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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性、死亡：粒線體與我們》

内容概要

◆台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創辦人——魏耀揮教授專文推薦
◆科普書最高榮譽——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大獎決選入圍
◆《經濟學人》年度好書
◆Amazon讀者四顆半星推薦
我們的能量從哪裡來？為什麼會有兩種性別？我們為何會成長、死亡？
地球上繽紛多采的生命背後，究竟有著什麼樣的祕密？
這所有問題的解答，都是——粒線體。
【精采內容】
本書作者尼克．連恩是榮獲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大獎的生化學家，在《生命的躍升》中，他從宏觀
的角度來看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而在這本《能量、性、死亡》中，他以一個非常微觀的角度（十億個
粒線體只有一粒沙那麼大），來回答生物學的重大問題——也就是我們的生、老、病、死。
粒線體雖然微小，卻是生物不可或缺的重要胞器。我們每個人的體內都帶有一萬兆個粒線體，約占體
重的百分之十。這個微小的胞器曾經是自由生活的細菌，卻在二十億年前被吞噬進更大的細胞中，從
此和宿主細胞共同生活在一起，形塑了生命的紋理。粒線體對生物的重要性，可以用以下幾個例子來
說明：
．生物的發電廠：
粒線體會利用氧氣將食物徹底燃燒，產生我們生存所需的所有能量。
．粒線體夏娃：
粒線體的基因只會透過母親遺傳給子代，因此一直追溯粒線體的基因，我們就能找到現存人類的母系
最近共同祖先，也就是十七萬年前在非洲的「粒線體夏娃」。
．犯罪鑑定：
不管是活人還是死屍，都可以利用粒線體基因來進行親緣鑑定。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失散的女
兒安娜公主，還有九一一事件的遺體，都是藉由粒線體基因來鑑定身分。
．老化理論：
粒線體運作時會滲漏出「自由基」，研究指出，自由基會攻擊細胞內的基因，而這也是造成我們老化
和退化性疾病的原因。
．細胞凋亡：
人體內老化的細胞會進行所謂的「細胞凋亡」，這是細胞為了個體的整體利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
自殺行為。如果細胞在該凋亡時不凋亡，可能就會演變成癌細胞。而這個重要的自殺機制，正是由粒
線體所掌握的。
透過這個微小的東西，我們可以窺視生命完整的面貌，了解生命的本質。就像尼克．連恩在本書結尾
所說的：
人類總是仰望星空，想著我們的世界為何生意盎然，充滿植物和動物？
我們來自哪裡？等在前方的命運是什麼？
生命、宇宙以及萬事萬物的終極解答，是那樣的神祕而簡短：答案是粒線體。因為粒線體告訴了我們
：在這個星球上，分子如何迸發出生命，細菌又為何會長久稱霸地球；第一個複雜細胞如何誕生，溫
血動物為什麼會崛起；為什麼我們有性行為、有兩種性別、有孩子，還會戀愛。它還告訴我們，為什
麼我們的時日有限，終究會老會死，而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老化的苦難。就算它沒有指引我們生命
的意義，也至少，可以稍微解釋生命為什麼是這般模樣。畢竟，如果連生命都解釋不通，那這世界上
還有什麼是有意義的呢？
【專業推薦】
◎呂光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
◎呂俊毅（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新城（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周昌弘（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周美智（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粒線體研究室副教授）
◎林崇智（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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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慧（台北醫學大學醫事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曾啟瑞（台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理事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
◎曾嶔元（國泰綜合醫院病理暨檢驗醫學部主任）
◎謝達斌（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謝榮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科學系教授）
◎顏秀娟（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副教授）
