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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动物行为
,

一般是指动物有机汕、
、

动物使用工具的行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课

用来应答生活环境影响的外观作为和活动
。

动

物不能报告自己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

人们只有

通过它们的外部表现
,

也就是通过行为才能客

观地研究它们的心理特点
。

从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变形虫
,

到最高等

的动物类人猿
,

它们的行为都是动物心理学研

究的对象
。

动物的行为由内外环境的变化引起
,

并在适应生活环境中随着生命有机体的不断进

化而得到发展
。

单细胞动物变形虫的行为最简

单
,

它以一种低级的反应形式

—
感应性来回

答外界环境的影响
。

随着动物进化阶梯的不断

上升
,

便在不同动物身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本能

行为
。

本能行为具有先天的性质
,

是种族发展

中通过遗传而获得的
,

是一种刻板定型的行为
,

例如蜜蜂
、

妈蚁的社群行为和鸟类的筑巢及求

偶行为等等
。

这些都不必依赖于个体的学习和

经验的积累
,

它们的适应功能都十分有限
。

另

一方面
,

有机体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变

自己的行为
,

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环境
。

动

物进化水平越高
,

这种能力也就越强
。

在类人

猿身上
,

由于脑和运动器官的高度发展
,

它们的

学习能力也就大大发展起来而居于其他任何哺

乳动物之上
。

它们的行为节 目更加多 种 多 样
,

更加复杂了
。

实验室的实验已经证实
,

灵长类

动物不仅能够完成复杂的学习任务
,

而且在此

基础上还能对物体进行初步的抽象概括
。

在这

些方面它们在动物界都是 首 屈一 指 的
。

在 这

里
,

让我们简要地谈谈类人猿的工具行为和所

谓的语言行为的问题
,

因为这些都是近年来引

起普遍兴趣的问题
。

题 但什么是工具便用的行 为
, 要 对 它 下 一

‘

个确切的定义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

而且历来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

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指

那些利用某种物体作为中介来达到一定 目的的

行为
。

在这一方面
,

科学家们用黑猩猩作为研

究对象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

德国动物心理学家

苛勒和一些苏联学者在二十年代末期以至四十

年代用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作过许多实验

室研究
,

认为从黑猩猩的工具使用行为中可以

看到在人类起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劳动活

动的萌芽
。

近年来许多西方灵长类习性学家在

自然条件下对黑猩猩进行了大量的考察
,

他们

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

荷兰科学家卡桑特
,

在野外半控制的实验中观察到一群黑猩猩对一

只剥制的豹发动攻击时使用树枝和棍棒作为武

器的有趣行为 图
,

见封二
,

下同
。

它们不仅

用木棍直接去打豹
,

还用木棍向豹投掷
。

英国

女科学家珍妮
·

古多尔
,

在

非洲丛林也观察到成年黑猩猩 向敌 手 投 掷 棍

棒
、

石头的行为
。

它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有一定

的份量
,

但其有效性却都很低
,

动作也十分笨

拙
。

它们虽然都以人类的方式双手执握棍棒的

一端
,

但是从来不会作垂直向下的打击
。

棍棒

只在豹子身旁挥舞
,

几乎没有发生过命中的打

击
。

所投掷的四十四件物体中只有五件打中它

们的对象
,

其余的都只在两米之内便落到地上
。

珍妮
·

古多尔还发现
,

