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生命究竟是什么？

正是由于生命的出现，几十亿年，地球才改变了已往那种荒凉冷漠、死
气沉寂，呈现出今日兴旺繁荣、生气勃勃的景象。于是自古以来，在人的脑
海里便有两大问题，除了地球上“生命是怎样起源的？”以外，便是生命是
什么？

生命是什么？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整体到部分、由宏观到微
观、由现象到本质的逐渐深化过程。虽然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最终的完满
答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各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们得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研究生命现象，了解生命的多种属性，从
而积累了关于生命的丰富知识，为加快探索生命本质的进程建立了基础。

（一）生命的层次

人类对生命的了解，起始于对生物“个体”的观察与研究。人类积累的
有关生命的各种知识，最终也都要在生物个体这个层次的生命活动中进行检
验。生物个体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它具有最直观的生命特征：发育、
生长、呼吸、消化、循环、排泄、生殖、衰老和死亡。生物体或称生命体的
一个最概括的特征就是一个“活”字；生命体是活的物体。

除了原始的生物以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都具有机能结构的一致性，
即都由“细胞”构成，细胞是生命的结构基础，也是生命的最小机能单位。
生命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细胞活动的结果，生命活动起源于细胞的受精与
分化、生长与增殖、信息传递、化学反应、物质输送以及能量转换等等生命
过程。

当然，单个的细胞以及某一种细胞的生命活动，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生
命体的生命活动。一群形态和构造相似、机能相同的细胞及其细胞间质，还
要按照一定规律结合在一起，组成各种“组织”。几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又要
按一定的结构联合形成具有特定形态特征和生理机能的“器官”，如胃、肠、
心脏、血管、肺、肾、眼、耳等。几种器官再协同工作构成一个个“系统”，
如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等。这就是说，生命活
动是有层次的，表现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这五个水平上。

（二）生命的物质基础

自然界由物质构成的，生命体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它们是由有生命活
性的物质——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分子构成。生命体的一致性，不仅表
现在它们都由细胞组成、主要的组成物质的成分都是蛋白质和核酸，还表现
在这些组成成分微观结构的一致性。组成生命体的不同蛋白质和核酸种类尽
管不同，但其构成的“元件”则是完全相同的。在各种蛋白质分子里一共只
有 20 种不同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以一定的顺序结合起来形成“肽链”。核
酸的基本结构元件是核苷酸，核苷酸由碱基、糖和磷酸三部分组成，根据所
含的糖的不同，核酸分为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又由于
所含碱基（嘌呤或嘧啶）的不同，这两类核酸分别由 4种主要的核苷酸组成，
这些核苷酸以一定的顺序结合，形成核苷酸链。



蛋白质和核酸是生命的主要物质基础，生命活动是这两种生物分子运动
的结果。肽链和核苷酸链的组成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主链原子的局部空间排
列及其盘绕和卷曲，以及分子亚基间的相互关系，又构成了蛋白质和核酸的
空间结构。蛋白质和核酸分子的这种复杂结构，决定了它们的特殊性质和在
生命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例如，作为生命重要特征的新陈代谢，离不开
一类特殊蛋白质——酶的催化作用；动物的呼吸是通过血红蛋白实现的；肌
肉收缩以及机体免疫的调控等等，也都要通过蛋白质来实现。

（三）生命的本质

显然，生物分子是表现生命现象的又一个重要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探索
生命的奥秘，诞生了一门新的生物科学分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只有在生物分子水平这一微观层次所表现出的生命活
动，才真正反映了生命的本质。例如：关于遗传现象，在宏观层次上观察到
是遗传性状（形态特征或生理特性）的分离和组合规律；在细胞层次上了解
到的是染色体为基因载体，基因控制遗传性状；只有在分子水平上，才看到
主要的遗传物质是 DNA，而基因则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断，一个 DNA 分
子含有许多个基因，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遗传信息是由构成基因的各种核苷
酸的种类、数量及其排列顺序表述的。基因对遗传性状的控制，则通过利用
遗传信息从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质的单向传递过程，“指导”合成特定的蛋
白质得以实现，即遗传这一重要生命活动实质上是核酸分子运动的结果。

此外，在分子水平上还可以看到，构成生命活动本质的许多其他问题，
如能量转换、细胞识别、免疫、激素及药物的作用、神经传导、物质转运和
信息传递等，又都离不开生物膜的作用。生物膜主要包括细胞的外周膜的细
胞内的各种细胞器膜，由磷脂分子和嵌在其中处于运动状态的蛋白质、酶和
糖分子组成。生命体的能量转换反应主要是在膜结构上进行的，无论是植物
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还是动物通过一系列氧化反应利用食物，都是通
过膜上的酶系统进行着一系列复杂反应，最后合成能量的利用和储存的中心
物质三磷酸腺苷（ATP），以供给生命体生长、发育和运动等生物过程需要的
能量。激素等物质对细胞代谢的调节以及药物的作用，也都与生物膜在细胞
间或细胞内外的信息传递功能有关。

（四）生命究竟是什么？

尽管有关生命的探索与研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并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资料，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命是最富魅力的自然现象；然而迄今为
止，还依然难于给生命一个公认的确切定义。每个专业的研究者都倾向于用
自己的术语和知识来下定义，而深究起来又都有疏漏和不甚确切之处。

生理学家把生命往往定义为具有进食、代谢、排泄、呼吸、运动、生长、
生殖和应激性等功能的系统。但汽车也具有其中列举的一些功能，而某些细
菌却不呼吸。

生物化学家也有定义：生命是包含有储存与传递遗传信息的核酸和调节
代谢的酶与蛋白质的系统。但目前已知某种病毒样生物就无核酸。

遗传学家们关于生命的定义却是：生命是通过基因复制、突变和自然选



择而进化的系统。
生物热力学家们目前则认为：生命是个开放系统，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

质循环而不断增加其内部的有序性。
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何时人类才会彻底揭示包括脑的学习与记忆机

制在内的有待回答的全部问题，并拿出一个关于生命的完善而贴切的定义？
让我们在努力探索中热切地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