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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帕克斯集团的股东和员工们，是你们勇担风险，不断支撑着这一全新的领域，
我们今日的成就得益于你们的慷慨付出，得益于你们毫无保留、坚持不懈的努
力，尤其是玛丽昂·韦伯（Marion Weber）——真正的天使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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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创新的源泉

为什么大黄蜂拥有比波音747更为强劲的空气动力？

如何仿效贝壳避免芯片过热的现象？

怎样借鉴蝴蝶翅膀的颜色节约世界上80%的电能？

跳蚤的膝关节和蜜蜂的肩膀如何使科学家制造出近乎完美的橡胶？

上述及类似问题的答案如何深远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游泳池旁或海边享受日光浴的年轻女子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河马，更不用说河马的汗液了。然而河马的

汗液是一种强效防晒剂，具有四合一的功效。人类流汗时，体内的盐水通过毛孔排出，用物理蒸发的方

式给皮肤降温，河马作为鲸鱼和海豚的远古表亲，却是通过分泌一种混合性化学物质冷却皮肤。除此之

外，河马的这种分泌物还能应对其他外部因素对皮肤造成的侵害，这种汗液不仅是一种高效无毒的防晒

剂（尽管或许它天然带有一股味道），还具有抗菌、杀菌和驱虫的效用。

世界上有很多组织都在研究河马的汗液及其化学分泌物，其中就包括日本京都药科大学和意大利的里雅

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的克里斯托弗·瓦尼教授领导的材料工程学
团队。他们都对这种铁锈色的合成物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了两种特殊的颜料，这两种颜料

都能吸收穿过可视紫外线的光段，颜料结构呈晶体状，这样的结构使得河马分泌物无须涂抹就可以覆盖

到整块皮肤上（河马也不可能先用手搓均匀再涂抹全身）。这类颜料能够把白皙的皮肤降暗一个色度，

同时还能抑制细菌的生长。

在美国，每年约有100万人患上皮肤癌，防晒霜的市场可谓异常庞大——每年销售额达6.4亿美元且还在
不断增长。然而，当今市场上在售的1 800多种含有防晒剂的护肤品中，75%都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防护功
效。除此之外，用于护肤的大部分化学物质都能直接渗入血液，所以一些科学家担心，某些防晒霜虽说

是起到了防晒的作用，但也会带来致癌的毒素。其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针对防晒霜的
功效问题已经出台一些措施，加大了对防晒霜标签的监管力度。

当然，泳装美女大都不会喜欢河马腋窝散发的气味，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人工合成河马汗

液中的有益成分，让这种物质更好闻，比如像椰子的味道。科学家们预测，长远来看，河马分泌的化学

物质能够应用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如外用漆、服装面料以及对紫外线敏感的产品。

无论是受到河马的启发减少皮肤癌，还是通过研究黏液菌的觅食路径优化我们的道路系统，简单来说，

都是运用从大自然得来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些都属于仿生学，也有人称之为生物启示。仿生学的

应用遍布生活各个层面，从太阳能电池通过模仿树叶的形状发电、基于蜥蜴的生物学研究来挽救生命的

医学创举，到模仿鲨鱼皮的抗菌涂料，再到企业基于红树林的形状优化他们的组织架构从而大幅增加企

业利润。毋庸置疑，即便是家中壁橱里的粘扣带也是仿生学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今我们为什么需要仿生学？科学家、政治家、企业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争论，地球是否正在经历毁灭

性衰退这个问题，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吁和反驳。对于这种争论，虽说我们也备感迷惑，但我们内心深

处都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世界上有一半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不

足2.5美元。燃油价格很不稳定，天气变化更为剧烈，也更难预测。物种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量消亡。在
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之后，创新速度也开始减缓。在医学领域，我们还未解决细菌的耐药性，癌症、阿

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自闭症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仍在不断攀升。今天，我们拥有更多的研究人

员、工程师和医生，他们也更加训练有素，其从业人数比历史上所有从业人员的总和都多，但人类种群

未来的生存能力还是日渐衰弱。

历史并不会就此终结。今天的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大都源自陈旧过时的商业模式。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

仍然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做法如出一辙，机械化水平仍停留在“加热、加压、化学处理”的做法，而这些做



法都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大自然在不断地发展和繁殖，但它们并不会耗尽或危及基础资源。大自然会

