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模板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一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专心致力于自然生物的研究，作各种观察
和实验，找无数联系和特性的科普书。大家读了这本书的感
想会怎么写?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物种起源读后感，
一起来看看。

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著。这部
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
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
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
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
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
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
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
来。我最有感触就是“适者生存”。

在如今社会中，谁有能力，谁就能成为当今社会的“领军人
物”，没有能力，其他什么都是扯淡，只有能力才是生存的
本钱，没能力就会被社会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有财富差异的
出现了。

是谁击破神创论的天空，将世界从上帝的手中挣开;是谁以锐
利的双眼，看穿时空的阴霾，寻找物种间的联系与存在;是谁



以一句“物竞天择”的呐喊，唤起整个大崛起的时代。也许
物种起源随着时代日显其不足，但传承给后人的，并让后人
抚卷感叹的始终是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对科学的严谨与热爱。

少年顽劣，浪子回头。达尔文年轻时用他父亲的话说“除打
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相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讲
或者用中国父母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来说达尔文可算是一
事无成的败家子。可是就是这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却成为英
国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参加“贝格
尔号”舰的全球远航，成为流传后世的的伟大人物，我不禁
感叹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大巧若拙，埋头著书。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都接受
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
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角色，而每个物种的设计都
非常完美，所以物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
宗教的神环下成为人们精神的枷锁，于是物种起源在这种情
况下诞生了。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
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
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
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
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
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的整
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种起源所讲人
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确已
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暗夜磨剑，终露锋芒。达尓文的物种起源有如一场席卷世界
的海啸，狠狠地撞击在“神创论”的壁垒上，将千百年来的
宗教脸上神秘而高贵的面纱狠狠地撕下。从而联接起一个伟
大而充满理性的时代，这是只属于人的时代，神的荣耀开始
寂灭于尘埃。正是因为物种起源出版，人类才第一次把生物



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
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而生物普遍进化的思想
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成为学术界、思想
界的公论。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与
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研
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教会里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对进化
论的争论，有些人把之当作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人则认为其
一文不值，有时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大
多数参与这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进化论的经典著作-达尔
文的物种起源。

最近我尝试着自己去读一读这本书，读完以后有一点点感受，
特此与大家分享。



感受一:生命的起源是什么?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
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
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
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
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
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
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
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在阅读当中，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
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经过类比以后得出结论，所有在地球上
的有机生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生命，而这个原始生
命则是"被吹了一口气"而来的。这与圣经里创世记里讲到人
是因上帝吹了一口气而得到生命的写法有点相似。基于这一
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造进化
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论。其实，达尔文所观
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
级到高级的过程。

感受二:相信上帝是违背科学和理性吗?达尔文得出了上帝是
生命起源的结论，这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还是一个不得已的
结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听说诸如"相信上帝是不科学
的"或"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本身不一定
就是科学的，至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商酌的。正如达尔文一
样，我们会思索、探讨最初的起源的问题，但如果不承认有
上帝的话，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人们往往会不得不以
很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在解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接受的，
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接受不相信上帝的信仰，应该是需
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信仰里实在
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



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不相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学和理性来作为根
据可能是有点说不过去。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二

标志着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
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著
作，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今年以来仍居于多家图书榜前
列，仍在读者的手上流传着。

在英国伦敦，那一天是很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伦敦众多
市民涌向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的
第一版1250册在出版之日即全部售罄。这本轰动一时的新书
就是《物种起源》，它是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第一部巨
著。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
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
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必须
会被当做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理解。它有一切伟大
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
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
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物种起源》是世界生物进化很有价值的作品之一，是一部
深切关注生物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书的主体
部分陈述了生物的变异及相互适应的途径，从家养而变异的
知识，因为每种生物产生的个数，远超过其所能生存的个数，
所以常引起生存的斗争，于是人生物的任何变异性质，不论
其如何微小，只要是在复杂的和特殊的生活状态下有利于它
本身的，即将有较佳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



