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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柒维生物进化学说——干细胞分化篇 

1.1. 初识经络穴位 

童年时，在高里村的诊所，我时常看到父亲给人针灸治病。很长很细的银针经过蒸煮消毒，用酒

精药棉上下擦几遍，父亲通过目测、来回比划着确定病人手臂、腿部或者背部等皮肤上的一些特定点，

即中医经络学说中的腧穴投影在皮肤上的位置，上下提插银针和来回捻动银针，将一个个银针深浅不

同地先后刺在上面，在此过程中都会询问病人有什么感觉，然后，来回地移动酒精灯的火焰，快速地

加热银针较粗的上端，重要的是同时询问病人有没有胀、麻、酸、热或者疼痛等感觉，当病人说有了

部分上述感觉后，暂停加热银针，休息一段时间后，再一次用酒精灯的火焰快速地加热银针，如此反

复做上几回，最后拔出银针结束治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缺医少药(主要是西药)，针灸无疑是可以选择的、最便宜的

治病方法之一。其间的(夏季？)一天下午，午睡醒来的我，习惯性地来回揉眼睛，放开手后，又一次

瞬间清晰地“看见”眼眶四周的空中出现类似于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刹那间，我明白了那些

转瞬即逝的一个个亮点，正是自己眼眶四周穴位群的影像，这和我们看到电影或照片胶卷上的影像大

同小异，类似于夜晚熄灯时，灯火的影像会在眼前渐渐地模糊消失。从此以后，对中医的经络穴位，

我从单纯的心生敬畏到认真地怀疑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是十分重要的。 

1978 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村里人的生活节奏因此逐渐变得越来越快，生活条件随之一

天一天地改善，很少有人选择费时费力的针灸穴位来治病，乃至我再也看不到父亲使用酒精灯和银针。 

1982 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轮明月当空，我和两三个小伙伴在开阔的田野场头玩耍，之后奔跑着

各自回家。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住在蔡堡村的外婆家，初来乍到，不知道前面的两块场地之间

有较大的落差，一脚踩空后，脸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眼冒金星。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人静静地

停留在原地有一小时之久，重要的是将上述的“点点繁星”和刚刚发生的“眼冒金星”进行了对比。 

点点繁星的影像出现在眼眶四周的空中，就象那晩深邃的天空中一个个零散的明亮的星星，是一

个静态的画面，星星的形状和位置分布都是固定不变的。眼冒金星出现在眼晴前方，是一个动态画面，

如同打铁时出现的火花四溅，火花形状和位置分布都是动态变化的。那晩，我得出如下结论：眼冒金

星的出现，与眼睛本身的状态变化直接相关；点点繁星的出现，眼睛等只是观察者，因为天空中的月

亮和星星与观察者的存在与否显然是无关的，所以经络穴位在人体中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1985 年 7 月，我考入所在的周庄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没能考上兴化中学(兴化县城最好的高中)

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通过常规途径(从本科、硕士、博士到真正的科研人员)走上科

研之路的可能性太小，那时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初三学生能够上高中，高中毕业生预考通过的才能考

大学，有的高中例如我所在的周庄中学，甚至出现过连续两三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的情况。是坚

http://www.baidu.com/link?url=movsNQaSDGz62p_OtG5a_cwSpetUqHq4KcNv4HH7M_SKQEr-Y9uKgbwxFfrdICvaYcEtt304_8S9WL_DMtWfFa
http://www.baidu.com/link?url=IfRwatPF994PxWczGF3Duj7WvQNVClXtTJBRDf61okXt7_T-gCM9AssQTSlqviE-ePNn8rM_5zVp0qgO99k47UM8rzjwmACHh7qyFyGKEkiA_WXZZel_tut3T83gZEg2&wd=&eqid=c92d7b1000002b68000000055d63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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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还是放弃？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抉择(儿时通过父亲反复组装升级的收音机，我听过很多次《哈

姆雷特》广播剧)。放弃的话，第九章中“慧眼观双兔”所述的顿悟就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然，

如果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必然会被人们发现，只是没有人知道将在何时何地。如果要坚持，又应该怎

样坚持？ 

失望和迷惘之中，最平常的选择是逃避，最简单方式的是随波逐流。不是象初三时紧张地学习，

而是与周围同学一起下象棋和打扑克，主要是借阅当时校园中流行的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学

