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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王钊

近年来，衰老生物学的研究取得

了长足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

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显著提

高，但能够显示这两者之间直接关联

的证据尚待充实。

作为生物学的分支之一，衰老生

物学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基础生物学的

进步。基因、分子、细胞层面的探索使

得传统衰老生物学研究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长寿基因、长寿分子、衰老细

胞清除和干细胞修复等新发现层出不

穷，然而对衰老的本质和死亡的意义

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在人类进化的数百万年历史长河

中，人类基本在壮年或壮年之前就撒

手人寰了，仅在最近两三百年才有了

所谓的“衰老”。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

西奥多修斯·多布赞斯基曾经说过：

“生物学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

的，除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衰老就是这样一个需要站在进化

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的事件。从生物进

化的角度看，机体只需要生存到确保

能繁殖的年龄就够了。一旦这个任务

完成，便不再需要机体本身了（《自私

的基因》作者道金斯将身体形容为基

因的“生存机器”）———衰老随之来临。

我们知道，进化的本质是自然选择、优

胜劣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死亡是

人类（或者说生物界）进化的必需，因

为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需要

死亡和新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除了

对衰老进行基因、分子、细胞等微观层

面的探索，还应该从群体进化的角度

进行思考和阐释，才可能更加接近其

本质，理解其真正意义。

衰老作为一种非适应性的特征，其

不利影响发生在繁殖开始之后，所以选

择压力是中性的。也就是说，衰老既不

会提高也不会降低种群的适存度。

发生在繁育期后的衰老，已经脱离

了自然选择的范围和生物进化的轨道

（繁育期后发生的各种有益或有害的

遗传突变，都无法进入种群进化的长

河中），但即使衰老对种群进化没有那

么大的价值（至少在进化长河的较短

时期内），其对于个体和社会文化来说

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外部因素，

这种意义也会影响到种群的优化与进

化）。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也许我们无

法战胜死亡，但我们终将克服衰老。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最近数百年，人类的预期寿命有

了显著的延长，欧美人的平均期望寿

命从 18 世纪初到现在翻了一番，中国

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则在最近 70年里就

翻了一番———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 35

岁到 2019年的 77岁。然而自有据可查

的历史至今，人类的最大寿命并没有明

显变化，一直保持在 120岁左右。

仔细分析我们应该看出，这数百

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与种群的繁育

和进化关系并不显著。人类寿命的延

长基本上都发生在生殖期后，其儿童

期、青春期、生殖期等并没有随着寿命

的延长而相应地成比例地延长。

例如女性的生理周期，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的古代哲学与医学巨著

《黄帝内经》中，就有“女子……二七而

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

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

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也”的记载。这表明，当时女性的初潮

年龄大约是在 14 岁左右，绝经年龄大

约是在 49 岁左右；而 2000 年后的今

天，女性的初潮年龄还是 12～16 岁，

绝经年龄还是 45～55 岁，与 2000 年

前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人类的预期

寿命却已大大延长。

由此可以推论，这种最大寿命不

变而平均寿命的延长并不是进化和遗

传等先天因素所造成的，而主要是后

天和环境等因素，诸如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文

明的进步，以及营养供给、生活方式、

生存环境等的改善所导致的。

相较于进化事件的生与死，衰老

或许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自然界几十

亿年演化出的生命体，为何会以衰老

的形式走向终结？是生命进化对自然

界的妥协，还是自然界对生命进化的

约束？其实从进化角度来看，繁育后的

生命期是自然赐予我们的恩惠。

人类的最大寿命（天年）是物种进

化的结果，通过选择那些可以促进繁

殖能力的基因并将其保留下来、遗传

下去，人类的最大寿命在数千年（进化

长河中极其短暂的时期）中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而衰老是一个随机过程，不

（完全）是一个进化事件。

我们常说人生必经生、老、病、死，

仔细分析来看，其中生与死是进化事

件，无可避免，是命运中的命，是我们

应该看淡的；而衰老与疾病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是进化事件，不是必然要发

生的，是命运中的运，是可以通过各种

科学技术，尤其是医疗卫生的方法延

缓、减少、消除或改变的。最近一两百

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花开花落，四季更迭。就像幼年、

少年、青年和中年一样，老年也是我们

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我们一

生中最有收获的一段时光。从这个角

度看，没有老年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

生，是夭折的人生。

老年，作为生命过程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环节，衔接着生与死，就像黄昏

左手拉着白昼，右手紧握黑夜那样，是

自然更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因此，对衰老的研究，本质上就是

对健康的追求，而不是与不朽的角逐。

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

研究衰老的机制、探求颐养天年和健

康老龄化的措施和方法，人人得以老

而不衰、寿而无疾、平和安康、尽享天

年，这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和社会的繁

荣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我们衰老生

物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

这种使命感，正是我们翻译出版

《衰老生物学》的根本动机。

由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营养

系名誉教授 R .B . 麦克唐纳撰写的

《衰老生物学》是国际上第一本以生物

学衰老为主题的教科书。该书系统而

简明地阐述了衰老的生物学机制以及

影响寿命的因素。

本书的第一版在国内外都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其中文版在中国

的发行也得到了国内衰老研究领域各

位同仁、师生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相关研究成果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国

内各大学的相关院系也纷纷开设“衰

老生物学”相关课程。

《衰老生物学》第二版正是衰老生

物学研究在国内外蓬勃发展之际应时

面世的。应学界同仁的热切期望和出

版社的盛情邀约，我们又奉上《衰老生

物学》（原书第二版）的中文版。

《衰老生物学》从基础概念出发，

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衰老生物学在细胞

水平、遗传水平和进化水平上的发现，

及其如何促进我们现今对于为何衰老、

如何衰老的认识，阐述了衰老、疾病、

寿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可以通

过哪些努力干预衰老速率、减少疾病发

生、延长寿命进程、提高生存质量。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 11 章：第

1耀2 章介绍衰老生物学在科研和临床

应用中较为常见的基础概念；第 3~6

章介绍进化、细胞及遗传领域的衰老

生物学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如何影响

我们对衰老的起因和过程的认知；第

7～10 章介绍前几章涉及的基础科学

知识在人类衰老和长寿中的应用，以

及衰老与老年疾病的关系；而第二版

中新增的第 11 章，则集中讨论了延长

健康寿命会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文化

建设。

人类科学技术，尤其是医药科技

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和平均寿命

的增长。终有一天，它还将带给我们没

有失能、极少疾病的健康老龄化和最

大寿命的延长。这并不是梦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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