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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講者我們再次邀請到白培霖教授來與我們分享他的大智慧。白培霖老師是國

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毓老師）的高徒，亦是當年大學聯考最高分紀錄的狀元。白培

霖老師在夏學的薰陶下有豐富的學識，但是今天非常不同以往白培霖老師將以他將以

自己的專業與我們一同探討「愛情進化論」，為我們帶來這一堂寶貴的愛情學分。 

 
    老師在開始演講前提到，人是多樣性的，沒有一個人是標準或是樣板，這裡所討論

的是統計的結果，所以會有許多的例外。20 歲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年紀，白老師在念大

學時，還處於戒嚴的時代，那時許多的聚會活動都被禁止，若要聚會跳舞可是會被處

以很嚴重的罰則，但是在那樣緊張的時空背景下，那時的男孩子還是很會向心儀的對

象表達自己的情感。回到現在，白老師卻發現，現代人與人之間對於情感的表達好像

與過去有非常不一樣的情況，常常看到兩個人坐在咖啡廳，但是卻還是透過手機為媒

介再進行溝通，對於表達這件事情好像非常陌生。 

 
    今天老師以進化論的角度來探討愛情這一個議題。首先，老師提到靈魂在脫離肉體

後可以延續下去，因此老師認為靈魂就是 DNA，而人類為了將 DNA 延續下去，如孔子

說-食色性也，人的許多行為都是為了將 DNA 所延續下去而發生。人類的 DNA 每經過

一代都會有約 30 個的突變發生，一個群落經過 10 代會有 300 個突變，100 代就會有

3000 個突變，因此過去的研究可以透過群落的 DNA 複雜程度來推論該群落的歷史長度，

人類在 35 萬年前出現在東非的土地上，在經過氣候的變化、陸地的變化後，在 10 萬

年前我們的祖先開始遷移，來到了世界各地，而我們的祖先們在世界各地找尋自己的

棲身之所，透過強勢文化來掠奪當地的弱勢文化，並將我們的血脈給延續下去，這是

過去適者生存，是天擇的時代。在自然界中，「蛋」 是稀少而珍貴，所以自然界中有

孕育能力的雌性不乏追求者；而「精子」多而不值錢，雄性的每次繁衍都是一場豪賭；

而自然界中通常有鮮豔色彩的外表，雖然可能讓雄性短命，但短暫生命反而可能產生

較多的後代，一個漂亮的雄性可以較容易吸引到異性；而自然界中相較雄性而言，單

調的雌性，是為了求生存而演化出來的外觀。透過 DNA 的演化、自然界雌雄的差別，

都不難看出生物在為了「繁衍」這件事情上下了許多的苦功。 

 



 
 
 

 
 
    最後白老師提到，關於愛情我們還有許多的面向要去了解，不管是透過生物的演化、

人類的心理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勇敢地追求愛情，勇敢的去表達關於愛的

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