重塑自身，以不可抗拒的茁壮力量适应并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作为一名不断发明的创业者，我在过去30年中始终致力于创新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并且投入数百万美
元，打造了数家创新型企业开发、获取并经营相关专利业务和创新产品。这些产品涵盖的领域很广，从

获奖的船只到连锁砌块砖，再到电子信息系统以及非侵入式人体检测技术（主要检测体内的血糖和其他

电解质）。在仿生革命即将来临之际，能书写人类当前一页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创办的合资公司（帕克

斯科技公司及其子公司）设计了很多高效能的产业设备，包括冰箱、涡轮机、搅拌器，以及基于大自然

流体动力几何学设计的水泵。

简而言之，我的使命就是利用仿生技术将世界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并消除废弃物。搭上仿生学

这一大潮，我的另一个使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发大家携手跟上这一充满美妙前景、创造无限可能

的浪潮。纵观全球，横跨几十个行业，人们已经开始与自然融合以寻求针对异常棘手问题的营利模式。

本书将清晰地阐明，针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技术难题、生物难题和设计困境，最好的解决之路就是回

归自然。

科学家们已经确认，地球上有200多万种生命体，也有一些人估算生命体的总数超过了1亿。面对生命的
挑战，每个物种都经历了成百上千次抉择，最后摸索出了最优的进化方式，从而发展至今，而这些做法

都能应用到企业发展和解决人类存活所面临的切实问题上。大自然不断为生命创造有益条件，再加上对

资源的零污染和平衡使用，自身也变成一片纯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沃土。紧跟大自然的发展轨迹，

我们一定能够获取更多的财富，并维持经济更为可持续的发展，在保护地球的同时还不会浪费额外的资

源。仿生学如何影响当今的商业模式，个人和企业又如何从产业的快速增长中获益，这正是本书要探讨

的问题。

回首往事，我从小就会使用仿生学的方法。当我在澳大利亚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时，就知道鱼是游

泳健将，这不容置疑。我每次笨手笨脚地用矛去刺鱼时，它们总能轻松逃脱。当然我的矛只不过是用扫

帚柄当杆，把钉子掰弯之后绑在一起而已，虽说很简易，但扎个鱼还是够用的。另外，我为了能把小船

划得更远一些去找更好的捕鱼点，同时还不想太费力气，我用锤子对小船做了一些改造，“叮叮咣咣”地
把两侧和底部敲成类似鱼和鸭子的形状。果然，我的小船在改造之后划起来更轻松了，其实我也不确定

是真的有所改进，还是心理作用，或许仅仅是为了慰藉我的狂热而已。

先不考虑成效如何，我执着地认为自己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些经验和实践为我的终生事业打下基

础。我首先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观察了自然界进化而来的各种精致形态，后来成为发明家，根据自然

界中生命体的形态来设计效率更高的工业产品。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我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设

计了一些获奖作品，也创立了一些公司，之后又把公司卖掉。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意识到自己就是
这门新兴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biomimicry”（仿生学）这个词语源于希腊语中的bios（意思是“生命”）和mimesis（意思是“仿效”），最初
是由珍妮·班娜斯在1997年提出的，她是一位自然学和教育学天才，还出版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
作《仿生学》。但是仿生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人类已经向大自然学习了上千年，只是对精度的把握有

所不同而已。人类的先祖都是从他们周围的动植物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北极的海豹虽然在冰层下

游动，但会在冰面上打个洞，以便浮上来呼吸。因纽特人在捕猎时就模仿北极熊的方法，守在冰面的洞

口旁，等着肥厚、高脂的海豹落网；波利尼西亚人模仿漂浮的豆荚，设计出了桨叉架船；澳大利亚的土

著民甚至模仿鸟的翅膀制作回旋镖。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不断重复使用特定的形状和工具来创造，即使

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遥远，但都会不约而同地沉浸在大自然之中，观察大自然的解决问题之道，从而将

其运用到生活中。

几千年在进化史上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此过程中，人类已发明出多种结构复杂的工具，并为其找

到了一系列理论支持。牛顿物理学、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激发了技术的大规模革新，
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人看世界的视角，从有机的视角转到了机

械的视角。早期的工程师会不自觉地把各种系统都分解为单个元素，然后重组这些构件。机械装置和材



料方面的创新引发了规模化生产，从而生产出成千上万个形状相同的金属平面，并且建造出整片整片的

方形建筑群。如果仅仅看到创新对这个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那真是低估了工业革命的前景。当社会

