贡献很大。1975年 , Edward W ilson在《社会

生物学 :新的综合》中探讨了人类自身并提出了大量的假设 ,这是

科学家首次将进化生物学的理论与人类行为直接结合 ,为进化心

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心理学的背景

在进化生物学发展的同时 ,心理学领域也在不断变化。Freud

强调的生本能及性本能及 James的本能理论都与进化生物学相吻

合 ,但 20世纪 20年代 ,行为主义强调 S—R联结对塑造行为、学习

的重要性使心理学的研究偏离了进化的观点。20世纪 60年代 ,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习受环境与遗传的相互作用 ,人类绝大多数

行为都有本能的性质 ,语言学习亦是如此 ,这为进化心理学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契机。

20世界 50年代 ,认知心理学兴起 ,它使心理学的研究从关注

外部行为转向关注主观世界。认知心理学主要用信息加工的观点

研究人的认知过程。进化心理学吸取了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

则 ,认为人的心理是由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量心理机制组成的 ,

心理机制成为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核心。

此外 ,由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哲学方法论、基本理论、研

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组织等各方面针锋相对 ,使心理学遭受分

裂的危机 ,心理学迫切需要统一的指导思想。David Buss认为 :“当

前心理学科学正处于分裂状态 ,不同领域的发展都是各自孤立的 ,

至多只是从相近学科借用一些概念 ⋯⋯虽然心理学家主张人类心

理是一个整体 ,然而没有一种元理论能够包括心理学的各个方面 ,

人类心理现象是以生物神经过程的方式实现的信息过程的总体变

现 ,进化心理学正好可以做到 ”[ 2 ]。Goetz认为进化心理学有望成

为整合心理学的元理论 [ 3 ]。

(三 )进化心理学的概述

进化心理学是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现代理论相结合的产

物 ,是近 10多年来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989年人类

行为与进化协会成立 ,《进化与人类行为》杂志出版 ,标志着进化心

理学的诞生 [ 4 ]。进化心理学试图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

释人类心理起源与本质。该学科认为人是由生理和心理两部分构

成的有机整体 ,其心理和生理机制都受进化规律的制约。心理在

人类解决生存与繁殖问题的过程中演化 ,科学的进化论应成为心

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 5 ]。目前 ,进化心理学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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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有 David Buss, Leda Cosm ides, John Tooby, Don Symons等人 ,其

中 David Buss教授概括了进化心理学要集中探讨的四个问题 : ( 1)

心理为什么被设计成现在这样子 ? ( 2 )人类的心理是如何被设计

的 ? (3)心理的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有什么功能 ? ( 4)来自当前

环境 (特别是社会环境 )的输入信息如何同人类心理的设计特征相

互作用 ,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 ? [ 6 ]。虽然 ,心理学界对进化心

理学还存在争议 ,如 Zimmer认为进化心理学对当前的社会科学提

出了挑战 [ 7 ]
,而 Holcomb 认为进化心理学是一种不成熟的科

学 [ 8 ]
,但分子遗传学、认知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的发展为进化心

理学研究人性、行为、语言的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一 )基本理论的分析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了解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是充分理

解心理现象的重要前提 [ 9 ]
,这两个维度也是研究的核心。进化心

理学认为人的心理由大量进化的心理机制组成。所谓“心理机制 ”

就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对信息的加工过程 ,任何一种心理机制在

进化历程中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祖先面对的生存和繁衍问题 [ 10 ]。

由于生存和繁衍问题各式各样 ,相应的心理机制数量也不同。凡

是有利于个体解决生存或繁衍问题而得以遗传的稳定特征就是适

应 ,因此适应器是进化过程的主要产物。

进化心理学研究心理起源及适应的基本原理包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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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

