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发展的漫漫长路中，
是什么因素让我们从猿类这种
生物中脱颖而出，构建起如今复
杂的人类社会与文明？最近出
版的一本名叫《超越猿类》的新
书，为我们揭示了其中关键。

《超越猿类》

一部生动的人类道德心理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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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天》
作者：［芬兰］托芙·扬松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芬兰国宝级作家、国际安徒生奖
得主托芙·扬松生前亲自编选，写给读
者的一封动人“情书”。28篇晶莹剔
透的臻品，既包含了她早享盛誉之作，
还有8篇她专门为本书创作的新作。

《缝纫机与金鱼》
作者：［日］永井美糸
译者：董纾含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佳景奶奶一面应付高龄带来
的身体虚弱、认知障碍等，一面任
由思绪跳跃回溯，察觉人生中关于
绝望与幸福、抛弃与守护的痕迹。
这本书从老人的第一视角向读者展
示了衰老将给身体和心灵带来怎样
的变化，健康与尊严能否双全，以及
照护者可以如何走近老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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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仍然在场》
作者：张英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媒体人张英的作
家访谈录。收录张英对王蒙、金
庸、陈忠实、贾平凹、刘震云、刘恒、
杨争光、卢新华、祝勇、张炜等作家
的访谈。跟随文学逐梦者张英，与
中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对话。读
懂作家的创作与理念，还原文学攀
登者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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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文化的共舞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
规范开始了从基因到文化共同
进化的转换。文化传播的规范
与人类学习、内化这些规范的心
理能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规
范心理通过责罚违规者来强化
合作，伤害、忠诚、互惠、自主和
公平这五组核心道德规范与情
感紧密相连。在不同文化中，这
些核心道德规范有着不同的表
现形式和优先级，形成了丰富多
样的道德文化。

比如，在一些部落文化中，
忠诚规范表现为对部落绝对的
服从和守护，为了部落利益可以
牺牲个人；而在现代社会，公平
规范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道德
规范与道德情感共同构成了人
类道德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基
础。当道德规范出现不确定性
或冲突时，道德推理便发挥作
用，通过对类似案例进行一致性
推理，道德观念成为解决争端、协
调共同生活问题的灵活机制，同
时也促进了知识的获取与传播。

回顾过往，人类道德有进步
也有倒退。废除奴隶制无疑是道
德进步的光辉典范，它体现了人
类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而贫富
差距的增大则是道德倒退的表
现，反映出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
正。道德进步和倒退取决于人类
应对排斥和不平等问题的能力，
这背后是道德心理、复杂社会结
构以及人类认知水平这三个关键
因素的相互作用。

书中还关注到性别平等、阶
级平等、种族平等这些现实议题，
指出道德知识的传播能推动社会
改革，促进社会融合。

《超越猿类》一书通过对人类
道德心理进化历程的深入剖析，
让我们清晰认识到道德在人类崛
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它不仅是
解决相互依存生活问题、维护集
体团结的生物文化适应，更是推
动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知识创新
和智力进步的重要力量。阅读这
本书，能让我们站在历史和进化
的高度，思考人类道德的发展，为
我们理解自身、解决现实问题提
供深刻的启示。

人类与黑猩猩等类人猿拥
有共同祖先，在进化的进程中，
人类逐渐产生了独特的道德情
感。起初，人类通过个体选择、
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使道
德在自然选择中不断发展，进化
出同情、忠诚、信任、尊重、怨恨
和内疚等道德情感，这些情感对
小型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作
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原始部
落中，当某个成员受伤时，其他
人会给予帮助和照顾，这就是同
情与忠诚情感的体现，这种情感
让部落成员紧密相连，共同面对
生存挑战。

作者指出，道德情感依赖深
度共情能力，它是同情和忠诚等
联结情感的基础。人类的深度
共情能力使我们能够真切感受
他人的情感，进而发展出信任和尊
重等协作道德情感，以及怨恨和内
疚等反应性情感，这为更复杂的合
作提供了可能。与黑猩猩相比，人
类道德情感的适用范围更广、更具
灵活性，这让我们能建立起更庞
大、更复杂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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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鸭的“板”是平板的板，也
是板实的板。既指板鸭盐渍风干
时压制呈板状，也是喻其制作之
后肉质的紧实——凡以“板”形容
者，多少都与紧实、筋道有关，如
徽州腌肉称“刀板香”，河南、安徽
一些地方的“板面”。“板鸭”之号，也
不是尽属南京，湖南有酱板鸭，福建
有建瓯板鸭，安徽有无为板鸭，江西
则有南安板鸭，做法各有不同，“板”
到何种程度不一；其为腌腊，趋于板
状，则是一样的。南京板鸭名声独
大，除了因是大码头的特产，多半还
因顶着“贡鸭”之名。

这名头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一物如主要的用途尽归于请
客送礼，多半就是这个命。南京
板鸭几乎是馈赠专用，请客时都
少见——请吃饭是客来南京，这
时候盐水鸭可以登场了，何劳板

鸭？忝为南京人，我只有数得过
来的几次吃板鸭的经历。印象无
一例外，只得一个“咸”字。经

“干、板、酥、烂、香”的赞语的提
示，“干”和“板”可以补上，“酥”

“烂”“香”实在说不上。还有称其
“肉质细嫩紧密”的，则更是不知
从何说起。在腌腊制品那儿找

“细嫩”，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咸板鸭”吃起来咸味重，是

意料中的（一如咸肉必咸），但很
少有人对它能咸到什么程度有充
分的估计。食不得法，会感到板
鸭简直没法吃。正确的“打开方
式”，应该是在清水里久泡，去其
咸意，而后再蒸或煮。外地人不
知就里，往往是洗一洗就上锅下
锅，结果是咸到难以入口。即使
泡过，且你以为泡的时间够长了，
亦难改其咸。

送礼是“聊表寸心”，送出手
则目的已然达成，没有几个人会
连带着把注意事项一起奉赠。我
猜后来的板鸭已然不是早先的

“裸”赠，包装上必有食法的提示，
问题是有几人会去遵照执行，且我
们的说明大多是含糊其词的，明白
的自然明白，不懂的还是不懂。结
果馈赠的“贡鸭”，其命运很可能是
束之高阁地供着，等最后不得不处
理了，不明不白弄了吃一下，伴随
着对板鸭之美名的极度困惑。

（选自《南京味道》，余斌 著，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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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超越猿类》
作者: 维克多·库马尔

里奇蒙·坎贝尔
译者: 殷融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