的大潮把世界视为一个由独立零部件组成的机械装置时，大自然的天才设计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然而大

自然绘制的是一幅壮美的蓝图，它天然、高效且无毒。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型价值观，比如人们过于推

崇工业发明，鄙视一切源于大自然的设计，认为那种设计太过原始、太过简陋。就像雨林药物学一样，

土著民沿用了上千年的方法，但现代科学出现之后，大部分都消逝了，大自然的简易设计规则也都不复

存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远离了大自然，变得与城市系统休戚相关，我们仅

仅把大自然视为资源库，其中的原材料只是等着被采伐用作工业生产。

工业革命还与廉价且充足的能源有关。需要加快物体转移的速度时，人们不是从自然界寻找行之有效的

应对方法，而仅仅是增加更多的燃料来推动机车。这种方式在过去效果很好，但副作用也随之不断加

剧：大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土地的贫瘠、廉价化石燃料的衰竭、新型公共卫生的风险以及全球气候变

暖。

大自然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发展。它在发展时耗费的物质和能量都最少——在存活和重塑自身时不会破
坏生态环境。它不会把金属压成平面，也不会创造笔直的线条。人类超高效的心血管系统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心血管有6万英里[1]长，但是内部没有一条血管是笔直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能效问题时，完全

无法与之比较。试想，有几款机器能用1.5瓦特的功率运动6万英里？这个能耗量甚至比卧室夜灯的能耗
都要低。

我们对能源的浪费性使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更需要我们自己确立规则，并创造机会构建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我们需要尽快转换商业和技术模式，否则我们就会像恐龙一样走向灭亡。首先我们

需要了解自然界的非凡效率和功能，从大自然的视角来看，能源不会短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由能量构成。一个物种的存活本质上取决于它对能量的最优使用，如果我们研

究自然界，并沿用自然界使用能源的方式，那些发达国家就能避免当前不断恶化的能源危机——这个危
机对2/3的人类而言已经根深蒂固。生命自身的发展不会受到任何科研预算的约束，经过38亿年的试验
和实践，大自然走到了今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参照大自然的博大智库。它向寻求正确答案的人们提

供简练、高效的方法，随时随地且完全免费。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将介绍当代仿生学蕴含的巨大潜能。一项对全世界专利数据库的研究报告显

示，1985~2005年的20年间，因受仿生学启发而出现的发明数量增长了93倍，而且从那以后，发明的数
量有增无减。有人认为，仿生学相对于传统技术而言，收益惊人，所以此后的30年中，仿生设计技术将
全面取代原有技术，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带来更多的诚信财富，地球也将更健康地发展。

仿生学在当今时代不但适用性强，而且拥有深厚的基础：如果一种动物或植物拥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它

就能生存下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能适应其自身的生态位。现今，科技设备的复杂程度日渐提

高，我们能更精确地研究自然界的运作方式，从而借助这些方法解决我们棘手的难题。

仿生学应用于商业有过很多成功的先例，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粘扣带，它的发明者是一个瑞士人，

名叫乔治·德·梅斯特拉尔。1941年，他在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时，发现苍耳的芒刺总是粘到他的袜子和
他爱狗的毛发上，这个问题让他很头疼。后来他用显微镜观察，发现了这种钩和毛的结构，并使用这种

结构创造了粘扣带。

当代的仿生学应用远不只对自然界形状的模仿，还包括系统性的设计和处理问题的步骤。当今世界，来

自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以及工程师都在不断完善这些方法。

无论是哪种处理过程，首先都要明确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次确定该问题是与外形有关，还是与功

能有关，抑或与生态系统有关。接下来我们要问，哪种动物、哪种植物或哪种大自然的处理方法能最有

效地解决类似问题，比如说，几名工程师正在设计照相机镜头，他们在扩宽镜头广角的时候受到了蜜蜂

眼睛的启发，因为蜜蜂的视野所能覆盖的范围异常惊人，达到头部面积的5/6，也就是300度。

这个过程反过来依然有效，人们在研究某种动植物或生态系统得以生存的独特做法之后，可以进行逆向



操作。德·梅斯特拉尔对附着在袜子上且难以去除的苍耳芒刺进行了研究，这也成为逆向工程学利用自
然界有益现象进行研究的早期范例，同时研究人员也对壁虎的倒挂能力和顺着窗户上下垂直爬行的能力