◎魏耀揮（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教授、台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創辦人）
【好評推薦】
「『能量、性、死亡』三個名詞擺在一起，看似非常不協調和矛盾，經作者有系統及邏輯的安排，讀
者在仔細閱讀後，對天擇及雌雄差異的根源在生命演化過程必有更深的體認。另外應也會認真去思考
『長生不老』及『兩性平權』對人類未來的演化，究竟是帖良藥或毒藥？」
——呂光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
「你或許會納悶，怎麼教科書裡短短一個章節描述的東西（粒線體），竟可寫成一本書？不，這不是
一本只為專家而寫的書，它能帶領有好奇心的讀者進到一個充滿挑戰論述的空間。」
——呂俊毅，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粒線體在人類生老病死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用其生動的筆觸來描繪他所認識的粒線體。這
在生硬的教科書及科學論文之外，提供了輕鬆了解粒線體的角度。」
——李新城，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這是一本揭開生命起源及終結過程，耐人尋味的好書。它雖屬於科普叢書，但也是深入探究生命奧
祕的入門書。作者飽覽群書，生花妙筆地將粒線體在生命能量、性及細胞凋亡的角色，做了詳細而具
啟發性的討論。我鄭重推薦給愛好生命科學的大眾及學子們。」
——周昌弘，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好深奧的細胞胞器——粒線體，卻在尼克．連恩的細膩巧筆下，化成鄰家友人的寒暄。這趟超越時
空的粒線體知性之旅，讓人無須踏破鐵鞋地經驗（驚豔）了生命科學的曼妙神奇，是不容錯過的邂逅
。」
——周美智，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粒線體研究室副教授
「尼克．連恩教授的大作《能量、性、死亡》，不僅從生物、化學，甚至物理與數學的角度來了解粒
線體；更從分子出發，再到細胞與個體，一直延伸到更廣的演化機制，有系統地、深入地、完全地介
紹粒線體這個重要的胞器。且本書以推理小說方式描述，深入淺出說明複雜的科學發現，不但對我的
研究與教學有所幫助，更適合對科學有興趣的讀者閱讀！」
——林崇智，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粒線體是細胞的發電廠，它不但決定細胞的存活，也是追蹤生命起源、祖先來自何方的神祕胞器。
它是近代醫學研究老化，了解生命本質最重要的利器。」
——曾啟瑞，台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理事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
「生命科學常因太多片段的知識，而令人難懂，又因專有名詞太多而顯得冷僻。然而本書作者像說故
事般，把粒線體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讓人在不知不覺中一窺生命之奧祕，值得推薦。」
——曾嶔元，國泰綜合醫院病理暨檢驗醫學部主任
「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作者從粒線體對整個生命體系的重要性以及不同面向的影響，做了相當
好的介紹與詮釋，以淺顯的文句帶領讀者深入這個極富哲理的粒線體世界。非常值得用力推薦的一本
書！」
——謝達斌，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以諸多有趣的研究故事串連，讓大眾了解粒線體除了能量發電廠之外的多重角色，也讓年輕研究者
雖未親身經歷卻能深刻體會粒線體研究的低谷與高潮。」
——謝榮鴻，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科學系教授
「充滿令人吃驚的見識，同時也訴說了自然及生命的起源。」
——《經濟學人》年度好書
「連恩的最新力作和許多議題都密切相關，從天體生物學（探討宇宙間複雜生命的共通性），到根本
的問題（生命的起源），乃至於千古大問（是否有可能在一兩個世紀內延長人類的壽命？）。這樣的
一本書無法賦予生命意義，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連貫性，解釋了生命的運作、理路和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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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雜誌》
「大膽！書中提出了至少兩個可以驗證的重大原創假設，這些部分有資格被視為第一手文獻。本書是
為每一位對二十一世紀科學中最深刻的問題感到興趣的讀者而寫的，其中心思想的論述清晰有力，嚴
肅而影響深遠。它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說明為何我們存在於此。請務必一讀。」
——《自然》
「現代生物學必須訴說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則。」
