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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研究

“幼态持续”及其人文意蕴

刘晓东

［摘　 要］　 幼态持续学说向我们揭示：人是“永恒的儿童”；童年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发育缓

慢是人类个体童年的特征；发育缓慢使人类大受其益；等等。幼态持续学说在人文学科上最直接的贡

献是它的儿童观意蕴。它也使儿童本位观念和童心主义哲学获得了生物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方面

有力的支持支援支撑。幼态持续学说对童年的发现，对于改变以童年为敌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小觑童年、毁坏童年、急匆匆将儿童赶往成年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一剂解药。

［关键词］　 幼态持续；赤子之心；儿童本位；童心主义；儿童观

“幼态持续”是用以解释人类进化特有适应方式的一个概念。幼态持续学说认为，个体童年的时

段延长、发展延缓和内容丰富是人类高于其他灵长类的秘密。幼态持续学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已经

意识到，该理论可能涵含丰富的人文意义，并试图阐释其认识论、心理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意蕴。

幼态持续学说与思想史上的童心主义哲学是可以相互会通的。如果能以童心主义作为参照，那么，

对幼态持续学说的人文意蕴的探讨将会得到更多启发，与此同时，童心主义也会得到幼态持续学说

的支援和滋养。

一、“幼态持续”概念

从本质上看，人类所有年龄段在形态学、行为和认知潜能方面都像儿童，这是幼态持续概念的实

质。①英文“幼态持续”一词 ｎｅｏｔｅｎｙ，是对德语 Ｎｅｏｔｅｎｉｅ 一词的借用。后者是由希腊语ν ο （ｎｅｏｓ，

“年轻”）和 （ｔｅíｎｅｉｎ，“延展”）构成的。Ｎｅｏｔｅｎｙ这一术语是由科尔曼（Ｊｕｌｉｕｓ Ｋｏｌｌｍａｎ，

１８３４—１９１８）在 １８８５ 年描述蝾螈性成熟时所造词汇。科尔曼将 ｎｅｏｔｅｎｙ 理解为“对年轻特征的保持”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并认为它是人类进化的一种方式。此后，生物学家们逐渐接受了科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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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ｎｅｏｔｅｎｙ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并用这一术语解释人类的进化特征。

幼态持续概念是与“异时发生”（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ｎｙ）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古尔德（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

１９４１—２００２）在其著名的《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一书中指出：“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都会改变个体发

生，当新特征被引入发展的任一阶段而又影响随后的阶段，或现存特征在展开的时间设置上有所改

变时，进化便会出现。”①“异时发生”就是描述后者的。该书试图阐明异时发生———祖先既有特征在

其表现的相对时间和发展速率方面的变易———具有重大的进化意义。② 而幼态持续属于“异时发

生”的一个方面。

古尔德最初将“幼态持续”界定为：躯体发展的延缓所造成的幼形遗留〔ｐａｅｄｏ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成年后

代对幼年形态特征的持有，包括加速成熟而导致的性早熟（ｐ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和延缓发育的幼态持续（ｎｅｏｔｅ

ｎｙ）这两种类型〕。③ 在此后发表的著作中，古尔德对“幼态持续”做了更可读的界定：“在幼态持续

中，发展减速了，祖先的幼年阶段（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变为成年后代的特征。我们人类解剖的

许多核心特征将我们与非人类的灵长类胎儿和幼年阶段连接起来。”④

有西方学者认为，幼态持续这一概念可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写作的年代。⑤ 我没有看到这种说法

的具体依据，估计是指耶稣曾经宣示，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显然，这会让人联想

到幼态持续的内涵。其实比基督教圣经写作年代更早的先秦时期就有类似观念，老子“复归于婴

儿”、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思想，均可作为幼态持续概念的渊源。老子、孟子的这种思想

被陆王心学继承和光大，以致在明代晚期出现了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和李贽的童心说。这就是中国

的童心主义。在 ２０ 世纪，丰子恺可谓中国童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二、胎化学说与幼态持续学说

通常认为，“幼态持续”这一术语由科尔曼杜撰，但幼态持续学说的基本形态是由伯克（Ｌｏｕｉｓ

Ｂｏｌｋ，１８６６—１９３０）于 １９２６ 年首次提出的。伯克认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或一般哺乳类动物有许多幼

年特征（而不是成年特征）是相同的，幼年特征的保留可能在进化中起过重要作用。伯克认为，人出

生时依然是一个胎儿，这可以从他有个大脑袋和完全无助等“未成熟”（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特征表现出

来；“如果要用更强调的话来表达我的观点的基本原则，我想说，在身体发育中，人是已经性成熟的灵

长类胚胎。”⑥这就是伯克的胎化学说（ｆｅ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应当说，胎化学说本身就是一种幼态持续