会了下围棋，其中，我最喜欢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的凌波微波、北冥神功和六脉神剑三种武功，

均将人体经络系统(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等)的重要性描绘得神乎其神。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不止一

次地问自己，要不要将黑洞和宇宙演化等远在天边的物理学课题放在一边，暂时忘却那个追光的少年

爱因斯坦，先将人体经络系统的本质弄清楚再说，就如《天龙八部》中枯荣大师所告诫的，先将自家

的武学奇经修习周全。 

幼年时，我一直是跟着父亲的，天天看他一有空就和别人下象棋，一般是他让对方一子(车、马

和炮)。上小学时，父亲尽管有时会在别人面前展示我的小聪明，却刻意地不允许我学下象棋，大概

是因为担心我会象他一样成为棋迷而影响学习。 

上初中一年级时，父亲鞭长莫及，我跟同学学会了下象棋(最初约定“马”可以任意跳行)，假期

回家后，违反了观棋不语的规则，于是父子大战，没有让子，记得下第一局时，他说自己的一个“车”

固定不动，第二局时就没有限制了，前四五局将他杀得大败，之后由于我的三板斧式下法被他基本了

解，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红绿双方和楚河汉界一直以来是清清楚楚的，没有想到的是，上高一不久，有一个同学拿来一副

不一样的象棋，我竟然拿错了棋子，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红绿色盲。一番查询得知，实质是我外

公的色盲基因遗传给我母亲，再以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遗传给她的儿子，我百分之百地携带了源自外公

的色盲基因。与父亲讨论此事后，知道两年后不能报考彼此心照不宣的医学专业，事实上，有将近九

成的大学专业不能报考，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和经络研究之门就这样突然地关闭了。 

1.2. 石头剪刀布的排列组合 

小时候，伙伴们发生争执时，常常通过石头、剪刀和布的猜拳游戏来解决，如果是一局定输赢，

是比较公平的，如果是三局两胜、五局三胜或者更多局，就不是规则显示的那么公平了，你会发现有

的小伙伴总是赢，包括我在内的则是赢得不多的。为了防止从表情、性格和习惯等方面判断对方可能

出什么拳，我们曾经约定把出石头、剪刀和布的顺序用铅笔先记录下来，然后比对看谁赢得多，开始

时觉得那些丰富多样的排列顺序很重要，后来因为实在单调乏味就不玩了，毕竟判断对方下一次出什

么，来一次心理战更有趣味。 

在高中一年级，真正学习到排列组合的数学知识时，我还是被屈指可数的几个元素就能给出大数

量的、彼此不同的排列组合方案深深地震撼了。在排列组合中，每一个元素都是基本的、平等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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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位，只有表达与不表达两种状态，表达时与其他元素以何种排列顺序协同表达则是丰富多样的，

象棋和围棋对弈的复杂多样性是最容易想到的，但是当时没有人能够想象电脑(人工智能)三十年后就

能打败人类的顶级围棋高手。 

小学时，我就怀疑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人与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一些动物的

眼晴因为自然选择而逐渐退化以及所谓生存至今的动植物活化石等，现在直觉告诉我，必须寻找的、

支持上述质疑的论据可能已经出现。假设一个系统由 N 个基本元素组成，彼此之间在系统中始终保持

自由地排列组合和平等表达的潜在全能性。N 个基本元素的排列组合可以带来海量的复杂多样性(这里

理解为诸元素的功能活动等)，必须注意，后者并不能与系统进化的多样性简单地等同起来，决定该

系统进化的主要是基本元素数量的增减。具有上述特征的系统能否在生命细胞中作为子系统相对独立

地存在？从而以最简洁的方式实现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完美统一。 

我喜欢用一个班级教室里有三五十个学生来说明上述系统的基本特征，在兴化冷冻厂时，数次以

同样方式讲给一个同事听。这里，班级里所有的学生都是平等的，没有成绩好坏和高矮胖瘦之分等等，

每一个学生走出教室时将引发外面一些事物的变化，可以形象化地想象为监护人即学生家长的出现，

这些学生一个一个地或者三五成群地进出教室，对应于教室外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可以想象为诸学生

