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问题的由来 

关于人的行为和干预对基因的影响，我多年前有幸从资中筠老太太那里初次听闻。她曾担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并曾为邓小平担任过英语翻译，以卓越的学术背景著称。她的研究

领域涵盖美国问题、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史，不仅如此，她还以独立思考和坦率表达闻名。尤

其在晚年，她因公开发表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而广受社会关注。 

然而，正是在一篇探讨当时中国现状的文章中，资老太太忧心忡忡地指出：“照这样下去，中国

人的基因都将被改变。”  尽管我对资中筠女士极为敬仰，也认同她许多文章和谈话中的洞见，

但当时我却对此言心存疑虑，暗自思忖：“这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吧？毕竟，人的基因向来稳定，

哪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呢？” 

然而，时光流转，我后来开始对这一话题稍作深入思考。由此，我不禁回想起多年来亲身感受到

的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深刻变迁，以及我周游世界时，耳闻目睹香港、台湾、及大陆中国人在思

想方法、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上的异同。 

顺着这一思路，我进一步联想到人类对狗的驯化过程，以及人与狗的关系与人与狼关系的巨大差

异。于是，自然而然地，我又想到狼的凶残本性，以及狗对主人至死不渝的极度忠诚——它们似

乎深刻领会并实践了李书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的至理名言，甚至创造性地发展了蔡

书记的伟大告诫，真正做到  “入心、入脑、入魂、入基因”！！！ 

正因如此，我逐渐领悟到，狗与狼的基因必定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推演，我开始意识到，如今大

陆中国人的基因或许与百年前的、或与港澳台中国人的基因已然有所不同了。直到此刻，我才真

正信服了资老太太的远见卓识，感叹她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资深学者的洞察力果然不同凡响！ 

石泓，2025 年 7月 8 日，Suwanee，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