学说。

比尔（Ｇａｖｉｎ ｄｅ Ｂｅｅｒ，１８９９—１９７２，英国胚胎学家）和古尔德等生物学家先后从伯克的胎化学说各

自发展出自己对幼态持续的更丰富的认识。

比尔在个体发育和种系进化的关系方面有卓越贡献。他于 １９３０ 年出版的《胚胎学与进化》（后

来扩展内容而于 １９４０ 年再版时更名为《胚胎与祖先》）支配了学术界对于个体发育和种系进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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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看法长达四十余年。① 比尔认为，成人后代会展现幼年祖先的特征，这就是幼态持续。他将幼

态持续视为进化的重要方式，并借用英国作家巴里（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ａｒｒｉｅ，１８６０—１９３７）剧本中的人名，②

称幼态持续是“彼得·潘进化”（Ｐｅｔｅｒ Ｐ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为什么将幼态持续说成是“彼得·潘进化”呢？

比尔认为，与祖先相比，后代的发育被抑制，从而不能进一步生长。很显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着重

选择并复演祖先的幼年特征，进而将个体的童年“做”得更长更丰富。《彼得·潘》童话中的“永无

岛”（Ｎｅｖｅｒｌａｎｄ，地理概念）在人类个体童年（时间概念）那里得以成功转换并实体化，永远不可能成

为现实的“永无岛”竟然变成了现实。“彼得·潘进化”思想与《彼得·潘》童话一样富有想象力而又

耐人寻味，同时兼具“科学性”。“彼得·潘进化”（即幼态持续）是人类在进化进程中逐步超出其他

灵长类物种的一种重要策略。因而，成人社会应当保护儿童这个“彼得·潘”，保护他的“永无岛”。

正如老子、孟子、李贽、华兹华斯等人或明示或暗示：“童年”这个“永无岛”是成人社会最终得救的

“诺亚方舟”。

古尔德对幼态持续学说的基本认识前面已有表述，在下文相应的地方还要介绍，这里暂不多谈。

伯克的观念曾被视为荒谬而遭到学术界批评。这种批评有其合理的地方，例如，器官面对不同

的选择压力，将按不同的方式进化，即所谓“镶嵌进化”，这意味着，并不能指望胎化学说或幼态持续

学说解释人类进化的全部问题。另外，伯克还试图用幼态持续的思想支持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那

他受到批评更是活该。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古尔德反对伯克的那些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观点，

但同时也为伯克说了公道话，他认为伯克的学说大致是正确的。

但总起来看，幼态持续学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古尔德抱怨说，他看到人类幼态持续的理论

在人类学或生物发育学教材中，通常只占一两行文字。有感于古尔德的这一感慨，在写这篇文字时，

我专门查阅了最新的几种生物发育学教材，发现介绍人类幼态持续学说所占篇幅果然、依然只是了

了几句。但在古尔德看来，幼态持续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远远大于它在教科书所占的篇幅。他认

为，幼态持续概念对于解释人类进化“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本质性的问题”③。

许多杰出的进化论学者提出，幼态持续是人类进化的核心特征。但也有学者认为，幼态持续未

必就是人类进化的主要特征：人类只是保持了某些幼年特征，同时又抛弃了某些幼年特征。④ 阿比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ｂｂｉｅ）认为成人的高鼻子和长腿与幼态持续的假说相抵牾，尽管在他看来，人总起来

说是幼态持续的。⑤

三、幼态持续学说与重演论

幼态持续的观点最初是反对 １９ 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重演论而出名的。古尔德是这样介绍重演论

的：“重演论宣称动物在胚胎中和出生后的生活中重演祖先的成体阶段，……重演论者认为，我们胚

胎中的腮裂代表了我们由来过程中经历过成体鱼的阶段。”⑥也就是说，这种重演论是动物胚胎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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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成体阶段。显然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重演论的始作俑者海克尔（Ｅｒｎｓｔ 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４—１９１９）的重演论并不认为重演是动物胚胎

重演祖先的成体阶段。海克尔理解的个体发育，主要是指胚期的发育。胚胎发育是个体从受精卵开

始到个体出生为止的发育过程。至于胚胎后的发育就不属于这一概念的范围。海克尔及其追随者

认为，进化只是给胚胎加上新的发育期。这种观点被称为“高级形态形成”（ｈｙｐｅｒ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当然，

这是进化的一种路径。也许有人会说，海克尔忽视了进化的“异时发生”（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ｎｙ）这一方式，这

是不公允的，因为“异时发生”这一概念恰恰是海克尔于 １８７５ 年提出的。

如果将古尔德所批评的重演论修订为个体的胚胎是对祖先胚胎的浓缩的重演，同时又将人类个

体对祖先某些胚胎特征重演的时间拉长、重演的速率放慢并对不同特征重演的速率有所差别，那么，

就有可能解决幼态持续学说与重演说相互抵触的问题。

重演应当是胚胎重演，可是在人那里，重演不只是简单的胚胎重演，这是因为人类婴儿可视为特

殊的胚胎。前面提到，伯克就有这种观点。古尔德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人类的婴儿是

