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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进化理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语言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
在本书中，作者凯特·迪斯汀提出了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并表明了它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化
的起源和发展。按照迪斯汀的观点，人类分享信息的渠道不仅有口语和手势语等自然语言，也有人工
语言，即文字和乐谱等人类自身创造的媒介。所有这些语言均使人类能够接收和传递文化信息资源中
的各种变异，并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机制。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对自身思维的思
考——加速了文化的进化，因为它可以使文化信息从各种具体语言的概念约束中解脱出来。
迪斯汀运用了本书中所概述的文化进化理论，并将其与经济学、语言学和发展生物学等学科相结合，
为我们展示了她对人类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独到的理解视角。
为何只有人类的文化是累积性的，依旧是个谜题。作者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表征信息（即所谓的元表
征能力）使人类独有的复杂文化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她认为，元表征首先在句法知识上得以表现，
接着通过人工语言形成的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得以扩张。作为信息的存储器，人工语言有很明显的长处
——稳定、耐久，且可近乎无限扩展，这些特征也使文化信息的增长和多样发展成为可能。作者迪斯
汀的方法给人类进化这个难题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和见解。
——Robert Aunger, 生物人类学家，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
作者将她的观点和证据在本书和她的上一部著作《自私的模因》中清晰地罗列出来。本书的章节分布
清晰，很多引文都引自最近的语言学、模因论、生物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
发展非常有帮助。
——Rebecca Wells-Jopling,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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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凯特·迪斯汀（Kate Distin）毕业于剑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其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自私的模
因》（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和获奖图书《天赋儿童：父母和专业人士指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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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来看民科的后知后觉
2、要不是被编辑要求写，我也不会看这本民科的书。搞语言和搞心理的都越来越民科了。
3、书很好，翻译地再好点就更好了
4、文化的出现。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本书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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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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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6页

        进化取决于每一代对信息传承的解读和表达能力，当文化信息发展到超过大脑能够独立处理的临
界点时，人类就开始发展人工符号来储存和操纵这些过量的文化信息。自然语言的出现为语言作为信
息的表达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接受者，保证了进化所依赖的可持续遗传。

2、《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67页

        语言的恩惠不仅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思考，尽管也有不需要语言的思考方式，但其最重要的却在于
，语言使我们能够彼此交流，甚至隔代交流。

3、《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225页

        文化信息进化在某一特定文化利基中的存活是以特定的文化语言为基础，这使得它免除了遭受过
度变异的风险。

4、《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1页

        文化是随人类和文化信息之间的互动而出现的行为产物和人工产物，文化进化则是信息传承中各
种变异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文化进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信息传承的理解的基础之上。

5、《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72页

        自然语言的某些结构特征意味着其进化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表征的成功，换句话说，也意味着
语言的首要目的是向他人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将其展现给我们自己。

6、《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21页

        只有先掌握了一套有关符号标记之间关系的逻辑上完整的系统，才能确定任一符号标记的对象之
间的象征性联系，而信息取决于“意义和符号之间相互转换的协议”，相同的信息源可以为不同角度
的接收者提供不同的信息，因为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则，信息的获得取决于接收者的表征。

7、《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81页

        在一个依靠社会性方法来解决生态问题的物种中，语言进化的推进来自于交际上的选择性优势，
因为其成员天生具有彼此合作的倾向，从而也促进了交际的提升。

8、《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1页

        文化是随人类和文化信息之间的互动而出现的行为产物和人工产物，文化进化则是信息传承中各
种变异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文化进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信息传承的理解的基础之上。

9、《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14页

        与自然语言相比，人工语言最明显的表征优势便是其持久性：它能延长信息的持续时间，因为任
何表征所持续的时间和体现该表征的媒介所持续的时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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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65页

        我们的基因是固有的。我们不能只选择偏向于遗传父母一方的完美视力，而不遗传另一方的散光
，或者选择比我们现在更高的身高。这并不是说相同的基因总会有完全相同的表示方式：营养的改善
会影响孩子的身高，教育的改进会影响她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同卵双胞胎也不是完全相同——他们
可以选择改变他们的外貌或培养不同的技能、学习不同的科目、实践不同的宗教，但通过这些方式他
们也不能选择改变他们的基因。关于文化我们可以进行选择，但关于自然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简
单地进行选择。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基因的遗传。我们不能选择天生没有视力缺陷，然而如
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很多选择的国家里，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是戴有架眼镜还是戴隐形眼镜来纠正我
们的视力，或者甚至选择做手术。我们也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选择不出生在有特
殊宗教信仰、讲特殊语言或有特殊教育理念的家庭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是否也接受那个宗教，
是否要去学习讲一种不同的语言、是否也认同那种教育理念。