非洲丛林黑猩猩有

一种捕食白蚁的习惯
,

它们常常把小草棍
、

小枝

子等伸到蚁窝洞里
,

然后再拿出来
,

就好象是把



白蚁从洞中
“

钓
” 出来一样

,

以便纸吃粘在草棍

上的白蚁 图
、 。

所用的草棍是经过挑选

的
,

一般不长于十二英寸
,

当一端弯曲时
,

它们

会把它弄直或用另一端
。

如果所 用 的是 小 树

枝
,

它们还会把叶子去掉
,

扔掉不适用的部分
,

有时它们还会带着这些加工好的工具到远处寻

找 白蚁窝
。

黑猩猩还会用棍棒作为杠杆来撬开装有香

蕉的投食箱的盖子
,

而且群落中其他黑猩猩也

会模仿着这样做
。

西非象牙海岸的黑猩猩会用

石头砸破硬壳果
,

有时石头工具竟重达十六公

斤 黑猩猩还会把树叶嚼碎成海绵状
,

然后用

它来吸取小树洞里的水解渴
。

还有人观察到黑

猩猩用树叶来擦去身上的粪便和别的脏物
,

在

捕养条件下的黑猩猩会自发地利用树枝作为梯

子爬上围墙
,

偷看上面的工作人员的观察室
,

或

避开上面的电线
,

逃出围墙
。

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对于新异的物体具有

强烈的探究倾向
,

并不断进行把弄活动
。

这种

把弄活动和玩耍活动在偶然的情况下是可以获

得奖赏
,

也就是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

例如它们

用棍棒玩耍
、

抓挠或锥扎地面时偶尔会抓到白

蚁等昆虫
。

这样经过强化后
,

它们便还会寻找

机会练习
,

使这样的活动方式逐步得 到 完 善
。

所以玩耍和学习以至模仿等对于黑猩猩获得工

具使用技巧是至关重要
、

不可缺少的
。

实验证

明
,

当两岁的黑猩猩在一年之中被剥夺了一切

使用棍棒玩耍的机会之后
,

它们后来使用棍棒

的能力便大大地降低了
。

在使它有机会玩耍棍

棒之后
,

这种能力才得以缓慢地成熟起来
。

黑

猩猩能够对物体进行加工
,

进行一系列有利于

工具使用的准备动作
,

从这些准备动作我们可

以看到它们能够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些对将来

情景有用的联系
。

但是我们还不能由这些活动

便断定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
,

因为它们这

样做还不是有意识的
,

也不是经常的
,

有规律

性的
。

因此它们的这些活动也就更谈不上是劳

动活动了
。

动物能够利用声音信号进行彼此的 交 际
,

也能够根据主人的语言指令做出合乎人的要求

的动作
。

根据灵长类习性学家的野外考察
,

黑

猩猩在自然条件下能够发 出二十三种不同的声

音
。

但是类人猿有没有语言行为呢 人们能不

能教黑猩猩说话 这是很久以来科学家们极感

兴趣的问题
。

美国心理学家海斯夫妇  ,

和
,

 , , 在四 年代曾

教黑猩猩用人的语言进行交际
,

他们花了几乎

六年时间却只教会一只小黑猩猩四个音节
,

而

且是哑声的
。

及至到了六十年代
,

对于黑猩猩

发音器官的解剖学研究才证明它们的声道结构

使它们根本不能发出人类的单音和音素
。

到六十年代末期
,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夫

妇  和
 ,

 
, ,

夕 用美国北方聋哑人手势语来教一只不到

一岁的小黑猩猩瓦舒打手势 图 斗、 。

因为黑

猩猩已经具有明显的手部技巧
,

其中有许多已

接近人类的特点
。

这一工作也是由于受到古多

尔在野外对黑猩猩的考察的启发
。

她曾发现黑

猩猩在 自然条件下偶尔也使用手势交往
。

加德

纳把小黑猩猩瓦舒饲养在一个同人类儿童差不

多的环境里
,

而且像对待儿童一样对待它
,

每夭

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陪伴
,

并训练它用手势交往
。

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训练
,

瓦舒学会了三十多

个手势语符号
,

并能自发熟练地加以应用
。

它

还 自己发明了几个能将两个或三个手势串起来

组成它没有学过的短语
,

而且还能将学会的手

势迁移到类似的事件中去
。

例 如 它第 一 次 用
“

开” 这个手势是为了开一扇门
,

后来便用来指

所有的门
,

以至指公文包
、

箱子
,

最后竟能够用

这个手势要求打开一个水龙头
。

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大卫
·

柏利麦克
,

和加德纳夫妇几乎同时
,

也进

行了黑猩猩
“

语言
”