胚胎”。① 说人类婴儿也是胚胎，这是说人类婴儿是子宫外的胚胎，是大自然、大社会这个“大子宫”

里的胚胎。这就意味着，人类个体的重演在婴儿阶段是与母体之外（同时母体又在其中）的大自然、

大社会脱不了干系的。甚至可以说，人类个体“胚胎”发育对种系胚胎重演时，至少在婴儿阶段是需

要大自然、大社会这个大子宫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大社会为婴儿发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

人类婴儿作为子宫外的胚胎，在幼态持续中可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四、人类个体发育的迟缓与幼态持续学说

人类个体的发育是迟缓的或延迟的。古尔德写道：“人的幼体形态特征是迟缓发展的结果，在这

种意义上，人是幼态持续的。”“发展的迟缓自身是人类个体发育的基本现象，既因为它是幼体形态的

基础，也因为它形成了人类独特适应的核心特征。”②“时间上的延迟自身是人类异时发生最有效的

特征。”③这就意味着，幼态持续现象是由人类个体发育的迟缓所导致的。

幼态持续的支持者列出人类个体发育的各种延迟特征，而反对者也有他们的证据清单。显然，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古尔德并不认为幼态持续学说能揭示人类进化的全部问题，但是，他对幼态持续

学说充满热情和支持。“我不相信能够否认延迟是进化中的一个基本事件。”④他解释道，灵长类与

其他多数哺乳类动物相比，一般是延迟的。与体积差不多的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灵长类的生命更

长久，而且成熟得更迟缓。这一趋势贯穿于灵长类的整个进化。猿一般比猴的体型更大，成熟更慢，

生命更长，而人的生命过程和节奏明显更慢。古尔德以此说明延迟的进化意义。

古尔德进一步解释了人类骨骼骨化的延缓。人的牙齿生得更晚，人成熟得更晚，人的生命更长。

出生时，恒猴的脑占身体体积的 ６５％，黑猩猩的脑占身体体积的 ４０． ５％，人的脑只占 ２３％。出生后

第一年，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为最终脑容的 ７０％，而人要过 ３ 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这也表明人

的发育是迟缓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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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学家利基（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ｒｓｋｉｎｅ Ｆｒｅｒｅ Ｌｅａｋｅｙ，１９４４—）也曾注意到人的发育之迟缓这一特征。

他写道：“现代人童年的延长，是通过比猿类迟缓的体质生长来达到。结果是，人类生长过程中达到

各个过程的各个里程碑比猿迟些。例如第一恒臼齿的萌出，人类儿童出现于大约 ６ 岁，而在猿则为 ３

岁；第二臼齿人类萌出于 １１ 和 １２ 岁之间，而猿则在 ７ 岁；第三臼齿人类于 １８ 岁到 １９ 岁时出露，而猿

则在 ９ 岁。”他同时指出，在灵长类进化进程中，随着发育的放慢，寿命相应得到延长。①

这里再补充一下伯克所举的胎化或幼态持续的一个例证，即人的颅骨骨缝出生后才闭合，并且

人的骨骼延迟了骨化。具体来说就是：婴儿有一个小的“囟门”，这个颅骨的骨缝直到一定的年龄才

完全闭合。这样人脑便可在出生后完成增长，而其他多数哺乳类动物的脑几乎在出生时便完成增

长，并且颅骨完全骨化。此外，只有人的长骨端和指趾在出生时依然是软骨化的。② 这也是说人的发

育是迟缓的。

人的发育是迟缓的，这就导致人类胎儿出生时尚未完成发育，于是他不得不继续发育，而不像其

他哺乳类那样生下来就基本定型。这反而成为人类进化的一种优势。

人的发育之慢，除了可以为保留后代成年生活方式的幼年特征提供机制以外，这种慢还具有别

样的适应意义，那就是社会进化。古尔德认为，人并不比一些物种更强壮和敏捷，其生殖速率也不

快，但人的优势在于他的脑。他有出色的通过经验而学习的能力。为了增强学习，人类通过延迟性

成熟而延长了自己的童年，直到青春期我们才向往独立。人类的儿童与其父母的联系期很长，这样

既增加了学习时间，也加强了家庭的纽带。③ 古尔德写道：“延迟发展（ｄｅｌａｙ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一般灵

长类留给人类的进化遗产，主要表现为晚熟和童年的延长。这一延迟与人化过程中的其他标志———

智力（通过胚胎成长趋向的延长而将脑扩容，以及童年期学习的延长）和社会化（迟缓成长的后代要

求父母更多照料，从而加固了家系单位）———是协同共生的。”④

古尔德在其《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一书的第十章“人类进化中的迟缓与幼态持续”的结尾写

道：“总而言之，我只想重申伯克的主张：‘人作为有机体其本质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其答案是：他的