11、《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60页

        在商业圈内，各种人际关系暴露无遗，因为凡是涉及金钱的地方，存在的就只有虚伪的“尊敬”
。

12、《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35页

        对于大量经常以交易为目的才见面的“陌生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是某种社会的关联。这种关
联就是货币：一种离散化的价值尺度，“它使所有商品相对价格的确立成为可能”。

13、《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51页

        口语和手势语被总称为自然语言，因为它们是通过自然进化而成为人们中间的一种交流方式的。
对于诸如书面文字、乐谱或建筑绘图规约等这类符号，我杜撰了一个集合短语“人工语言”
（artefactual language），因为它们是通过人工制造或制作的物体来体现的。

14、《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6页

        信息绝不能孤立的存在，必须传递给那些能够解读并适时做出反应的接收者，

15、《文化的进化》的笔记-文化的进化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文化传承的反应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对基因遗传的反应却不
会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给子孙。眼科手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基因：无论她是在做手术之前还是在做手术
之后怀孕，她的孩子们都同样有可能遗传她的弱视力。然而，如果她反对她父母的无神论，而成为基
督徒，那么她的孩子将可能被培养成基督徒而非无神论者。她的父母不重视教育，以致她还没有学会
识字和计算就离开了学校。如果她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她可能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也会向她
的孩子传递一种与她父母给她的、完全不同的教育态度。

16、《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70页

        自然语言有一些有趣的结构特征，支撑着自然语言是为交际而非理解而进化的理论。换句话说，
自然语言在结构上更适合表达说话人的思想，而不是要确保听话人能明白无误地理解所说的内容。

17、《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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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模式是动物族群的特征，可以通过社会调节性学习而代代相传。模仿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成果
通过遗传基因从而达到代代相传。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18、《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11页

               課本上的語言總是在表示，什麼是信息，這樣的問題範圍很廣，所以答案也沒有絕對的，只要
合情合理，就是答案。
       其實，在溝通的過程也是信息的表現方式之一，打電話也是信息的一種，反正能表達內心的想法
便是信息的體現。例如：上網買東西，上網去衝浪，也是信息。人類通過五官所接觸到的都是信息所
承載的，沒有了這些，也是失去了人類社會的最根本的最基礎的。
       我們也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去獲得這些信息，融入自己的生活中，為自己所有。

                                                                                                           上述-- by 花木槿惜月 

19、《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95页

        自然语言的进化为人类提供了共享的表征系统，让人们能够从使用该系统的任何人那里获取信息
。但是，自然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善的表征系统。

20、《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20页

        离散的表征，或在更为复杂例子中的表征系统知识，能使接收者把信息源中的变化和接收者反应
中的变化恰当地联系起来。

21、《文化的进化》的笔记-第65页

        自然语言的进化基础也是文化信息进化的基础，因为我们在此已经有了一个能够对信息进行表征
的物种，其成员又乐于彼此分享这些信息。随着表征信息数量的增长，其表征的准确度也在不断增长
。

22、《文化的进化》的笔记-文化的进化

        我们的基因是固有的。我们不能只选择偏向于遗传父母一方的完美视力，而不遗传另一方的散光
，或者选择比我们现在更高的身高。这并不是说相同的基因总会有完全相同的表示方式：营养的改善
会影响孩子的身高，教育的改进会影响她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同卵双胞胎也不是完全相同——他们
可以选择改变他们的外貌或培养不同的技能、学习不同的科目、实践不同的宗教，但通过这些方式他
们也不能选择改变他们的基因。关于文化我们可以进行选择，但关于自然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简
单地进行选择。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基因的遗传。我们不能选择天生没有视力缺陷，然而如
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很多选择的国家里，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是戴有架眼镜还是戴隐形眼镜来纠正我
们的视力，或者甚至选择做手术。我们也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选择不出生在有特
殊宗教信仰、讲特殊语言或有特殊教育理念的家庭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是否也接受那个宗教，
是否要去学习讲一种不同的语言、是否也认同那种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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