——《衛報》
「有趣又好讀。連恩完成了一項艱鉅的任務，他在這個複雜的領域中擷出精選的層面，並使之淺顯易
懂；他應用了許多巧妙的比喻，引人入勝。」
——《科學》
「我不相信會有人讀過本書，卻沒有為生物建構機制的奇巧、複雜，以及驚險程度感到驚訝。在本書
中，連恩欣喜地向我們揭示了這些祕密，相信閱讀本書的讀者也會感受到和他相同的心情。」
——《大眾科學》
「非常發人深省的一本書。作者對這個領域的知識令人印象深刻，他探討演化學、細胞生物學、族群
生物學、遺傳學、生物能量學、冪次定律和生物複雜性，以上僅是列舉了它所涵蓋主題的一部分。這
些數據更繼而導引出了合理的結論⋯⋯絕對值得一讀。」
——《臨床研究期刊》
「穿越地球上所有生物之地理以及歷史的歡快旅程。我不禁嫉妒起作者的大膽、雄心、博學、透徹的
推論，和寫作風格。」
——《粒線體生理學協會評論誌》
「連恩以透徹而有說服力的方式傳達了他的論點。在這個勉強將爭辯包裝成偽科學的年代，看到他對
其他論點的尊重，聰明的讀者在閱讀時必會感到耳目一新。」
——《查爾斯頓信使郵報》
「本書嚴肅而學術，但讀來可親，不過分專業。連恩在論述時充滿熱情⋯⋯當代科學界罕見的勇敢企
圖：從各個不同領域蒐集夾纏不清的數據，將它們編織成可以統合解釋現有現象的圖像。」
——《微生物雜誌》
「你將會被引領前往一場超凡之旅，從時間深處直到現在，乃至於死神統治的場所。閱讀本書是一場
腦力激盪，可能會為粒線體的研究注入活力。」
——《EMBO報導》
「透過一位勇於思考，且是用力思考的作者之筆，愉快地拜訪了數名當代生物學的先驅者。」
——《紐約科學院新知雜誌》
「令人印象深刻，好讀、刺激而且很有說服力。這是本讓人興奮的非凡作品。」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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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克．連恩 Nick Lane
連恩是演化生化學家，也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榮譽教授（Honorary Reader）。他的研究主題為演化
生化學及生物能量學，聚焦於生命的起源與複雜細胞的演化。除此之外，他也是倫敦大學學院粒線體
研究學會的創始成員，並領導生命起源的研究計畫。連恩出版過三本叫好又叫座的科普書，至今已被
翻譯為二十國語言。二○一○年，他以本書獲得科普書最高榮譽——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大獎；而
他的上一本著作《力量、性、自殺》（Power, Sex, Suicide）則入圍上述大獎的決選名單，以及《泰晤
士高等教育報》年度年輕科學作家的候選名單，同時也被《經濟學人》提名為年度好書。連恩博士現
居倫敦，關於更多他的資訊，請造訪他的個人網站：www.nick-lane.net
林彥綸
台大植物系倒數第二屆畢業生。現居美國水牛城攻讀生物學博士，將英文譯成中文時會覺得離家鄉比
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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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厚厚的一本总算读完了，感觉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2、生命的本质是合作与竞争，甚至“自私”有时候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从无到有的决定性事件
与简单的机制竟然是演化成我们人类这样复杂生物体的动因，迷一样的线粒体，迷一样的生命
3、因为最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第一眼看到就从书架上拿来翻了看。标题多少是为了赚眼
球的，这也是科普书很无奈的一件事情。不过线粒体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而还未受到足够多重视的细
胞器，从这个层面说，这个标题又似乎并不过分。内容上对大众是还不错，对我来说就显得不是很吸
引，书后reference略有小启发。
4、这么好的书，关键是翻译的好加上书本身写的好，使我脑洞大开，里面全是干货。什么线粒体母
性遗传，细胞是个大化工厂，人的秘密全在dna里面。细胞会舍弃一部分，为了整体。等等。希望有
简体版出版。
5、woody allen 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基本回答了性、进化和老化问题，可是我还是想问，是不是真核生
物一定会死？斗胆再问一个，是不是因为永生在天择层面无意义、太昂贵 ？
6、看看
7、看了《生命的跃升》后，再买了这本繁体字的书看。基本的观念是差不多的，所以感觉收获没有
那么大了。生命遵守的基本原理其实就是物理学的，中间表现为化学，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达。
8、现代生物科学确实进入细胞器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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