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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种起源》分析“观察”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意义及启示

摘要：《物种起源》于 1859 年首次出版，为世界人民广泛了解物种进化、广泛探

索进化之谜开辟了新的篇章。此书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描述数位科学家以及达

尔文自身对于生物的观察与研究，进行一定归纳推理，揭示了物种进化的部分奥

秘。在以此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历程中，“观察”这一行为尤为重要，它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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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这一我们日常进行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们的本能。从婴

儿初次睁开双眼，我们便无时无刻不观察着这个世界。“观察”不仅仅是用双眼

去看，还包括用双耳倾听，用双手触摸，去通过这些方式感知自然万物。在自然

科学研究中，观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察法是直接获取科学事实的最重要

手段，其最大价值在于理论指导下的客观性”
①
，“观察”是研究自然的根本，用

科学之眼观察，是研究自然的关键。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对自然界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的成果，它汇集了无数

生物学家对生物进化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本书中，达尔文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

展示了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并揭示了生物进化的部分原因。观察的内涵是什么，

科学家如何观察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的过程对于如今的人们有何启示，这是我

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观察的内涵

为什么说观察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此重要，这难道仅仅是因为“观察”可以让

人更好地感受这个世界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观察”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

人们探索自然万物最有效的途径，涵盖了认知与思考的过程。换言之，“观察”

既包括了客观上的感受，也包括了主观上的认知。

（一）观察包含客观的感觉

观察始于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觉对事物进行初步接触。

以视觉为例，眼前的事物通过眼成像，视网膜接受光感和色感，接着由视神经传

导通路进行信号的传递，最终在脑部形成视觉。“感觉”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

是，将感觉等同于观察是不准确的，它只是观察的一个部分。

以《物种起源》为例，在人们感知生物进化这一概念的过程中，那些看到了

驯化的动植物产生一定变异、却并未对变异的原因产生好奇心的人，只是双眼看

到了生物的变化，他们只是做到了感觉这一步。

①
佚名：《科学研究始于观察》，《中国科技奖励 [1672-903X]》，2021 年第 4 期第 17-19 页.



（二）观察包含主观上的认知与思考

除去感觉之外，观察的核心还包括认知与思考。对自然科学的初步认知和思

考是研究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人会反驳道，认知与思考是一个主观的

过程。但事实上，科学的发现离不开主观思考。科研工作者通过观察获得客观数

据，然后结合已有的理论和知识进行解释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

主观的思考和推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拉马克在观察长颈鹿和普通鹿的区别后提出用进废退、向前发展法则，到

1813 年韦尔斯对人种和疾病的观察，提出一切物种或多或少都存在变异倾向，

再到达尔文通过多年的观察，对生物进化论的实质进行研究
①
……这些科研工作

者都是先经过客观感觉，再进行主观思考。

尽管最初的主观思考可能存在错误，但多位科研工作者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深

入思考，得出了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结论。这些思考都是基于“物种进化”的理论，

而非“神创论”。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主观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客观

事实之上。“观察的组织模式主要决定于理论，观察组织模式的转换具有科学发

现功能，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认为观察是完全主观的、随心所欲的，从而否定观察

的客观性。”
②
由此可见，“观察”中的主观性思考是得出客观结论必不可少的一

个过程。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必须受到客观事实和证据的制约和检验。

二、《物种起源》与观察

“观察”是《物种起源》这部作品所体现的较为重要的内容。下面我们从三

个方面对达尔文和文中提到的生物学家的观察方法和科学探索方式进行简要分

析。

（一）亲自接触

为了探索变异及变异的途径，直接接触较大量不同变异的物种不失为一种简

便而高效的方法。于是，为了深入发掘物种起源的真相，这些研究者们往往会饲

养或培养产生不同变异的同一科属的动植物，观察其后代产生的变异并比较这些

变异与父母性状之间的关系。同样，达尔文深知，要深入理解物种的变异和进化，

不能仅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中。因此，他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其中包括环游世

界、对各地的动植物进行详细记录和研究，这使得他能够观察到那些细微但关键

的变异，并对其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猜想与推理的过程，生物学更是离不开亲

自接触的过程。通过亲自接触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是以达尔文为代表的众多研究

者再近些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也最为推崇的。

（二）从日常生活出发

①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物种起源》，王之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 年，第 313-321 页.

②
吴 倜、张殿清：《科学研究开始于观察》，《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0 卷第 3 期，第 35-37 页.