(3)生存与繁殖问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主要的问题 ; (4)心理机制

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演化物 ; (5)模块性是心理机制整体组织

的特性 ; (6)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 [ 11 ]。

(二 )研究原理的解读

首先 ,“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关键 ”即强调对心理起源的理解是

探讨现代人类心理机制的关键。从人类进化过程看 ,个体的生理

和心理是在与自然的抗争形成的。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 ,心理、行

为具有遗传的特性 ,因而了解原始人类的生活 ,形成可信的进化假

设是理解心理起源、适应的重要手段。进化假设的数据主要来自

考古学记录、狩猎———采集者社会的数据、观察、自我报告、生活史

数据和公共记录等。其次 ,心理机制由输入信息 ,决策规则和输出

结果等组成。信息输入端通常是个体面临的生存、适应问题 ,输出

端是个体的某种心理或行为 ,两者之间是决断法则 ,因而明确原始的

适应问题 ,就能推测心理机制的产生过程及其结构和功能。个体面

临的问题愈多 ,拥有的心理机制就越多 ,表现的行为就越灵活。

再次 ,达尔文认为进化过程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和繁衍 [ 12 ]。

自然选择中 ,只有最适应环境的生物才能生存并将基因遗传 ,人类

同样如此并演化形成一系列心理机制。例如 ,远古时期的群居生

活有利于个体的生存 ,因而利他、亲本投入等利于群居的心理机制

被保存 ,偷盗群体成员财物 ,抢夺群体成员配偶等不利于生存的行

为被排斥。人类在生存的基础上进行繁殖 ,形成社会团体 ,产生各

种人际问题 ,这样源于生存与繁衍问题的心理机制就外化到整个

人类生活了。

另外 ,进化心理学一直强调不同的心理机制解决不同的问题。

Foder把这些特殊的心理机制称作“模块”,“群集模块”则体现了人

类心理的整体性。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机制的领域特殊性是模块

最重要的特征 ,能指导个体成功、快速、有效地解决相应问题。Cos2
m ides研究进化过程中社会交换领域的适应问题时 ,用“利益—代

价”社会契约规则证明了领域特殊性的重要 [ 13 ]。

最后 ,进化心理学认为 ,社会行为都是心理机制与环境相互作

用的产物 [ 14 ]。它既反对外源决定论 ,又反对内源决定论 ,认为只

有通过心理机制接受环境的输入 ,才能产生行为 ,出现决策并认为

环境对心理机制的影响体现在三方面 : (1)文化背景影响心理机制

表现的阈限 ; (2)个体的经历导致不同的行为策略的使用 ; ( 3 )当

时的情境输入对心理机制的影响 [ 15 ]。

三、进化心理学对心理现象的分析

进化心理学对心理现象的分析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涉及整

个物种的生存 ,是人类共有的一些心理特征 ;第二层是不同性别因面

临不同的适应问题而产生性别差异 ;第三层则是个体间的差异。

(一 )进化心理学关于人性的假设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性是进化的结果。早期人类解决社会问题

的目的在于生存、复制和团体中他人的良好社会关系。一旦个体

被团体排斥会处于危险边缘 ,因此个体有获得团体认同的重要动

机并保留了合作、利他等重要的心理机制。进化心理学家用“亲代

投资理论”解释利他行为 ,解释亲属梯度差异及高繁殖价值个体易

于获得帮助的社会现象 ;“互惠式利他 ”、“合作同盟 ”和“攻击策

略”能使个体获取他人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伤害 ,提升地位

和社会等级等 ,这些特定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方式在进化中演化为

人性的本质。实证研究证实恐惧、愤怒、嫉妒、同情和爱等一般性

情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能引导人类探索他人的心理机制以更

好地在团体中生存 [ 16 ]。进化心理学从适应的角度解释了人性跨

情境、跨时间的稳定性 ,为证明人格的稳定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 )进化心理学关于性别差异的假设

进化心理学家预测两性在面对相似的适应问题时会表现出极

大的相似性 ,如因食物消费而有同样的甜、酸感受力。但人类进化

史中 ,两性面临不同的适应问题 ,因而在择偶策略、短期性关系策

略、亲代抚育问题上都会出现性别差异。择偶策略中 ,男性偏好选

择年轻、貌美、具有良好腰臀比例的女性 ,因为这些女性特征是健

康、高繁殖能力的象征 ,有利于解决男性保留自己基因的适应性问

题。女性偏好选择有经济资源、较高社会地位、有抱负和勤奋的男

性 ,因为这些男性更能解决亲代抚育这个适应问题。Buss提出“差

异性亲情投资假说 ”理论解释两性对后代抚养投入差异的原因。

此外 , Fethenbhauer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显示 ,整个进化史中男性只

能通过竞争获得配偶及生活物资 ,因而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冒险 ,更

多参与激烈的竞争活动或用暴力达到生存和繁衍的目的 ,这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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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因环境而遗传 ,从而形成男性稳定的个性特征 [ 17 ]。

(三 )进化心理学对个体差异的假设

进化心理学家主要用推测、假设的方法解释个体差异。最普

遍的假设是个体差异是由环境差异引起的种群典型性适应的结

果。不同环境中 ,个体的决断法不同从而产生个体差异 ,这些独特

的心理机制会遗传给后代并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新的个体差异。

Buss通过比较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竞争行为 ,列出了七种人类与

灵长类共有特质及人类的独有特质 , Buss认为共有特质是进化的

结果 ,个体差异是适应环境差异的结果 ,不同个体具有的独有特质

程度不同 [ 18 ]。对童年期 5 - 7岁是否缺少父爱对其成年后性策略

影响的研究也证实了个体差异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 19 ]。

四、进化心理学的评价

(一 )进化心理学的贡献

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对心理学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首先 ,进