家长的消失或出现，甚至于进一步想象家长们在教室外关心讨论的正是学生们的成绩好坏和高矮胖瘦

等等。关键是此班级只有两个基本规定，一是所有学生都必须能够在教室外有效及时地招唤来其监护

人，二是教室外出现的监护人都必须能够有效及时地招唤出教室内相对应的学生，长期稳定不变地符

合上述规定者彼此平等地作为此班级教室里的学生，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学生则被自然淘汰。 

排列组合的数学知识告诉我们，上述班级教室中每增加一个学生，在教室外所引发的多样性变化

幅度是不同的，设想此班级隶属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或者是一个薪资丰厚的工作单位，不难想象，教

室外边远近存在的学生及其家长们的激烈竞争，必然使得每次增加一个学生的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教室内外方方面面的协调统一过程将变得越来越漫长。同理，在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级到高等

级的演变进化过程中，越是高等复杂的物种，群体中个体特征之间允许存在的多样性就越大，后者决

定了该物种群体共同的基因进化将变得越来越缓慢。 

1.3.由三联体密码到复杂密码假说 

高中的有机化学和初中、高中的无机化学相比较，需要记忆的内容放大了N倍，面对有机物的复

杂多样性，对记忆力不好的我而言，一是望洋兴叹，二是努力在其中寻找容易记忆的简单规律。在高

三生物课上，老师讲解细胞结构和细胞分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时，真切感觉到面前展现的是一个

个比头顶上的夜空更加神奇复杂的世界，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蛋白质是由20多种氨基酸按不同比例排列组合而成，是细胞与组织的重要成分之一。遗传学中心

法则指出，细胞染色体DNA上的一些基因通过转录加工产生信使RNA分子，后者中的四种核苷酸(碱

基)的序列决定了所翻译的蛋白质分子中氨基酸种类和排列次序，信使RNA分子上决定一个氨基酸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8%E5%9F%BA%E9%85%B8/30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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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三个碱基被称为三联体密码。 

根据排列组合的数学知识，在一个短小的肽链中，即使只有七八个氨基酸发生更替变化，所能产

生的各种版本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蕴育地球原始生命的有机汤中，一个个能够行使一定生物功能

的蛋白质不可能单纯以“试错”的方式产生，如果是这样，成功的概率太小和所需时间太长，后者显

然不能超过太阳系的生存时间。 

与三联体密码显示的(一个三联体密码决定一个氨基酸)简单对应关系相反，我在1988年第一次提

出“复杂密码”概念，在以后的四五年中，乃至二十年中，反复地推敲其在细胞中可能存在的方式及

其功能特征。最先设想的是存在一类复杂密码A，其作用对象是一大类蛋白质分子中的一小段肽链，

主要功能是允许此段肽链存在不同版本的更替，该蛋白质分子仍然能够维持一些共同的基本功能。反

过来说，由于复杂密码A的参与，该小片段肽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其他相似的版本，除了具有共