生命过程是迟缓地推进的。”⑤可见古尔德非常重视人类发育迟缓这一特征，他将生命过程的迟缓作

为人这一有机体的生命本质。

五、童年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

人的发育如此之慢，自有慢的好处。古尔德认为，“我们的发育迟缓并不保证我们在成体时依然

保留大量幼年的特征。但因为幼态持续和延迟发育一般相互关联，所以延迟确实提供了顺利保留任

何适应于后裔成年生活方式的幼年特征的机制。事实上，幼年特征是后裔潜在适应的贮藏室，在发

育适时地大幅度延迟的情况下，这些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起来。⑥ 对人来说，幼年特征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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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控制了我们许多明显适应的途径。”①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幼年特征是后裔潜在适应的贮藏

室”（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而早在《个体发生和种

系发生》一书中，古尔德就曾说过类似的话：“个体发生的几个早期阶段是潜在适应的一个贮藏室”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ｇｅｎｙ ａｒｅ ａ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按，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

我在这里将这句话完整地翻译并引述：“个体发生的几个早期阶段是潜在适应的一个‘贮藏室’，这是

因为早期阶段藏有数不清的形状和结构，这些形状和结构消失于后来的异速生长中。当（通过减持

胎儿成长的速率和大小而表现为）发展延迟时，一种机制会将这些特征传送给个体发生的那几个后

续阶段。”②）在同一本书中，古尔德又说：“个体发生的几个早期阶段是潜在适应的一个蓄水池。”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ｇｅｎｙ ａｒｅ 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③显然，后一句只是用“蓄水池”代替

了前一句的“贮藏室”。而两者的意涵在这里是完全一致的。

说到童年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这一话题，这让我想起乔姆斯基的“柏拉图问题”。“柏拉图问

题”是说，在“刺激贫乏”的情况下，为什么人能知道得如此之多。这就意味着，人所知道的要大于从

环境中探知、所学以及通过接受教育等方式所获得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人的内部有一个知识的“仓

库”，这个仓库里的知识大于外部环境所能给予人的知识。

在谈及“柏拉图问题”之后，让我们再看看荣格的相关思想，对于了解童年是天然“仓库”的思想

是有益的。

荣格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向来觉得，生命就像以根茎来维持住生命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

看不见的，是深藏于根茎处的。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然后，它便凋谢

了———真是一个短命鬼。当我们想到生命和文明那永无休止的生长和衰败时，我们实在无法不怀有

绝对的人生如梦之感。然而，我却从来不失去在那永恒的流动中有生存着并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

意识。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逝的。但根茎，却仍然在。”④那让荣格“无法不怀有绝对的人生

如梦之感”的是人的意识世界，而“那永恒的流动中有生存着并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则是无意识的

世界；“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逝的”，那是意识的世界，以成年世界为代表，而那可以一再生长

与开花而永不消逝的“根茎”是进化历史赋予给人类个体的珍贵礼物———童年；儿童愈是年幼，他的

无意识世界愈是处于主导地位。

荣格和乔姆斯基不都在述说童年的丰富、永恒以及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吗？

再看看中国古代哲人的相关看法。老子对人类个体的幼年状态赞叹有加，并试图揭示成长中的

赤子婴儿所具有的“法力”。

《老子》第五十五章有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

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在这里唱颂赤子的“含德之厚”，将赤子、婴儿视为集宇宙精华于一身的样板。在老子看来，

赤子得益于自然精华达到了最大程度，即所谓“精之至也”、“和之至也”。

老子的这段话先是从正面谈论充满成长潜能的未成熟状态会产生令人惊叹的生命表现，接着从

反面直白“物壮则老”会导致“早已”的危险。

在一定意义上，这不就是在为今天的幼态持续学说站台、为人类的幼态持续现象叫好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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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历史背后有个“导演”的话，他会不会惊诧于老子是如何参破天机的呢？

《老子》第三十章就曾出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句话，又在第五十五章出现且只字

不爽。《老子》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思想，例如，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十五章“夫唯不盈，

故能蔽而新成”，第七十六章“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物壮则老”，是说成熟就是完成，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物壮则老”，这不是一条好路，不是好路

就会走不通，就会完蛋。如果能回复到赤子的状态，永续柔弱、质朴的生命状态，那该有多好呀！

老子确实就是这样期待的。《老子》第十章有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二十八章有云：“知

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成为《老子》一书的基本调门。

《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

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

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章用第一人称“我”与“人”（“众人”、

其他人）作对比。其实是以婴儿与成人的关系作为参照体系，亮明“我”就像婴儿一样，而其他人都是

长大了的成人。如何理解和今译最后一句“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河上公章句》注：食，用

也；母，道也。我所查阅的其他注本亦将“母”转弯抹角地引申为“道”，我以为这是舍简就繁、多此一

举。

这里的“食母”与同一节中的“享太牢”相呼应，因而“食”是以“母”为宾语的动词，而非修饰

“母”的形容词。至今在不少方言中，人们用“吃妈妈”（有时也用“吃奶奶”）来表达“吃母乳”的意

思，可见“食母”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吃母乳”。在老子看来，“我”最珍贵的不是“享太牢”，而是“复