化心理学的研究与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相一致。长久以来 ,强调

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心理学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 ,心理学需要

新的指导思想。进化心理学正是试图用进化论整合心理学 ,正如

Boyer所言 :进化心理学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框架 ,把来自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行为科学的证据全部

整合起来 ,形成了对人类行为的整体性描述 [ 20 ]。其次 ,进化心理

学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 ,特别是用进化、适应

等研究心理起源 ,探讨生存、群居、同性竞争、短期性策略、配偶选

择等问题 ,为心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推动了对人性与心理的

全面深刻研究。最后 ,进化心理学对其他学科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它强调的领域特殊性是对传统认知心理领域一般性及功能不可知

论的延伸与补充 ,其内含适应性理论、互惠式利他理论、道德进化

观是对基本社会现象的重新解读 ,理论中的依恋、生活史策略、遗

传特性的适应性评估、心理机制功能障碍对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

学、临床心理学有很大的启示。

(二 )进化心理学的局限

尽管进化心理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 ,但作为一门新兴

的科学 ,仍存在许多局限。首先 ,方法论的缺陷是饱受争议的焦

点。进化心理学用类似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收集人类进化的数据 ,

采用历史叙事法假设远古人类所面临的适应问题并以此推测现代

人类的心理与行为。这种以过去解释现在的方法不符合可证伪性

原则 [ 20 ]。其次 ,研究存在基因决定论思想。尽管进化心理学坚称

自己是相互作用论者 ,但从认识论角度看 ,进化心理学属于基因决

定论。研究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人类心理起源 ,强调生存、繁

衍的重要性 ,强调心理机制的选择、遗传。同时 ,忽视环境的变化 ,

不仅没有探讨不同环境下心理机制的生成与消亡 ,也没有解释环

境变异对人性、个体差异、人类行为的进化影响。可以说 ,进化心

理学实质上持基因决定论思想。再次 ,研究对人性的理解是肤浅

的。进化理论着重从生物学的角度解读人类心理、行为 ,而心理机

制的结构、各种高级心理机能都没有涉及。例如 ,对人类情感的研

究 ,只证实具有跨文化一致性 ,但对引起情感反应的动机 ,情感变

化的特征 ,不同情境中情感差异的原因等都缺乏假设及实证研究。

最后 ,进化心理学不是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研究目标

是发现能承担我们的心理能力的信息处理机制。进化心理学只用

类似信息加工方式的心理机制解释生存、繁衍问题 ,但没有任何心

理机制解释认知建构 ,思维发展、心理表征、语言进化等适应性问

题 ,同时这些心理机制并未预测未来及解答进化心理学研究的基

本问题 ,可以说进化心理学并不是认知心理学。

(三 )进化心理学的未来

进化心理学成立至今仅二十年 ,但它的研究已触及主流心理

学的每个分支 ,其进一步发展需特别重视以下问题 :首先 ,重视文

化的作用。个体的心理是低级心理功能与高级心理功能的综合 ,

目前进化心理学只能解释人的低级心理功能 ,与人类生活密切相

关的思维智慧、审美体验、借助音乐、艺术、小说、电影表达的情感

等高级心理功能更需有明确的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因而充分整合

文化的因素理解进化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次 ,重视认知神

经科学的发展。进化心理学用内含的心理机制解释外显的行为已

取得巨大成功 ,但更需客观的方法研究与人脑密切相关的知觉、注

意、思维、语言、记忆、意识等认知过程 ,而日益成熟的脑成像技术

恰好能为这些研究提供直接、客观、准确的证据 ,能极大推动有关

智能起源、情感体验及其心理机制进化过程的研究。认知神经科

学的发展使人类从脑的进化———行为进化———生物进化的新方式

去理解进化的过程。此外 , Greary教授还提出了许多未来研究的新

主题 :儿童发展中的认知可塑性、自我觉知配偶价值的作用、行为

选择中的利益、消费原则等等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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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ZHANG L ing, ZHANG M in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ngzhou N orm al U 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essential of human m ind and behavior through the evolved p sychological mechanism is the core of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which is a new app roach that emerged in western p sychology in recent ten years.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re i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is discip line from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p sychology. Next, its basic theory and research

content are analyzed. Then, its exp lanation of some icon is stated. Finally, the lim itation, the contribution and the p rospect of

this theory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evolution p sychology; nature selection; adap tation; evolution; p sychologic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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