由于坚强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
的变异了的类型。

从最古老的单细胞到有着复杂生命结构与思维的人类诞生，
在漫长的30多亿年生命行进征程中，形形色色的生物从出生
到灭亡，从低等到高等，究竟是何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生物
的进化发展呢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绞尽脑汁，企图找到令
人信服的答案，最终都以百思不得其解而告终。就在人们对
生命演进机理持不一样见解的各门各派展开激烈论战、争论
不休的时候，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出现了。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进化论思想最终在19世纪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达
尔文手中构成了具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的体系。到了1859年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生物普遍进化的思想以
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已成为学术界、思想界
的公论。由此，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
的三大发现之一。在举世闻名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
文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生命仅有一个祖先，
因为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的开端;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而来的，生物在进化中不断地进行着
生存斗争，进行着自然选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成
了生物学的经典著作。如今，《物种起源》所提及的许多观
点已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之后不断地
得到发展。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霍尔丹和美籍苏联生物
学家杜布赞斯基创立了"现代进化论"。

现代进化论者摒弃了达尔文把个体作为生物进化基本单位的
说法，他们认为，应当把群体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突变本
身是物种的一种适应性状，它既是进化的动因，又是进化的
结果，自然选择的作用不是经过对优胜个体的挑选，而是以
消灭无适应本事的个体这一方式而实现的。现代进化论很好
地解释了古典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的许多事实。遗憾的是在
达尔文时代，遗传学先驱孟德尔还没有能够让世人相信他的
遗传学说，否则，达尔文定会痛不欲生，因为1838年，他选
择了亲舅舅的女儿、表姐埃玛作为终身伴侣。据说，到了晚



年，达尔文对孟德尔和他的遗传学略有所闻，他常常为他的
近亲结婚感到不安。

当然，所有的生物才是《物种起源》这本书的精神主载体，
生物的智慧，生物的生命强力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对此我
想，我们应当更多地用审美的、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
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我对书中生物在与自然斗智斗勇的很
多精彩片断很感兴趣，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
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生物进化的本质、让人明白
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
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
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

我总感到，关于物种起源的话题没有完，某些非科学，非理
性，非礼貌的似是而非的理念仍在流行，而《物种起源》代
表性。它抓住了生物得本质，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生
物进化史的钥匙。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三

在教会里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有关对进化
论的争论，有些人把之当作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人则认为其
一文不值，有时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大
多数参与这一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读过进化论的经典著作-达尔
文的《物种起源》。最近我尝试着自己去读一读这本书，读
完以后有一点点感受，特此与大家分享。

感受一：生命的起源是什么?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该书中描写了生
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
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
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但



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
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达尔文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由简单的生命单位演变而来，但
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一个不常被人提及的事实是达尔文
认为它们是被创造的。在阅读当中，我发现这样一个结论，
大概意思就是，他在经过类比以后得出结论，所有在地球上
的有机生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生命，而这个原始生
命则是被吹了一口气而来的。这与圣经里创世记里讲到人是
因上帝吹了一口气而得到生命的写法有点相似。

基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知道，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
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基督徒所接受的理论。其实，达尔
文所观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
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感受二：相信上帝是违背科学和理性吗?

达尔文得出了上帝是生命起源的结论，这是发自内心的信仰，
还是一个不得已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听说诸如相
信上帝是不科学的或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之类的话，但这些
话本身不一定就是科学的，至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商酌的。
正如达尔文一样，我们会思索、探讨最初的起源的问题，但
如果不承认有上帝的话，将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人们往
往会不得不以很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在解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接受的，
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接受不相信上帝的信仰，应该是需
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信仰里实在
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现代科学的
奠基人，诸如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及达尔文
等等，都相信上帝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不相信上帝的自由，但要用科学和理性来作为根



据可能是有点说不过去。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如果有任何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
正。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四

在读了《物种起源》以后，给我感触最深的便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是的，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自然界其他的动物、植物世
界里，都在演绎着这一“法则”。

例如：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这两个竞争对手在双方
激烈的竞争中也正突出了这种效果。

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都盯死了对方，只要对方一有新动作，
另一方肯定也会有新花样。

可口可乐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在古巴用飞机在空中喷出烟雾，
画出“coca-cola”字样，可惜因为缺少经验而失败，百事可乐
在1940年更是一下租了8架飞机，飞了14。5万公里，在东西
两海岸城市，以机尾喷雾，写下百事可乐的广告，读后感
《《物种起源》读后感》。

可口可乐当然要及时反击，为强化国民第一饮料的形象，可
口可乐赞助了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并请名人啜饮，将
其照片刊在杂志封面。

但相比之下，百事可乐的宣传广告方式更有创意。

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卡通片，而且还创作了一首看似极普通
却风靡全美的广告歌曲。