归于婴儿”，像婴儿趴在妈妈怀里吃奶一样。为什么要找到母亲，投入妈妈的怀抱吃奶呢？这样最安

全、最温暖、最能享受母亲的爱，妈妈也以能对我抚爱而幸福，我更能从母亲那里找到我作为婴儿最

合适的食粮。如何进一步理解老子“贵食母”的思想呢？《老子》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老子》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第

五十九章“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些话有助于理解老子之所以主张“贵食母”。

“贵食母”之“贵”，当然就是将“食母”（婴儿吃母乳）作为效法的模型，而体会宇宙人生的大道

理。我们这些长大了的人依然应当找到自身生命之泉源，就像婴儿“食母”一样。《大学》所谓“物有

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与老子“贵食母”的思想是可以通约的。

《老子》第二十章这一段话显而易见，是号召像婴儿学习，以婴儿为榜样（与“复归于婴儿”、“能

婴儿乎”相呼应）。可以说，幼态持续学说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老子》的支持支援，而“幼态持续”这

一现代生物学说的基本内容与《老子》的见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进一步佐证和烘托出先秦文献

《老子》的伟大。

让我们再看一段先秦文献《管子》中的话，对幼态持续学说做进一步支援。《管子·内业》云：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

之极也。”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并不是直接谈童年的，但其中的道理却能让我们发现童年的价值。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这段文字的作者已经认识到，人具有思想的

能力，不断地思想可以推进思想的发展。但是，人的思想并非法力无边，它有自己的局限，从而导致

思想的挫折。“思之而不通”，在思想遭遇挫折时，“鬼神将通之”，鬼神能完成思想的任务。

为什么“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呢？“抟气如神，万物备存。……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

也。”《管子·内业》明确指出，“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并非是鬼神的力量所达成的，“非鬼神之

力也，精气之极也”，是人的“精气”的力量达成的。人是由“精气之极”所体现的。“抟气如神，万物

备存”，所描述的就是人的“精气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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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十章有“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段话。“专气致柔”，在有的版本又作“抟气致柔”。这

就意味着，《管子·内业》与《老子》第十章都认为人是由“气”生成的，都认为“抟气”是人进一步提升

的方式。有人认为《管子·内业》体现的是道家学派的思想，应当是有道理的。

“抟气”是对气进行集中、加工和提炼，但“抟气”的主体肯定不是个人。“抟气如神”，是说“抟

气”的过程和效果出神入化。从进化学说来看，这个“抟气”的高手是进化历史，而人正是进化历史所

造就，人因而体现了进化历史的成就和神奇。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这里的“万物备存”，其实就很像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正如

《老子》所言：“专（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抟气”是向人生成和进一步提升的方式，其生成和提升的

极致是婴儿的生命状态，婴儿才是“专（抟）气致柔”、“精气之极”的最理想载体。“抟气如神，万物备

存”、“精气之极”，用于刻画婴儿的生命特征，是最合适不过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管子·内业》中“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这句话。人在“思之而不通”的情

况下，依然可以通过人自身的“鬼神”而“通之”。为什么我能肯定“鬼神”是内在于人自身的呢？是

“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这句话透露这一消息的，《管子·内业》将鬼神也看成是由人自身的精

气体现的。

按照我的理解，“思”是意识层面的，而“鬼神”则是本能和无意识乃至肉身生理层面的。拙著

《儿童精神哲学》曾经提出“精神层论”，就是谈肉身、本能与无意识、意识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的。①

人们往往只看到思的作用，甚至将思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而与此同时，大大低估了本能与无意

识在人的生命、生活和生产中的重大作用。

就拿眼睛来说，如所周知，人的眼睛是用于观察的器官，它是非常精致的复杂的生物仪器，真可

谓“精气之极”。人当前的智慧还难以完全了解它，更不用说制造它或以人力完全取代它了；也许永

远不能。再想想鼻子的嗅觉，它能嗅出那么多气味，多了不起。若问鼻子何以能嗅出如此之多味道，

鼻子自己未必知道如何回答，但它能自然而然地胜任嗅觉的工作。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百姓日

用而不知”，为什么不知之而能日用之呢？

不只是人的认识能力伟大，不只是人的思考能力伟大。人的肉身、本能与无意识也是极有智慧

的。人类的文化生活的本原来源于意识层面以下。孟子对此就有伟大的发现，他提出仁义礼智是生

而有之的“四端说”，认为人之有“四端”，若人之有“四体”。“四体”是长出来的，“仁义礼智”作为意

识世界和文化创造的基本维度、基本元素、基本范畴，也是长出来的。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

