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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生物学研究现状的分析和生物学研究的哲学反思，提出进行生

物学研究可能存在的另外的研究途径，并分析了其合理性。文中举例说明了法

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并从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角度，展望生物学发展的前

景。 

我是一名生物学工作者，目前，以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东京

都立大学生物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普通生物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

生时学的是动物细胞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曾经在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与科研，之

后又进入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发育生物学，目前我在日本的研究方向

是进化发育生物学。我的专业背景使我具备了比较雄厚的专业知识基础和开阔的研究视

野。因此，早在十年前，当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生物学的发展远远

落后于人们对它的期望，当时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认识。后来，我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从

物质结构层次方面看，生物学的发展是从宏观的生物个体逐步向微观深入，目前经历了

细胞水平的研究之后，已进入分子水平，而现代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的核心内容就是中

心法则。然而，一维线性排列的遗传信息又如何决定生物体的四维结构（三维结构加上

随时间变化的发育、生长与衰老的过程）呢？当然我们知道，生物体的四维结构是由基

因调控网络来控制的，可是这些调控网络又是由什么来控制的呢？根据还原论的思想，

肯定是由更微观的比分子更小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现代生物学对于分子以下的微观

领域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几乎是无能为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量子生物

学，虽然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目前量子生物学只能

选取简单的研究对象进行高度近似的研究，并且局限在几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根本无

法涉及生物学研究的主流问题。尽管有人对其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至今已经经过了三十

多年的发展，它仍然没有使人们看到新纪元的曙光。现在所进行的结构基因组计划和功

能基因组计划（包括蛋白质组计划）也仍然是在分子水平上对遗传信息的传递规律进行

解释。 

基于以上的认识，当时我认为，就生物学研究的广度来讲，还有相当多的未知领

域；但就生物学研究的深度来讲，已经走到头了。但是当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发现

科学的发展其实并不只这一条路，还有另外的发展途径，而这不同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

途径，有可能使人类能够突破现有的生物学知识的局限，从而获得对生命本质更为深刻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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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生物学研究的哲学反思一、对生物学研究的哲学反思一、对生物学研究的哲学反思一、对生物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是以还原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即把复杂的生命现象转化为高度

抽象、高度近似的物理、化学问题。从生命的物质结构层次上看，即把一个复杂的生命

体看作是无数细胞的总和，又把细胞看成是生物大分子的集合，这样层层剖析进行研

究。事实上，生物学家自己也承认，这种解剖式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揭示生物体整体的生

命运动规律，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些知识而已。可现在来看，这种方法是不

能无限地解剖下去的，到了分子这一层就解剖不下去了，就走到尽头了。因此，如果要

使生物学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抛开还原论，另辟蹊径。 

现在，即使是极力推崇现代科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文化是相当发达

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推崇“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人首先要把自己看作

是宇宙中的一个组成成分，使自己的身心溶入这个宇宙中，然后才有可能去认识一切事

物。用现在的观点看，其实就是通过类似于气功的修炼方式，使自己的身心同化于宇宙

的特性。在这一状态下人的先天本能（也就是现在讲的特异功能）就会发挥作用，因此

人们就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先天本能来认识事物。 

我本人最近的亲身经历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我本人做发育生物学研究，经

常要剥离鱼的卵膜以获得鱼的胚胎。有一天，我在解剖镜下用解剖针剥离鱼的卵膜，当

时心里非常静，整个思想都集中在解剖镜下，呼吸都非常细、长、匀，自己几乎都觉察

不到自己的呼吸。在那段时间里，我眼里的胚胎变得非常大，胚胎的细微特征都能够一

目了然。当时的感觉，好象自己就在解剖镜下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因此用解剖针剥离卵

膜时，平时看着很粗的解剖针竟然显得非常细，非常轻松地就能够剥离一个胚胎的卵

膜，而且又快又好。连续工作一个多小时后，竟然一点都不累，就象刚刚炼完功一样，

心胸非常舒畅，眼睛也不酸。 

事后回想起来，这件事给了我一点启示：做事要“用心”。小时候，大人总是教

育我们做事要用心。在学校里，如果有的同学学习不好，老师就会说该同学学习不用

心。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用心，以为就是专心。现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用心就是

静下心来用心去体察、去感知，而不是单纯用我们的感官去接收信息。我们人用感官去

感知事物时，只是被动地接收外来的信息，如眼睛接收光学信息，耳朵接收声音信息等

等，是个被动感知的过程。而“用心”则是在确定好观测对象后，用自己的“心”去体

察被观测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是要先把“心”发送出去，与被观测对象尽可能地接

近，甚至于同化于那个世界中，或者说进入到那个世界中，然后才能获得有关的信息。

这一过程是个主动感知的过程。其实这种认知过程已经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范畴，是另外

一种认知方式。关于这一点，《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我们现代

从西方学的科学不一样，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能带来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时候上

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式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净

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转法轮》第七讲）从现代人体科学角

度讲，这其实是人的天目的一种特异功能，修炼的人在心非常纯净的状态下就会出这种

功能。“天目开了，可以放大东西看，本来它就是人的本能，现在叫特异功

能，……。” （《转法轮》 第一讲） 

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与修炼联系起来，可能许多人会不理解，认为这样做就不是

科学了。可是我们应当考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最终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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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类的科学，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也不是实验室里的精密

仪器。书本上的知识和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只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通过科学研究获

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仪器再精密，也只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而已。世界上公认，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灿烂辉煌的，那么那个时代人类对于物质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是不是

科学？在中国古代就发展起来的中医的诊治疾病的方法科学吗？如果不科学，那为什么

中医的诊治效果往往比现代医学要好得多？因此，从根本上讲，科学就是人类认识物质

世界和其自身的方式方法。而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了解世界、了解生命的本质。如

果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甚至于获得更好的结果，变换一下研究形式或研究手段，又有什