的研究
。

他的实验对象是一

只六岁的雌黑猩猩
,

名叫萨拉
。

和加德纳的实

验条件不同
,

柏利麦克采用的是实验室的方法
,

每夭只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对它进行语 言 训 练
。

他用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塑料片来代表各种

物体
、

事件和动作等
,

并训练萨拉掌握这些词汇

塑料片的意义
。

然后训练它以一定的规则把这

些词汇关联起来
,

建立有两个以上词汇的词串
,



并教给它一组组的语义概念
。

最后萨拉便能够

用这些词汇塑料片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

自 年开始
,

美国心理学家丢恩
·

阮巴
,

对一只两岁半的雌黑

猩猩兰娜进行了语言能力的研究
。

他是用一套

电子计算机系统来进行训练的
。

这个系统可以

昼夜运转而不需要工作人员在场
,

兰娜这边有

一个带有许多按键的键盘
,

每个键相当于一个

字词
。

每个键上都有一个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

的几何图形
,

并用来代表各种物体
、

食物
、

颜色
、

前置词和活动等等
。

键的位置可以随意变换以

使它们的位置永远不能暗示其功能或意义
,

只

有一定颜色和形状的图形才具有字 词 的 功能
。

键被按过之后
,

这个键就亮了
,

同时这个键的
“

词汇”
摹本也出现在泣于仪器上方的 投 射 器

上
,

结果
,

投射器上便按次序出现一排有一定意

义的视觉图象
。

在另一间房内
,

实验者也有一

个键盘
,

其功能同兰娜的相同
,

于是二者便能进

行双向的交往对话 图
。

如果兰娜打出了合

乎训练句法的请求
,

如要求各种食物和饮料
,

或

要求各种事项 如看电影
、

听音乐或开窗看看

等
,

都由这套语言训练系统自动给予满足
,

以

资奖励
。

开始时
,

训练兰娜使用一个单独的键
,

继而

让它掌握一些所谓
“

基础句子
” ,

这些句子能使

它得到某种食物
、

饮料和娱乐
。

后来
,

没有经过

任何训练
,

兰娜便开始进人对话
。

它的第一次

对话是问它能否出来喝点可口 可乐
。

这是在命

名训练时由字词和基础句子及请求的片语全新

地组成的
“

兰娜在房子外面喝 这 个
, 。

 
,, 随后问它 ,’喝什 么

,,

于是回答说
“

兰娜 在 房 子 外

面喝可口 可乐 击 耽 帅
·

,, 。

进一步检查发现
,

每当兰娜有了特别的或实际

的问题时
,

它就倾向于进行对话
。

此外
,

还用八种颜色对兰娜进行训练
,

使它

学会这些颜色的名称
。

之后向它出示 。多张

不同的门赛尔色片
,

检查是否能用已学会的颜

色名称给这些不同于它受过训练的颜 色 命名
,

结果表明它的反应分配和在相似条件下人类被

试的结果相似
。

上面介绍的是近十多年来几个有关类人猿

学习
“

语言
” 的代表性研究

。

这里
,

读者也许要

问
,

这些黑猩猩所学习的究竟算不算一 种 语 言

呢 这是一个人们极其关注并引起了热烈争论

的问题
。

这个问题最终又涉及到什么是语言的

科学定义的问题
。

加德纳的说法很简单
,

认为

任何人类之间所使用的交往系统 就 是 一 种语

言
,

而瓦舒掌握的手势语既然是一种聋哑人手

势语
,

那么它学习的 自然就是语言了
。

阮巴对

这个问题的看法比加德纳走得更远
,

他认为
,

既

然这些黑猩猩的交往技能类似于人类使用的语

言
,

而不像它们在自然条件下使用的那种封闭

的
、

无造句法的信号系统
,

那么随着这种研究的

深人
,

最终可以得出一个语言的定义
,

那就是它

并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

我们认为
,

人类本身是进化而来的
,

语言是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劳动的产物
,

社会的产物
,

是
‘

动物界交往系统的一个质的飞跃
,

是区别于其
它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

人类祖先本能的声普
交际的较高发展是语言产生的 自然前提

。

一些

科学家不满足于理论上的阐述
,

而试图为语言

的起源问题提供实证材料
,

这种想法本是无可

非议的
。

而且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

确实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

在科学上作出了贡献
。

这些黑

猩猩经过精心训练
,

都掌握了它们在自然条件

下原本所没有的交往技能
。

所以这些研究成果

被称之为七十年代行为科学中的突破是当之无

愧的
。

但是
,

说这些黑猩猩所掌 握 的 就是 语 言
。

恐怕还是根据不足的
,

而将其同人类语言混为

一谈那更是错误的了
。