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

公孙丑上》）认识能力、思考能力乃至整个意识层面的世界都是由人的本性通过生长、转化而涌现的。

“人之初，性本善。”本能与无意识是人之天性中的重要内容，它们是极有智慧的，也是伟大的。

例如，屡次发生的母亲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护幼子的事例，是人性的光辉，不只令人动容，也会惊

天地泣鬼神。生死关头，无法保全两个人的生命的情况下，母亲牺牲自己保全幼子，也是极有智慧

的。其实母亲并未有充分的时间权衡利弊，而是完全处于本能直觉的命令之下，这就是本能与无意

识的智慧，这是人的生命的重要构成成分。

没有本能、无意识作为基础，我们根本无法做意识层面的工作。意识层面的工作一刻离不开本

能、无意识和肉身的支持支撑。没有本能和无意识，人就不可能有好奇、探究、涂鸦、不自觉的哼唱和

跳跃，等等，也就不可能有科学、艺术等文化活动。

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会高于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看到，任何对作品的言说和讨论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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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意识层面的活动，以至于认为作品就是作者的意识世界的产物。其实并不是这样，伟大的作品

都是由作者以全部身心的协同工作而孕育、生成的，以至于对于这生成的作品，作者自己也有些许陌

生。丰子恺曾面对自己的孩子发出感叹，认为子女称自己为父亲，自己是有愧的。伟大作品的诞生

与人的生育有可类比之处。伟大作品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应当也是如此的。

让我们看看如何解释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会高于作者这一现象。《管子·内业》那句话是绝妙的

答案———“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莫言称自己从成人的形态转变为儿时的

心灵，才会下笔千言万语。莫言之所以能写出那些作品，其秘密就在于他依然能持存童年的心灵。

明代李贽的《童心说》说得多好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固自在也”，而童心

者“自文”（“……童心者之自文也”）。

“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鬼神何所居？居于童心也。《孟子·离娄下》有“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可见《孟子》是多么地看重赤子之心，这与《老子》是相似的。

幼态持续学说认为童年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这一论断与历史上的相关观念是可以会通的。

六、人是“永恒的儿童”

古尔德还解释了幼态持续的一系列后果。“我相信，如果人类通过幼态持续而进化，……那么，

我们就是永恒的儿童（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这不只是一个隐喻。”①也就是说，与其说是隐喻，不如说

是事实。

我们是“永恒的儿童”，这是真的吗？

一些杰出的学者的说辞似乎支持这一信念。本杰明·富兰克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７０６—１７９０）

认为“我们的一生无非是更大更长的童年。”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则说：“在我们心

灵的最深处，我们是儿童，并且保持终生。”蒙塔古（Ａｓｈｌｅ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１９０５—１９９９）强调，“我们试图以

各种方式方法让自己保持儿童的样子，我们从未打算长成我们变成的各种成人……，我们的独特性

在于永远保持发展状态。”②还有人指出，人已经并正向更大的“心理上的幼态持续”而进化；那些看

似不成熟的心理其实就是心理上的幼态持续，是“年轻的态度和行为在成年阶段的驻留”，因而是很

有价值的发育特征；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和著名的科学家会显露更多幼态持续的心理特征。③ 成人的

学习能力也是幼态持续的一个特征。④ 同样，人类身体的幼态持续又会引起心理上的幼态持续特征：

好奇，好游戏，好动感情，好社交，爱好合作。⑤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调查研究了几万名在科学、文学、艺术、政界、企业等行业卓然有成的“自

我实现者”。他写道：“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我所研究的那些自我实现者，他们因为成熟才被

挑选出来，但他们同时也很幼稚。……我把自我实现者的那种幼稚称为‘健康的幼稚’，一种‘返老还

童的天真、再度的天真’。”这种“返老还童的天真、再度的天真”被一些心理学家看作是“促进自我发

展的回归”，是“心理健康必须具备的条件”。这就说明，所有的自我实现者又都是具有儿童状态的

人，都是“幼态持续”的人。

０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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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观念。日本学者安永浩有一个类似的观点：莫扎特、库勒、恺撒、拿破仑等

人具有像“一般顺利发展的 ５ 至 ８ 岁孩子”一样的“自然儿”的精神状态。中国的学者宗白华则写过

一首《题歌德像》的短诗：

你的一双大眼睛，

笼罩了全世界。

但也隐隐在透出了，

你婴孩的心。

在宗白华看来，歌德这位著名的诗人是婴孩般的成人，是“复归于婴儿”的诗人。有人甚至称诗

人为人类的儿童。

谈到人是永恒的儿童，其实最不该忘记的是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在 １８０２ 年的早春三月写下了

无题诗《“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ｌｅａｐｓ ｕｐ ｗｈｅｎ Ｉ ｂｅｈｏｌｄ”》（后来以《Ｒａｉｎｂｏｗ》之题而名世）。该诗可翻译如下：