着迷，这些研究最终都落实到了产品上，研发出多种创新性黏合剂产品和绷带产品。

各类设计只要立足于仿生学，都能带来一系列经济效益。因为大自然在几十亿年中已经进行了几万亿次

极其严酷的对比实验，能够成功流传下来的设计理念在节能方面远比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发明创造更

为显著。大自然只利用局部资源做改进，所以几乎不需要运输，也就不会有运输方面的能耗。在制造环

节，大自然的设计成本远低于传统设计的成本，因为它不会浪费资源。比如，纳米技术就反映了大自然

的一个制造原则，它一次仅制作一个分子，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多余的边料或浪费。大自然也不会污染

自身，所以它在合成化学物方面，会采用对生态系统而言无毒的方式。绿色化学是仿生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指的是采用无害原则的分学科，它的创作源泉很宽泛，从医药到清洁用品，再到工业分子不等，所

有这些都绝对环保。我们通过研究大自然处理材料的方式，让旗下的帕克斯风扇公司受益匪浅，公司的

风扇产品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性能更优。最后，大自然还能够循环利用它所创造的一切。地球上的

所有生物都生活在一个完整且闭合的生物链当中，每个部分都是一种资源，每个部分都能循环利用——
这也是维持可持续发展最为根本的要素之一。基于上述因素，正如一位知名风险投资人所言，仿生学将

成为21世纪特有的产业模式，这一令人神往的新兴领域正在崛起，而且毫无疑问将在社会各个领域显现
威力。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你将看到许多不寻常的动物和植物，也会熟识很多敬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

如今还在不断挖掘仿生学的潜能。从鲨鱼、鲸鱼、海豚，到蜥蜴、水蛭，再到蜜蜂、蝴蝶，再到树木、

贝壳，数千物种都在向我们传授各行各业的知识，如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纳米技术、

医疗器械。此外，即便是已灭绝的生物的遗体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现存的几百万类物种和过去几

百亿个生命形态中，每类的独特之处都能为我们所用。我是一名自然科学家，曾在户外探险多年，我会

分享一些我自己遇到的有代表性的仿生学事件，并揭示它们的奥秘。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总结出三大原则，这对经营一家以生物为启示的公司而言很实用，同时，我分享

了一些成功落实这三大原则时会遇到的挑战。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在董事会和工程学实验室都目睹过

一些反常的表现。这跟公园散步不同，通往商业成功的路上充满了艰辛，需要我们越过企业丛林。现

在，这条路已经清晰明朗，生物启示的设计也在走出森林。我看到很多大型企业、城市以及国家政府都

在行动，他们制订了相同的投资方案，向仿生模拟的创新领域投资，并学着为我们的星球减负。我也会

提供一些公司运营方面的建议，比如如何以更加仿生的方式运营公司——不论公司规模的大小，还会介
绍一些仿生学在商界和学界的发展机会。此外我也会分享一些操作步骤，告诉你们如何开发并发布这些

产品。最后会谈一下我们在公司面临困境时的做法，如何克服那些难题。

这个时代的科技令人兴奋，我每天都会从大自然中获得启示，利用自然界的经验成果将地球和人类带入

全新的黄金时代——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切合实际的计划。仿生学一定能将我们引领到这个
时代中去。无论你是企业高管、公司雇员、制造厂商、企业家、政客、小企业主，或是正在寻求创业的

大学生、辛勤向学生分享正能量的老师，还是对仿生学这一全新模式感兴趣的任何人，我都希望这条信

息能够清晰明确地萦绕在你的耳边：通过向自然界学习，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

的地球创造更丰富、更健康以及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一部分

新黄金时代



第1章
下一次工业革命

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几乎要被压爆了，当时我正在水下35英尺[1]，浮潜于一条宽10英尺的水下裂谷中。裂
谷两边满是夹杂着石灰岩的白沙和珊瑚，海浪不断增高，断断续续地拍打着裂谷的两侧，不断把我冲向

身后的珊瑚，珊瑚的触角非常锋利，微微凸起在珊瑚表面。我已经喘不上气，亟须回到水面上。

这个浮潜地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危险的地方，毫无疑问也是最难到达的地方——我头上漂浮着锯齿状
的珊瑚石，像一整片墙壁那样，有60英尺高。我所在的位置水深约有40英尺，但离我仅100码[2]的地

