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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进化的要素、形式与规律

许志强，赵 宁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文章首先阐述了知识进化的要素：知识基因、 知识 ’()、知识细胞与知识体系。然后阐

述了知识进化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知识进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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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进化的要素

!、知识基因

基因理论是由美国实验胚胎学家摩尔根创立

的。摩尔根认为：基因是主要的遗传单位，具有

稳定性，在世代传递中表现规律性，并决定遗传

性 状 。 英 国 著 名 学 者 道 金 斯 根 据 基 因 理 论 ， 于

$!,# 年提出了“思想基因”（2345 6474）概念。

道金斯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思想。

他把“思想基因”叫做高精确度的复制品，把这

种思想基因叫做“84849”。他认为：“可以拿狭

义相对论的思想基因作例子，尽管有很多变异和

替代物，但 $!%" 年的基本思想仍然不变”。思想

基因是高精确度的复制单位，这种复制单位在寿

命 、 生 育 力 和 复 制 精 确 度 方 面 具 有 很 高 的 生 存

值，其生存值可通过在连续几年内期刊被引次数

的统计获得。我们认为：思想基因就是科学思想

的基本单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与传递者，

具有稳定性，再现性和逐渐演变的变异性。人类

思想的进化与生物体一样，必须有其基本单位———

思想基因。人类思想的进化，正是思想遗传与变

异的结果。在人类思想中，有些思想固定下来不

变 ， 有 些 思 想 发 生 了 变 异 ， 形 成 了 新 的 思 想 。

$!.$ 年，印度学者森·斯·科 （947·9·:）在

“关于思想基因极其与情报科学关系的评价”一

文 中 提 出 了 规 律 “ 情 报 基 因 ” （ ;7<=>85?;=7
6474）。他说：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把“思

想”置换成“情报”。为了控制情报，作到令人

满意的存储检索和利用。我们需要知道很多关于情

报的性质极其增长与离散的模式，期待着从这里能

得到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为情报学奠定一个

较好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道金斯的假说同波普尔

的知识增长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把生命形

态的进化与情报增长等同看待，认为有机体通过群

体的遗传基因，自然选择，复制精确度，变异来实

现进化，而情报则通过情报基因遗传试错法检验，

社会形态制约以及变异思想逐渐稳定实现增长的。

森·斯·科主张先建立思想基因概念模型，建议从

基本概念开始，按思想基因进化图谱重建分类体

系；主张从文献中找到思想基因，按自然进化方式

聚类，形成思想基因串（848?;@ 9?>;76），再编造

成新型的概念索引；呼吁重视思想寿命，将科学计

量 建 立 在 思 想 基 因 之 上 ， 提 出 建 立 思 想 基 因 学

（8484?;@9）。英国道金斯和印度森·斯·科的学

术观点，对于建立思想扩散的一般原理，思想基因

的传播式，思想基因链（8484 @A5;7）模型，思想

基因流（8484 <B=C）的规律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

鉴于英国道金斯和印度森·斯·科提出的“思

想基因”和“情报基因”有某种不确切之处，我国

学者刘植惠先生建议把“情报基因”置换成“知识

基因”。所谓“知识基因”（:7=CB4364 6474）就

是在科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概念，

它是科学知识进化的功能单位。即我国科学学学者

赵红州所称的“知识单元”。知识基因是知识大厦

的基本砖块，它是客观事物运动与结构的主观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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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思维的设计物，一定信息的承担者，是粒子

形态的科学概念。比如“力”的概念，它是人们在

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它

只有模糊的印象。古人云，形之备也。随着科学的

进步，人们知道了力是矢量，有大小、方向和作用

点三要素，当专家将力（#）表示为势场的梯度

时，“力”便在经典力学的大厦中有一个确定的位

置，变成一个具有一定信息的知识基因，成为知识

大厦的基石，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科学

概念的改变，变换，便引起知识基因的变异。如果

这种变化带有根本性质，那么知识基因就发生质

变，新的科学概念就应运而生。

!、知识 "#$
虽然知识基因是知识进化的动能单位，但是，

它在实践中不能独立地直接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知

识基因之间的有机结合，构成一条有形结构的定

理、学说、理论等大分子。知识 $%& 就是这种大

分子，它既可以复制出相同的定理、学说与理论，

保证知识遗传的顺利进行，又可以在原有定理、学

说和理论的基础上，使知识发生变异。由基因片断

组成的载有遗传信息的知识 $%&，是知识遗传与

变异的执行机构。这就是赵红州所称的“知识纤

维”。由于大量的知识基因在大脑内记忆与储存，

人们便有可能进行逻辑思维活动，将一些相关的知

识基因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并且按一定的思路合成

知 识 $%&。 若 在 牛 顿 力 学 中 ， 人 们 将 “ 力 ”

（#）、“质量”（’）和“加速度”（(）三个知

识基因从知识库中提取出来，用数学表达式将他们

合成为牛顿第二定律 # ) ’(。

%、知识细胞

知识细胞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基础结构。它由

知识基因构成若干条知识 $%& 链组合而成，即由

多个定理，学说与理论以及适用条件有机组合起

来，形成关于知识某一方面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

比 如 经 典 力 学 就 是 由 牛 顿 的 第 一 定 律 （ 惯 性 定

律）、第二定律（# ) ’( ）和第三定律（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定律）等与它们的硬性适用规定相结