当我看到天上的彩虹，

我的心跳就加快；

我生命开始时就是这样；

现在我是成人了还是这样；

当我年老了还会这样，

否则就让我死亡！

儿童是成人之父；

愿我对儿童怀有的天然虔敬

贯穿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这首诗将儿童看作成人的父亲，其实就是将童年看作成人生命的活水源头；它断言，成年如果失

去童年这一活水源头，那么人生就会失去光彩和意义，就会生不如死。如果用“幼态持续”理论来解

释的话，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在讴歌“童年的宝库”，就是断言：人生如果不能实现“幼态持续”，就会失

去存在的全部意义。

在《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①这首诗中，华兹华斯进一步发展了前面这首诗的思想。他认为幼

年的每一天“仿佛都呈现天国的明辉”，而长大后，“光景已不似当年……当年所见的情境如今已不能

重见”。诗人不由追问：“到哪儿去了，那些幻异的光影？ ／如今在哪儿，往日的荣光和梦境？”诗人认

为“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所以，“年幼时，天国的明辉闪

耀在眼前；／当儿童渐惭成长，牢笼的阴影 ／便渐惭向他逼近，……”他将儿童视为“卓越的哲人”、“盲

人中间的明眸慧眼”。可见，华兹华斯将幼年视为来自天国、拥有上帝的财富和智慧，童年是永生的，

成人应当发现童年，珍视童年。如果用《彩虹》中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成人应当对儿童每天怀有“天然

的虔敬”。

显然，《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这首诗将童年看作了人生的宝库，是作为成人的诗人华兹华斯对

重新拥有童年、重新变成儿童、实现“幼态持续”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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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杨德豫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



七、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幼态持续现象吗？

幼态持续学说是从生物进化论层面对童年价值的揭示。而复归于婴儿，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则是从文化层面揭示幼年的意义。前者可看作解决幼态持续学说的事实问题，后者可谓是解决

幼态持续学说的价值问题。

马克思曾经将人类古代称为人类童年时代：“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

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引者按，

此处“自己的真实”显然是指自己童年时的天真）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

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

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①这段话与幼态持续学说是可以相互会通的。这

里有几层意思：马克思主张成人应当再现童年的天真；每个时代的“固有性格”以其“纯真性”会作为

“幼年特征”而复活于儿童的天性中；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永不复返，但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

可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以“幼年特征”再现于当前的时代。马克思这段话不也是与幼态持续学说

有类似的思想吗？

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概念，似乎亦可与幼态持续学说相呼应。在 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历史

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概念。公元前 ８００ 至公元前 ２００ 年之间，尤其是公

元前 ６００ 至前 ３００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

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

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他们提出的思想

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

希腊之间有地理上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每当人类遇到困难，都会从轴心时代获得力量和智慧的源泉。人类从轴心时代不断获取营养，犹如

大树的枝叶从根系和主干获得生命的滋养和支撑。这不就是人类文化所表现的幼态持续特征吗？

欧美在过去的几百年曾出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信息革

命，等等，可谓是个辉煌的时代。这是不是一个新轴心时代呢？如果这个时代从“文艺复兴”算起，这

个时代本身不就是对原来的轴心时代的复归、复兴吗？

文艺复兴，意大利语为 Ｒｉ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由 ｒｉ －（重新、再次）和 ｎａｓｃｅｒｅ（出生）构成。这一运动试图

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文艺复兴”唱颂自然，唱颂天性，倡导人的尊严和价值，它引出宗教改

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诞生和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等一系列成就。这些成就说到底就是现代性

的生成，是文艺复兴思想价值的实现，是文艺复兴的历史逻辑的延伸、发展、壮大的结果。

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成为新的轴心时代，最终要由未来的人们回望历史，检查这个时代对于他

们是否具有不断地回归而挖掘的珍贵“富矿”。我以为，如果这个时代能够成为未来时代的“童年”，

成为未来时代不断实现成功适应的“富矿”，那么这个时代就会成为新的轴心期。否则就不是。

与上述问题类似，现在不少学者在追问，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以为最合

理的答案应当是：轴心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原点，而文艺复兴是对人类文化原点的回归，在回归中深深扎

根而获得再生。从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界定来看，人类文明只有一个轴心时代，而文艺复兴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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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一个新阶段的原点，它生发出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它将被更高的阶段所整合、覆盖和更替。

前文论及，童年，或者说幼年特征，是潜在适应的“贮藏室”。这对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先秦轴心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个体的童年蕴藏着他全面发展所依赖的天性资

源，这同样是文化发展依赖的资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先秦”，童年就是自己的“先秦”。

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童年的天性资源却遭到“文化”的压制。明代的思想家李贽曾

经呼吁保护童年的天性。李贽在其《童心说》中写道：“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

初，曷可失也？”这句“夫心之初，曷可失也”，似乎又在佐证幼态持续学说在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人的