从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

来看
,

黑猩猩掌握训练项 目还是十分 困难 的
。

瓦舒在几位实验者 日夜陪同训练下
,

花了一年

零十个月功夫才掌握了三十来个手势语
。

虽然

它也能把所学的手势延伸到未曾学到过的情景

之中
,

但这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

它们对词语的反

映虽然比对单纯音调的反应多了点什么
,

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理解词语的意义
,

也不意

下转第 页



多动物园已开始趋向减少展览种数
,

增加展览

只数
,

多养珍贵
、

稀有和难养的动物
,

争取每种

动物都配成对或成群
,

使尽可能多的动物都能

在本园繁殖
。

总的说来
,

就是努力保种
。

例如

华盛顿动物园 年展览 种
,

年

种
,

现在仅 多种
。

有的动物园只有一种单只的动物
,

很难配

成对
,

就把它借给有这种动物的动物园去养
,

以

便于繁殖
,

例如纽约动物园有 多只动物借

给其他动物园去繁殖
,

同时也从其他动物园借

来 。多只动物
。

有的动物园还在郊区另设一个 自由散放式

动物园
,

供繁殖和研究用
。

这种动物园一般都

面积大
,

饲养动物种类少而成群
,

虽然有围栏
,

但动物活动场地很大
,

加之游人少或不对外开

放
,

所以动物不受干扰
,

更易于繁殖
。

年

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动物园
。

各种类型的动物园
,

都各自结合本园的特

点
、

气候条件和 自然环境
,

饲养某些地方特有动

物
,

有的除养一般动物外
,

还重点养些特殊动物

或某动物区系动物
。

美国丹佛动物园重点养有

蹄动物
,

澳大利亚布德利姆动物园专长于养树

袋熊
。

芬兰赫尔辛基动物园擅长于养雪豹
,

自

年以来该园年年都繁殖数只雪 豹
。

印 度

德里动物园以饲养白虎著称
,

朱纳加德动物园

从事于繁殖亚洲狮
。

肯尼亚内罗毕还有一个专

门养育幼兽的动物孤儿园
。

三
、

兽舍建筑和展览设计

动物园多年来就在设法除掉将动物圈起来

的铁丝网或铁栏千
,

而代之以壕沟
,

或是采用整

面大玻璃窗把动物隔开
。

同时室内
、

外场地的

设计布置也要求符合动物产地自然环境和生活

习性
,

如在树栖性动物的场地内就要种植树木

或设置供攀爬的物件等
。

现在动物园的兽舍建

筑设计已成为一项专门知识了
。

在兽舍建筑方

面总的要求为如下四点 安全 包括对动物

安全
、

对饲养员安全和对游人安全 实用
,

既便于饲养员操作又便于游人 参 观 自然
,

符合动物生活习性和产地 自然 环 境 美观
,

给人以宽敞
、

舒适
、

美的感受
。

现在各大
、

中
、

小型动物园新建兽舍
,

展览

内容力求新颖
、

丰富多采
、

吸引游人 五十年代

末期出现展览夜行动物的夜行动物馆
。

夜行动

物都是昼伏夜出
,

游人白天参观动物园时
,

不能

见到它们的活动情况
。

动物园便设法在兽舍内

夜晚都用荧光灯照明
,

白天则采用较暗的普通

灯光照明
,

使夜行性动物把白天误当做夜晚出

来活动
。

同时把游人参观厅设置得比兽舍更暗

些
,

游人便能清楚看到夜行动物如何活动了
。

有的动物园还建筑一种游人可以直接走进

去参观的鸟室
。

这种鸟室如同一座非常高大宽

阔的棚子
,

用钢架和透明材料建成
,

里面种植各

种花草
,

有低矮的灌木和高耸的乔木
,

适于各种

鸟栖息
。

室内有专供游人行走的甫路和 吊桥
,

桥旁有假山和瀑布
,

瀑布落人山下的水潭
,

形成

清沏的小河
,

蜿蜒穿过草地
。

游人进人室内
,

有

各种色彩鲜艳的小鸟在身旁的花木间飞翔
,

各

种奇花异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

宛如置身

于大 自然中
。

还有的动物园在展览中增加新的内容
,

如

纽约动物园的鳄鱼展厅就是一例
。

游人正在参

观在岸边安稳休息的鳄鱼时
,

忽然看见兽舍上

空阴云密布
,

一会儿雷电交加
,

大雨涝沱
,

一
、

两

分钟后又雨过天睛
,

恢复正常
。

该园用这种效

果使游人亲自目睹鳄鱼在 自然界中经常遭遇到

的情景
,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

这也说明现在各

动物园在建筑设计和美术化方面所下的功夫
。

上接第 页 要生活在语言环境之中
,

在三岁之内就能发展

味着词对它们是物体的符号
。

所以对旧词的新 出运用自如的 口头语言的情况相比
,

真有天渊

组合都不像人类儿童那样容易理解
,

而且在多 之别
。

难怪有的心理语言学家说
,

研究动物语

数情况下
,

不得不对旧词的新组合进行重新学 言所做出的贡献
,

看来不会超过为理解人类语

习
。

这一切
,

和正常人类儿童毋需专门训练
,

只 言本质所必需的知识的百分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