人们不可能离开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也因此，从生活入手进行观察是另一种

进行科学探索的有效方法。以《物种起源》为例，作品第一章以“驯化变异”为

题，讲述人们身边最为常见的动植物在驯化过程中逐渐产生符合人们期望的变异，

并因此被保留下来这一过程
①
，通过“驯化变异”提出人工选择对于变异的保留

和放大，从而引入自然选择这一观点。

相较于深海和高山等远离人类的地方，我们身边生物的变异更容易被察觉，

但同时也更容易被忽略。但是，观察探索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在很多情况下都

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起点。

（三）继承、发展与批判性思考

根据自身观察结果进行科学推断是重要的，关注其他科研工作者的观察结果

同样必不可少。“观察”的过程带有一定主观性。这一过程中因为主观认知产生

的偏差不可避免。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研究为例，他和其他科研工作者

在进行分析和总结时，常常会将他自己的观察结果与他人的观察结果进行比较。

他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慎的评估，既继承和发展了其中正确的结论，也

对存在疑点的部分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使得关于生物进

化的理论更加严谨和科学。

三、思考与启示

实际上，观察这一过程看似简单的行为，并不局限于《物种起源》或者生物

学，更是所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观察是收集数据和获取信息的基础。在

进行科学探究时，科研工作者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和试验结果，能够获取真实、有

效的数据，从而推导出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提供客观的数据和信息。这些数据可以用于验证假设

或理论，并且可以引导下一步的实验设计。同时，观察还可以帮助科研工作者发

现新的现象和规律，这有助于对问题做出更精确的解释和预测。

（一）观察是获取真实信息最宝贵的金钥匙

科学研究中，“在科学试验中有目的地按计划要求去观察这是科研工作的最

基本的作法”
②
。数据不是凭空捏造的。科研工作者通过肉眼或相应的仪器，获

取真实有效的信息。获取实验数据或相关信息的过程离不开观察。此外，观察的

过程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奇特的现象和微小的变化，进而对此进行探索、分析和研

究，从而发现新的事物，推动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二）观察是验证观点最有效的途径

科研工作者验证观点的过程与观察息息相关。通过对多次实验结果或多个事

①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物种起源》，王之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 年，第 1-24 页
②
史济彦：《科学研究中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Ⅱ）——假说、观察和条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

年第 4期第 47-48 页.



物的观察，科研工作者可以探索观点的普适性和准确性。“观察”不仅用于对自

身观点的验证，在学说的更迭中也有所体现。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学说替

代旧的学说这一过程是极其普遍的。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新的学说往往基于对

前人观点的质疑。对于旧观点的质疑来源于实验观察，质疑后产生新的观点更是

离不开实验观察，这也印证了观察是验证观点最有效的途径。

（三）在观察中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①

观察与思考密不可分。在科学研究中，观察不仅是感觉与认知的结合，更是

深入思考的过程。通过观察，人们可以发现事物的独特之处和细微变化，从而引

发对事物本质的好奇和探索欲望。这种好奇心驱动的探索带来了新的疑问，这是

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在观察中进行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引导我们进一步探

寻事物的真相。《物种起源》中，达尔文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不断提出新的问

题、解决新的问题这三步对变异进行探索。同样放眼自然科学领域，一代又一代

的科学家通过观察、提问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推动着科学的进步。”

（四）排除观察过程中的干扰因素

为确保观察结果的可靠性和实验结论的准确性，排除观察过程中的干扰因素

也尤为重要，这对确保观察结果的可靠性、实验结论的准确性，对于验证科学推

断有重要意义，最终关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

科研工作者们深知观察中的主观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运用多角度

观察、长期比较观察、进行大量统计分析等方法，排除观察中由于个体差异导致

的偶然因素，深入发掘客观事实，从而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实验结论。达尔文在

《物种起源》中特别强调了排除干扰因素在观察中的重要性。通过以上多种方法，

他努力更全面、客观地描述自然现象，以增强观察结果的可靠性和实验结论的准

确性。

这些方法在物种进化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对后世的自然科学研究产生

了深远影响。如今，多角度观察、重复试验等方法已经渗入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坚持运用以上方法，排除观察过程中的干扰因素，确保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准确

性，对自然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观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是获取信

息和数据最基本的方式，也是验证观点和学说最有效的途径。此外，观察中也需

要注意提出新的问题、排除干扰因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观察的方法和技术

也在不断发展，推动自然科学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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