么不可以呢？如果认为科学就得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就得这样去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

那么我说，这只不过是维护科学研究的目前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在维护科学本

身。说白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很不科学的。  

二、法轮大法与生物学研究二、法轮大法与生物学研究二、法轮大法与生物学研究二、法轮大法与生物学研究        

我本人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真正地认识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由于

本人认识上的局限，目前尚没有能力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系统地论述，下面举两个例子予

以说明。  

1.《转法轮》中关于细胞的论述：  

在日本，我有个同行是做动物细胞体外培养研究的，最近有个研究课题，是研究

一种动物的细胞体外培养，在此之前，世界上有不少实验室尝试在体外培养条件下使该

种动物的细胞发生细胞分裂，但没有人成功过，因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开始，这位同

行用成体动物的体细胞进行培养，但一直没有成功。后来，我想起《转法轮》中讲：

“……人类细胞不能够无限制地这样分裂下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转法

轮》 第九讲) 我想，既然人的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那么动物细胞的分裂次数也应

该是有限的，成体动物的体细胞已经分裂了很多次了，再使其在体外条件下分裂，肯定

很难；可是如果使用分裂次数少的细胞，如生殖系细胞或胚胎细胞，可能容易成功。于

是，我就建议使用动物的生殖系的细胞或胚胎细胞进行体外培养。由于获得该种动物的

胚胎比较困难，因此尝试生殖系细胞。经过反复试验，这位同行终于在体外培养的动物

生殖系细胞中发现了细胞分裂现象，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观察到该物种体外培养细

胞的分裂现象，有关该实验的论文很快就会发表。  

2. 法轮大法具有开发智慧的作用  

法轮大法要求人在炼功中入静，排除杂念。这样锻炼的结果是很明显的，那就是

使人的身心达到高度的放松，因此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得到充分的休息。我平时每

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尤其是遇到重要的实验，在实验过程中连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都要

事先经过计算时间提前做出安排，因此一天下来很疲劳。可是只要通过炼功，疲劳感很

快就会被驱除。因此，我总是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尤其后者，对于

研究人员来说更为重要。有一次，我的合作者（日本教授）让我看一篇刚发表的论文，

并说这篇论文有重要的新发现。我读完了这篇论文后，发现尽管该论文的实验设计和实

验结果非常好，但是作者对实验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我试着用自己的想法进行解释，

发现我的思路能够非常圆满地解释他的实验结果，不仅如此，连作者自己解释不了和解

释不清楚的实验结果，我也能够解释得很好。根据我的解释，这篇论文的确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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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规律性的东西并不是新的，用我的解释可以很好地把该论文的结果与现有的理论整

合到一起（论文的作者认为其发现与现有理论不同）。我把我的看法跟教授谈了，教授

听了很惊讶，他仔细推敲一番后，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事后回想起来，我一方面得益于

自己由于炼功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另一方面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除了炼功

（修命）之外，还讲心性修炼，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淡人世间的名与利。尽避论文

的作者是国际知名的教授，是我们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但在我看来，与其他的研究人

员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地在做研究嘛。抱着这种心态去阅读，实际上也就是抱着一种

非常客观的态度去阅读，当然就不会被别人的名望等所影响，就能够得出客观的看法。

而这种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情的做法，不正是研究人员所应当具备但往往难以长久保持

的科学的研究态度吗？  

三、对未来生物学发展的展望三、对未来生物学发展的展望三、对未来生物学发展的展望三、对未来生物学发展的展望        

我本人基于对法轮大法的修炼，认为未来生物学的发展会发生重大变革。至于具

体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变革和如何发生变革，我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总的看法。 

首先，由于部分研究人员修炼了法轮大法，他（她）们在修炼状态下有可能从事

不修炼的常人所无法从事的研究工作，从而极大地推动科学的发展。如中国大陆的景占

义先生，他是中国河北省邯郸钢铁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能够看

到炼钢炉中分子进行化学反应的多种状态，从而发明了冶炼优质钢的最新技术。虽然景

占义先生看到的是无机化学反应的现象，但是假如我们请他看一看生物化学反应的情况

或者蛋白质的空间构象，不是也一样吗。目前，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

采用晶体 X－射线衍射技术。该技术的制约因素在于蛋白质的结晶，有的蛋白质结晶的条

件很容易找到，但有的蛋白质结晶的条件就很难找到，有时花费一年甚至数年时间才能

摸索到。为此，最近又开发出核磁共振技术来研究溶液中的多肽的构象，避免了使用结

晶技术。但是该技术只能研究几十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而大多数蛋白质是由几百个到

上千个氨基酸组成的，因此该技术的局限也就显而易见了。另外，被称为原子力显微镜

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虽然也能够用来研究非结晶状态的蛋白质分子，但所研究的蛋白质是

静态的、非活性状态的，仍然无法研究蛋白质在发挥其生物学功能时的动态结构，而这

一点在研究多种蛋白质——尤其是酶——的生物学活性时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某位生物

学研究人员具备了景占义先生的那种功能，那么就有可能观察到活性蛋白质的真实的动

态结构，而这是不修炼的研究人员所无法做到的。 

其次，既然部分研究人员修炼法轮大法，那么他（她）们就有可能从完全不同于

现代生物学研究的角度入手，获得重大发现，这些发现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成为一

个体系。如同中国古代的中医对于人体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人员可能会从整体上更加

深刻地把握生命现象的本质，并最终建立起圆融的、完善的、系统的认知体系。这与明

显是不完善的、凌乱的、始终处于发展中的现代生物学理论体系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

说，生物学的研究可能将走入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