天性是文化之母，文化应当守卫天性母亲，这样才能远离异化而持续健康地发展。鲁迅在《狂人日

记》的结尾处呐喊“救救孩子”，也有守护人之初的良知良能的意味。

１９ 世纪的中国遭遇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解决家、国、文化的存亡绝续问题，为了让古老

中国焕发活力而成为少年中国，当前中国文化复兴应当向文化的童年和个体的童年不断复归，并向

全部人类历史文化保持开放姿态，以使中国的崛起具有天性资源坚实支撑和文化资源的丰富给养。①

八、幼态持续学说与“儿童本位”、“童心主义”思想的相互支援

幼态持续学说将童年说成是潜在适应的蓄水池或贮藏室，将保持幼态特征作为人类进化和个体

发育的重要目标，这都是对童年的进化意义与存在价值的解释与讴歌，为历史上的儿童本位思想和

童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层面的支撑支持支援。

生物学层面和文化学层面对童年价值的揭示和发现是可以相互支持、相互支援、相互佐证的。

幼态持续学说对于理解人，对于理解童年，具有重要意义。

童年的价值和意义在历史上已经受到不少人士的揭示。“儿童的发现”导致现代教育从传统教

育中分离出来，从而造福亿万儿童。但人们对童年的价值的认识依然有待提升。

在西方，大卫·爱尔金德（Ｄａｖｉｄ Ｅｌｋｉｎｄ，１９３１—）曾经揭露西方社会无视童年的自然展开进程，而

让本来可以享受童年自然进程和宝贵童年时光的儿童变异为“长得太急太快”（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ｔｏｏ ｆａｓｔ ｔｏｏ

ｓｏｏｎ）的“急匆匆的儿童”（ｈｕｒｒｉｅｄ ｃｈｉｌｄ）。②

而在中国，与西方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等类似的揠苗助长的教育口

号，当然会使处于人生“黄金时代”（丰子恺语）的小孩子们变成“急匆匆的儿童”，儿童被催逼着尽快

走出从容的悠闲的童年生活，而踏入成人竞争社会给予他们的种种外部发展任务和目标，这些任务

和目标往往是与童年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目的（即儿童内在的发展目的）相抵牾的。在这种情况下，成

人没有成为童年花园的园丁，没有成为童年世界的守夜人、监护人，而是成为童年的破坏者。这种普

遍的以儿童为敌的社会现象其病根在于，小觑童年，蔑视儿童，没有了解童年的人生价值③，而将童年

看作成年的准备和附庸。这与幼态持续学说对童年价值的发现完全是相悖的。

幼态持续学说向我们揭示：人是“永恒的儿童”，幼态持续使人可以终生成长；童年是潜在适应的

“贮藏室”；发育缓慢是人类个体童年的特征；发育缓慢使人类大受其益等等。幼态持续学说对童年

的发现，对于改变以童年为敌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小觑童年、毁坏童年、急匆匆将儿童赶

往成年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一剂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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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态持续学说在人文学科上最直接的贡献是它的儿童观意蕴。它大大丰富了关于儿童的科学

认识，促进了儿童观的进步。它也使儿童本位观念和童心主义哲学获得了生物学、进化论等自然科

学方面有力的支持、支援与支撑。

九、结语

幼态持续学说认为，进化历史将人类及其整个种系的祖先那些最具进化价值的核心特征（主要

表现为胚胎特征，因为除了人及其“近亲”以外，这些祖先的胚胎发育一旦完成、一经出生，就标志着

成体的出现），以幼态特征的形式集中于年幼阶段。对于人来说，童年成为人类进化的“百宝囊”或

“藏宝的仓库”，以致于现在看来，先哲们的下述观点是与幼态持续学说相互支持的：老子的“复归于

婴儿”、孟子的“不失赤子之心”，绝大多数儒家学者尤其是宋明心学主张“复性”，耶稣认为向童年复

归才能进入天国，华兹华斯认为幼儿是人群中“最伟大的哲学家”，是“盲人中的明眼人”。这些观点

佐证了幼态持续学说的可信度。

成年养育和拱卫童年，童年反过来反哺成年；儿童和成人是互哺互补的。① 幼态持续学说可以成

为这一话题的新论据。

童年的发现，不是由儿童完成的，而是由成人完成的。童年的发现，是成人对自己成长历史的发

现，因而是自我发现。童年宝库的发现，是对进化历史这一自然进程之伟大奇迹的发现，这一发现对

于人之自我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童年宝库的发现，对于人文学科（神话学、宗教学、文学、艺术、文化

学、心理学、教育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泉源。它不只是能帮助人理解自身

的生产，而且能激发人生产的潜能。

总之，儿童需要成人照料，哺乳、喂养、教育，似乎童年是无用的，然而看似无用，恰恰是整个人生

的大用，恰恰是整个人生的发源地和“潜在适应的仓库”。成人可以劳动，他是社会栋梁，支撑社会，

照顾儿童，但是成人心灵的核心是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儿童。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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