方，海床的深度就陡降到1 700英尺，我猜我是史上第一个自愿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浮潜的人。一年中
的大部分时间里，海洋的巨浪都不断冲击着峭壁，但也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洋面会相对平静，海水也足

够清澈，这样我就能开始我期待已久的浮潜探险。我当年42岁，身体健康，但这次浮潜还是耗费了我所
有的体力。

潮水不断冲击着海底的沙子——降低了能见度。我四周聚集了成群的热带鱼，色彩绚丽夺目，除此之外
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这让我有些不安，因为这样形状的海底山脉往往会有食人鲨，有几种食人鲨最

喜欢把它们的栖息地选在这种环境。我看不到它们，但我知道，1英里内的任何鲨鱼都清楚无误地知道
我的位置。浪涌的速度非常快，我在水中的悬浮状态极有可能遭到潜伏在深海的捕食者的攻击，成为它

们的开胃菜。另外，我也极有可能被海浪卷起来扔到锋利的锯齿状岩石上，被剐伤的风险越来越大。

正当我准备返回海面时，突然看到沙子上一个蓝白相间的陶器碎片，碎片的边缘已被海水冲刷得极为光

滑，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17世纪的荷兰商船曾航行到这片海域，船上通常都装载有中国瓷器——实在
没有其他理由能解释这个偏远海域出现的这个小碎片，我赶紧将其抓起来塞进紧身衣的袖口中，然后尽

力在不断上涨的海浪中站定，扫视了一下海床。多年的浮潜和潜水经验让我感觉到，海洋中绝不会天然

出现直边的形状，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暗淡的黄棕相间的矩形物体凸现在沙子里的暗礁上时，我的心不禁

狂跳不止。它的大小和形状就像一小块扁平的墙砖。虽然我迫切地想要游回海面大口呼吸，但我还是抑

制住了这种心情，努力地向那个东西游去。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除了装载多箱沉重的银块外，还有一些产自荷兰的黏土砖。在通往东印度

群岛的长途航行中，这些黏土砖主要用于压舱，维持商船的稳定。一旦到达目的地，黏土砖就会被卖掉

用来建房子，而银块则用来交换香料（当地的银匠师傅对这种银出价很高），这些香料价值千金，它们

挑逗着欧洲人的味蕾，打破了他们只有咸肉、腌菜和干鱼片的平淡饮食方式——更不用提令人恶心的变
质食物的味道了。

我在其他沉船的残骸上看到过压舱砖，而我找到的这个砖片跟那些压舱砖极其相似。我用力拽它，但它

丝毫未动。显然，它埋在那里已久，周围长满珊瑚，把它跟暗礁黏在了一起。突然，一股猛烈的海潮狠

狠地撞向我，沿着河床把我冲向暗礁的方向，我转过身，拼尽全力向更深、更安全的水域游去，然后扭

动身体浮到海面。到水面后，我用力敲打呼吸管，清除掉里面的水，赶紧深吸新鲜空气。我休息了几分

钟，补充血液里的氧气。体力消耗大，又兴奋，以致心怦怦直跳。难道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宝船？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上发现的银质品

在印度洋潜水过程中发现的17世纪黏土砖

我曾经用了很多年寻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失事的两艘船——“Fortuin”号和“Aagtekerke”号。那时从
欧洲到东印度群岛的首都巴达维亚（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之间，荷兰商人创造了很多项举世闻名的航

行纪录。随着荷兰贸易帝国的建立，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打造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海军。他们的船

队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下游。这里的信风，即南纬40度咆哮西风带，猛
烈地冲击着船队，使得他们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向前航行了几千英里，到达澳大利亚荒凉的西海岸。
在那里，他们转向北，最后航行2 000英里到达巴达维亚。



不幸的是，几条满载银块的商船没来得及左转，撞上了澳大利亚陆地，把残骸丢弃在那片曲曲折折的海

岸线上。那个时代，水手只会计算纬度，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南北位置，而东西方向航行了多远只能全

凭揣测，直到1725年发明了航海经线仪之后，经度才能确定下来。

我曾多次在荷兰商船的失事地潜水，包括“巴达维亚”号、“柴特多普”号、“泽维克”号和“费居德·德雷
克”号。每艘船都载满数吨重的大箱银币，荷兰当时从沉船处打捞了一些银币，其余散落的就被西澳大
利亚博物馆打捞走了。然而，“Fortuin”号和“Aagtekerke”号的踪迹始终无处可寻。当时的一般情况是，优
良的航船都会配备很多能力极强的船员，所以船不可能轻易沉没，很可能是他们在暴风雨夜撞上了暗礁