两大巨头在竞争中可谓不遗余力，使出浑身解数来击败对手，
但结果却是二者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见，只有不断的竞争，才会有生机和活力，才能不断地克
服困难，一直向前。

我们或者它们其实都在竞争，但是在想到竞争的时候我也在
想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树有长短，人分高低，水有清浊，面分丑俊。忙碌在大千世
界的芸芸众生，既离不开竞争，也离不开合作。在当今这个
社会里，也许还有不少数人认为，竞争与合作是对冤家，根
本无法相结合从而达到良好效果。我觉得此观点是错误的，
应该说竞争与合作永远是紧密相连的一对联体兄弟，他们代
表着两种不同的互动关系。竞争能使人激发动力，增强活力;
而合作呢?则能使人友好相处，团结协作。马克思说过，协作
能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并且是”创造一种生产力”，还能产
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神奇效果。只要既竞争有合作，我们才能
突破孤军奋战的局限，实现双赢。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五

《物种起源》可谓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
早就渴望拜读一番。终于盼到了寒假，使我得以有暇一睹科
学巨人留给人类的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
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直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
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
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亲
缘关系。达尔文本是一位基督教信徒，而他由于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宗教中许多违背现实的东西，于是开始怀疑《圣经》



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达尔文是个极为认真的人，这也是他能
抛弃神创论而研究进化论的重要条件。

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云遮不住真
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总有那么一批
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坚持真理，经
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终于战胜谬误，
人类终于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个为追求真
理而不懈努力的人。

然而，科学与唯心的斗争是长期的。直到在刚刚过去的20世
纪90年代，有的宗教人士才承认了进化论。1996年，在生物
进化论日趋深入人心的环境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
不改变了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教廷不得不抛弃
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

而事实上，如今仍有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宗教信徒)否定并驳
斥进化论。我不久前还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仍然以神创论否
定进化论。

由此，可想而知，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要否定残酷的教会
的理论是多么的困难。读此书，让我知道了对待科学一定要
认真，对真理，就要百折不挠地坚持。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同样值得钦佩。
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
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
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
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
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六

从小关注细节，注重思考的达尔文，22岁便乘坐贝格尔号进



行环球旅行。凭借对地质学的热爱和敏锐的观察力，达尔文
在旅行中获得了重要的知识，他发现地球风貌是不停的变化
的，对岛屿和大陆的形成都有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段对于达
尔文至关重要的旅行中，可以窥见改变自然科学格局的巨著
《物种起源》的碎片和端倪，比如科科斯群岛，比如巴西热
带雨林等。达尔文自己也称“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决定
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
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
我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
们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
的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
记住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
的整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物种起源所
讲人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
确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暗夜磨剑，终露锋芒。达尓文的《物种起源》有如一场席卷
世界的海啸，狠狠地撞击在“神创论”的壁垒上，将千百年
来的宗教脸上神秘而高贵的面纱狠狠地撕下。从而联接起一
个伟大而充满理性的时代，这是只属于人的时代，神的荣耀
开始寂灭于尘埃。正是因为《物种起源》出版，人类才第一
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
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而生物普遍进化
的思想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成为学术界、
思想界的公论。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
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
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
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
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
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



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
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
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
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
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
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
与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
研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陆的起源读后感篇七

《物种起源》可谓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
早就渴望拜读一番。终于盼到了寒假，使我得以有暇一睹科
学巨人留给人类的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
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
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
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直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
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
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
亲缘关系。达尔文本是一位基督教信徒，而他由于偶然的机
会发现了宗教中许多违背现实的东西，于是开始怀疑《圣经》
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达尔文是个极为认真的人，这也是他能
抛弃神创论而研究进化论的重要条件。

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云遮不住真



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总有那么一
批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坚持真理，
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终于战胜谬误，
人类终于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个为追求真
理而不懈努力的人。

然而，科学与唯心的斗争是长期的。直到在刚刚过去的20世
纪90年代，有的宗教人士才承认了进化论。1996年，在生物
进化论日趋深入人心的环境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
不改变了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教廷不得不抛弃
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

而事实上，如今仍有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宗教信徒）否定并
驳斥进化论。我不久前还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仍然以神创论
否定进化论。

由此，可想而知，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要否定残酷的教会
的理论是多么的困难。读此书，让我知道了对待科学一定要
认真，对真理，就要百折不挠地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