合，从而形成物理学力学方面相对独立的基本原

理。

&、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知识基因，知

识 $%& 和知识细胞在更高层次组成的知识体系，

这种行为犹如粒子处于一个统一的势场之中。实践

表明，知识发展的进化模式是网状的。正如科学学

创始人贝尔纳指出的那样：科学上的一般发展模式

是相当明确的，与其说它像一颗树，不如说它更象

网。直接与问题或应用有关的科学工作的内容可以

比作网孔，网线的交叉意味着经验和思想的汇集，

并且是产生各种技术和学科的焦点。如 *! 世纪中

叶，受到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进化论和

能量守恒定律）的引爆，知识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

应。特别是 +, 世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问

世，使整个知识世界的图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

天，各学科的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涌现了众多的交叉学科

与边缘学科，使知识体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态势和

格局。

综上所述，知识基因、知识 $%&、知识细胞

和知识体系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结构要素，它们的

相互关系可表示为。知识基因# 知识 $%&#知识

细胞# 知识体系。

二、知识进化的形式

’、知识遗传的形式

知识的遗传必须通过知识 $%& 的准确复制才

得以实现，而知识 $%& 的准确复制过程则是通过

知识教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说来，知识教育

可分为指导性教育和非指导性教育，因学生获取的

知识不是来自自身的独立学习，而是在导师的指导

之下所进行的认识活动。这是知识遗传的传统形

式。非指导性教育是指无导师指导，学习者自身直

接复制知识的过程，这也是一种知识的遗传形式。

由于这种方式省略了导师传递知识这一中介，对知

识的传递和发展尤为重要。为了保证知识世界源远

流长，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指导性教育和非指导

性教育，拓宽知识的继承面，为知识的变异提供可

能。

!、知识变异的形式

知识的变异主要是由于知识 $%& 复制发生差

异造成的，它可分为稳态变异（量变）与突变（质

变）两种形式。所谓稳态变异是指根据原有知识范

式进行研究，其成果并没有违背原有知识范式，而

只是该理论范式的扩充延伸和发展，即知识 $%&
复制过程中发生量的差异。它主要表现为继承一种

学术思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这种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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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批判。按照遗传学的术语来说，它的显性性状

为继承传统，即遗传性，它的隐性性状为批判传

统，即变异性。所谓突变是指在知识发展中，人们

对原有的理论提出疑问，从而使原有理论范式发生

动 摇 ， 最 终 建 立 一 个 崭 新 的 理 论 范 式 ， 即 知 识

#$% 在复制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异。它主要表现为

批判一种学术思想，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隐含地继承

这种学术思想。它的显性性状为批判传统，即变异

性，它的隐性性状为继承传统，即遗传性。

歌德说得好：掌握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够

的，应当善于使知识得到发展。知识的发展证明：

实践是科学创造和知识变异的源泉，移植是科学创

造和知识变异的突变形式，综合是科学创造和知识

变异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利用实践移植和综合三

种形式，努力发展知识。

三、知识进化的规律

知识的进化是通过知识基因的遗产与变异来实

现的，而知识基因的遗传与变异是遵循一定规律进

行的。揭示知识遗传与变异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把

握知识的生产，交流和利用，从宏观上解释人类知

识体系的发展，有效地开发知识资源，真正确立知

识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知识基因分离重组规律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是基因分离重组的必然结

果。这对研究知识的遗传与变异具有指导意义。所

谓知识基因的分离规律，是指知识遗传过程中，知

识基因通过 #$% 的复制，按原形分离到知识配子

中去，使遗传下来的知识与原有知识保持一致，从

而保证知识的遗传性。所谓知识基因重组规律，是

指在知识 #$% 的复制过程中，因知识基因载体发

生变换，从而使知识基因重新组配，知识 #$% 发

生变异形成新的知识范式。正如我国学者张光鉴所

说：“任何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绝大多数成分都可

以在现有知识的总和和重组中得到，需要自己独创

的部分很少”。由此可见，知识基因重组规律保证

了知识的顺利发展。

"、知识基因突变规律

知识基因的突变以知识基因的重组为基础，表

明知识基因可遗传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知识基

因突变可分为要素置换，缺失基因突变和插入基因

突变。要素置换突变是指新的知识要素置换旧的知

识要素，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基因，知识 #$% 和知

识细胞。缺失基因突变是指知识 #$% 片段的基因

缺失而发生的突变，即定律学说和原理在缺失其基

本概念下形成新的理论范式的过程。如化学家拉瓦

锡抛弃了“燃素说”的基本概念——— “燃素”而发

现了氧气（去燃素气体）从而导致了化学史上的重

大革命。插入基因突变是指知识 #$% 中因插入一

段外来知识 #$% 的基因，造成知识结构被破坏而

发生的突变。以上 & 种突变都能引起知识的质变，

从而对知识的发展进化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知识细胞杂交规律

根据遗传学原理，通过不同基因型的个体之间

的细胞杂交可取得某些双亲基因重组，从而使子代

在一种或多种性状上优于亲本。从知识发展的历史

来看，知识的相互渗透，杂交已成为当代知识发展

的一大趋势。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海洋空间六大群体技术的诞生，人类跨入了崭

新的信息时代。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学科

间的相互渗透，衍生了众多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

科。事实证明：知识杂交具有优势，知识杂交规律

是知识进化的普遍规律。

$、知识进化与客观环境相适应的规律

生物学大师达尔文说：生命体要与生活环境

相适应。这就是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笔者

认为：知识基因是知识发展进化的内因和基础，

客观环境是知识进化的外因和条件，因知识的进

化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客观环境发

生 了 错 综 复 杂 的 关 系 ， 它 不 能 超 越 时 代 盲 目 发

展，也不能落后时代而趋于消亡，必须与时代同

步。为此，有必要创立知识生态学，加强知识与

人，知识与环境，知识与社会的研究，保护改造

优化知识环境，维护知识的生态平衡，为知识的

进化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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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动态，提高学生对师生交流的期望要求我们必须

关注交流结果。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师生交流机

制，使其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提高教师专业水

平，构建和谐校园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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