或者峭壁。经过一系列分析和推测，我本能地想到了这个狭长地带，海洋和陆地在这里开始相连。我非

常兴奋，甚至确信至少有一艘船沉在了这里，裂谷的形状及其所在位置都暗示这里是失事地点。当荷兰

旗舰“巴达维亚”号于1629年在澳大利亚海岸搁浅时，船体在海底凿出了这样一条裂谷。

海浪在集聚——晴朗的天气似乎过去了。我深吸一口气，又向海底游去。每一次潮涌都会为河床铺上一
层云一般的沙粒，海水不断冲刷着峭壁，喷溅出白色的浪花。经过海水反复冲刷，能见度几乎为零，想

回到刚刚离开的地方已变得十分困难，但很快我就再次看到了那块砖。我一只手抓住它，另一只手从绑

腿上的刀鞘里抽出匕首，不断敲击它四周的岩石，碎片逐渐被敲掉。一个巨浪扑向我，要把我甩到峭壁

上，我拼尽全力抓住那块砖，这时又一股大浪冲到我身上。就这样，我把这个战利品从海底岩石上剥离

下来，看到砖下是黑色的沙粒和一些珊瑚。

之前在其他沉船地的浮潜经验告诉我，对珊瑚的生长环境来说，黑色很可能是银氧化之后的残留物，难

道下面是银币吗？当我把砖塞进我的紧身衣又游回到海面呼吸时，显得异常兴奋。我又一次潜入海底，

这时另一股海潮冲了过来，沿着河床的岩石拖拽着我，把我臀部和手掌背面的紧身衣撕开了。实在是太

危险了。我不得不离开那片海域，沿着峭壁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在那里漂浮了几分钟，看着潮水汹涌地拍打着悬崖下面的岩石板。我通过观察海潮的节奏，顺着一个

浪潮游到了那块岩石上，这里比海水低点高了几英尺，可以让我立足。我立即摘掉脚蹼和面具，爬到岩

石高处。另一股更大的海浪几乎把我冲倒，从我的手里把脚蹼扯了下来，我紧紧地抓住岩石，尽力保持

在激浪线之上——最后很安全，但非常失望，天气开始变得潮闷，这次之后我恐怕再也没机会来这里浮
潜了。几年之后，有一艘轮船在几英里之外的海域失事，那里的海面波涛汹涌，救援人员始终无法抵

达，最后30多人不幸溺水而亡，这再次表明这个地方极其危险。

仿生行业：为世界勾勒出一幅清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寻宝过程和预期能找到巨额宝藏的想法让我着迷，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尽管整个历史上也只有屈指
可数的几个人真的寻到了财宝。假如真的有巨额财宝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真的有发财的机会，并

且每个人都能找到、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呢？会有的，但是在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秘密

可言了。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仿生学是隐藏在生活中的设计大师，任何人——不论教育水平、文化
背景和生活环境如何，都能发现自己身边全新的仿生学现象，或将其应用到生活中，创造全新的价值。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我们创造出很多科技奇观，这些足以让我们的曾祖父一辈目瞪口呆。试想，爱迪生

使用一部智能手机，怀特兄弟坐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控制室里观看宇宙飞船在火星着陆。我们为数

百万人带来了舒适感和安全感，让更多的人拥有医疗保健，拥有汽车，拥有家庭供暖、电力、电视、被

褥和碗碟，过上这种生活的人数要比20世纪初的总人数还多。然而不幸的是，为了提高全世界1/4人口
的生活水平，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从而让地球上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未来的前景更为悲惨。新

闻上不断充斥着环境灾难和社会灾难，让人应接不暇——冰川融化、大灭绝、毁灭性干旱和洪水、饮用
水储量的减少、隐现的能源危机、海洋鱼类存量的急剧减少、农田荒漠化、规模空前的森林大火、大范

围的石油泄漏。我们在不停歇地走向灾难，还是我们身边的机会与之前的比起来太多了？

当今世界，虽然人类面对来自各个层面的重重挑战，但一个全新的前沿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而且不

会破坏环境，这就是我投入数百万美元长期以来始终为之奋斗的领域，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一场新时

代的淘金潮，这就是仿生学。15年前，自然科学家兼先锋作家珍妮·班娜斯创造了“仿生学”这个词。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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