同的基本功能外，还能模拟其他版本的一些特异性功能。复杂密码A使得其作用对象的功能特征表现

出复杂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称之为复杂密码。 

在蕴育地球原始生命的有机汤中，以小片段肽链与一个复杂密码A形成的互作体系为基本结构单

位，一些蛋白质能够由数个不同的小片段肽链快速高效地拼接组合产生；因为与一些复杂密码A存在

互作关系(束缚态)，此类型的蛋白质能够相对稳定地行使一些基本的生物功能。 

在生命演变进化过程中，遗传基因的变异，将导致上述类型的蛋白质在没有复杂密码A参与协助

的情况下，越来越稳定地行使共同的基本功能，实现从束缚态向自由态的转变。 

复杂密码A执行功能时，与三联体密码一样，同样是以RNA单链形式存在，使得互作对象的构象

发生变化而发挥作用，我曾长期形象地称之为“尺寸虫”，其学名应为尺蠖，是一种常见的、行动时

一屈一伸像个拱桥的昆虫。1992年之前，我所能看到的书本上，提到的小RNA分子种类很少，明显不

具备复杂密码A的功能特征。1992年之后，我反复地推敲增强子和启动子的功能特征，越发怀疑它们

也隶属于“复杂密码”的范畴，后来查询得知它们真的都是由多个独立的、具有特征性的核苷酸序列

(小DNA分子)所组成的。 

与复杂密码A (小RNA分子)的功能特征相反，细胞中更加广泛地存在复杂密码B和复杂密码C (小

DNA分子)，后者共同的功能特征是强调蛋白质现有版本的结构功能，即没有复杂密码A协助参与下的

结构功能，或者所讨论的蛋白质类型原本就不存在复杂密码A协助参与的情形。 

当增强子和启动子协同发挥其功能时，细胞内如果产生大量自由态的蛋白质，后者将导致复杂密

码A的功能行为被淹没掩盖——如果复杂密码A存在的话，主要显示的是现有版本的基本功能以及特

异性功能。上述推理表明，增强子和启动子应该隶属于“复杂密码”的范畴，同时暗示复杂密码A (小

RNA分子)有可能具有负调控蛋白质翻译机制的功能。 

1.4.细胞与电脑的类比 

众所周知，当电脑的硬件配置不能更新升级时，可以通过更新升级电脑中运行的软件程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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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硬件的使用效率；当电脑中的软件程序不能更新升级时，可以通过更新升级电脑的硬件配置，提

高电脑软件的使用效率；这里，电脑的硬件与软件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在更新换代时是彼此

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因为软件的更新发展及其复杂多样性远远超过硬件，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下软件比

硬件显得更为重要。 

1989年，我在南通纺织工业学校(现已发展改名为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报名参加了电脑兴趣小

组，学习使用BASIC语言编写最简单的程序。包括考试在内，大概只有四五次机会在学校提供的电脑

上实际操作，其中的一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进学校东边大楼的电脑房，大约有十几台同

样型号的小电脑，这就是传说中学校贵重的硬件之一。老师要求我们各自编写一个简短的程序，给出

从1到10 (或100)的累加结果，这自然让我联想到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少年高斯的故事。十几台电脑发出

基本相同相似的噪音，因为输入程序的逻辑指令不同及其长短不同等原因，陆陆续续地给出答案，其

运行效率和计算结果一目了然。 

在南通纺校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晩自修后，我经常一个人到校园东边的操场上散步，体验春夏秋

冬四季之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在轻松惬意中放飞想象。记得曾经笑着向一个好奇的同学解释，对我而

言，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有着八百米跑道的广场，那是一个回旋加速器，我就象一个带电的粒子，例如

静质量最小的电子，在此加速器上一圈又一圈地加速奔跑，越来越逼近光速。唯有如此，才能在离开

南通纺校后，有足够多的能量击穿层层阻碍，不会轻易地、慢慢地偏离初心的方向。这里的能量是什

么？是探索未知世界需要的足够多的新想法以及足够的自信心和耐心。 

在那个八百米的跑道上，我曾经多少次仰望着天空，多少次自问自答？人们常将电脑与人脑相比，

不是直接与细胞相比，活细胞难道不是由有机物质等构成的超级电脑吗？传说的互联网连接着众多的

电脑，就象人脑是由众多的神经细胞等构成一样，两者对比的结果也只能是一个神经细胞对应于一台

电脑。如何理解神经细胞、肌肉细胞、上皮细胞和血细胞等功能特征的千差万别？正如相同的电脑安

装了不同的软件程序，特别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就能够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一样，不同类型的细胞也

可以理解为内部安装运行了不同的软件程序基因，从而导致细胞结构功能的差异。 

软件程序的遗传信息能否同样记录在细胞染色体DNA上？要知道电脑中的软件程序是可以修改、

更新甚至删除的，而有机体不同细胞中的染色体DNA是高度相同相似的，所以只能用“关闭”来对应

于“删除”，后者又将引发一连串的问题，例如出现关闭机制被破坏的情形。如果软件程序的遗传信

息(RNA形式？)离散地记录分布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如同电脑硬盘分区)，就能与电脑中一样理解软

件的增加和删除等现象。 

以前设想的复杂密码是软件程序吗？直觉判断应该不是，太短小了。此外，复杂密码若存在的话，

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才能在细胞中发挥其功能作用，而这显然不是软件程序的特征。那么细胞的软

件程序到底是什么样的遗传基因？又是如何运行的？不妨回到起点，如何理解细胞分化？书本上的回

答是遗传基因的差异转录和转录产物的差异加工决定了细胞分化，但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唯象理论。

以上自问自答只能搁置，适可而止，那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为相对论、基本粒子、黑洞和宇宙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