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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前言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
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
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
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
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
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
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
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
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
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
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
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
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
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
”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
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
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
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
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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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内容概要

《人脑之谜》是一名实验神经生物学家从脑的结构、脑的发育、神经细胞活动的基本过程以及脑的正
常、异常活动等几个侧面，对脑作比较全面的介绍。作者以丰富、翔实的材料为依据，从引述浅显的
事实或引证在脑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典型病例起步，以生动的笔触带领读者作一场引人入胜的
科学之旅——探索脑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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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作者简介

苏珊·格林菲尔德，英国牛津大学药理学教授，牛津林肯学院医学协会会员、导师，伦敦格雷欣学院
物理教授。曾著有Journeys to the Centers of the Mind书，并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包括为Independent
on Sunday的双周科学专栏撰稿。1994年，她成为165年来首次登上英国皇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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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脑中之脑
第二章　脑的活动
第三章　神经冲动
第四章　脑的发育
第五章　记忆之谜 结论和前瞻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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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脑中之脑　　现在我们很容易想象，为什么古希腊人会把这种神秘的涡旋物质，而不是
把黏滞的脑浆视作灵魂实体的一位合适候选者。我们现在知道，脑脊液仅仅包含盐、糖和某些蛋白质
，非但不是灵魂的所在地，它甚至被贬作“脑的尿液”。到了科学发展如斯的今天，即便笃信不朽灵
魂的人也不再期望在脑内找到灵魂。人类的脑，已被公认为我们全部思维和情感的掌管者，它本身是
一个最撩人的谜团。　　脑是怎样工作的?这个问题实在太笼统、太含糊，用实际的实验或观察来回答
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做的是回答某些特定的子问题，通过对这些子问题的解答，我们最终将对脑
——这团以某种方式寓含着我们个性的神秘组织——有一个认识。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在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上我们已获得了怎样的进展。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的第一个主题是脑的外形。设想一
下，你正在看手中的脑：一个奶油色的、有皱褶的物体，它的质量超过1千克，平均在1-3千克左右。
你将注意到的第一个特征是，这个外表怪异的物体小到可以置于手掌之中，但它是由不同的区域组成
的。这些区域有着特定的形状和纹理，按一定的方式互相折叠、交联在一起，而对于这种交联方式，
我们现在刚开始有一点粗浅的了解。　　脑的黏稠度与半熟的鸡蛋相当，它的总体平面图总是相同的
。它可分为清晰的两半，称为半球，看上去像是坐落在一根粗壮的主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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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编辑推荐

　　作者写《人脑之谜》是为了向非专业读者介绍大脑的奥秘，读者在书中可以了解到：关于大脑和
精神我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又能确切地回答些什么。在第一章中，我们单凭肉眼
检视大脑，并探索不同脑区间的相关，探讨每个脑区是否都有不同的功能。在第二章中，我们考察某
些熟悉的功能，如运动和视觉，并试图了解它们在脑中如何协调，以此来认识脑功能的定位问题。在
第三章中，重点从脑区的大体解剖转移到显微镜下对脑的研究。我们将看到，脑的基本结构单元——
脑细胞之间是怎样通讯的，药物如何能改变这种通讯。在第四章中，我们探索单一受精卵怎样发育成
为脑。在跟踪脑一生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在经验的影响下脑如何不断地变化，从而形成一个独特
的个体。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出问题：记忆是什么？它是怎样运转的？它发生在脑中何处？以此来继续
对个性的探索。正是通过记忆，我们最终能对精神的物质基础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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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精彩短评

1、高中生物课脑神经部分的基础即可阅读。非常好的通俗科普小书
2、简明的脑科学科普读物
3、记忆是以某种方式与重叠的神经元回路相关联的。一个神经元可以是若干不同回路的成员，在不
同的情况下一个回路与另一个回路的差异在于神经元的“特异组合”。因此，需要有某种机制把不同
的远隔的神经元群募集起来，形成一种工作网络。表示某种记忆的皮层工作网络的聚合取决于与海马
与内侧丘脑间不断的对话。然而，当网络建立起来后，皮层下结构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致一种已
建立的记忆最终能脱离海马而不受影响，并完全独立于海马。这就好比是脚手架，在大厦正建造时，
把脚手架拆了会影响施工，但一旦竣工了，脚手架便成了多余。。
4、此书优点在于深入浅出
5、插图⋯⋯需要更多插图⋯⋯（文盲血手）
6、狂热地买了好多科普读物，解析人脑的谜题。
7、辅助说明的图表太少，文字太多让人难以理解又有点乏味
8、神经元传导，化学物质之类的不是很懂
9、通俗易懂,内容丰富,这位老奶奶的五篇讲稿,翻译得也很漂亮
10、才女的科普小作
11、很薄的一本小册子 翻译也很流畅 是一本很好的脑科学科普书 最后留下的问题也相当勾人 搞得人
家很后悔当初没学习个什么神经科学的
12、又读，很好。像那些。。学家了解太多，是不是也可怕
13、娓娓道来，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
14、一本很不错的科普书~boss 推荐还算靠谱~~
15、在信息量很大。系统看一遍人脑结构，再看这本书会很有收获！
16、可以看出，意识之谜是科学对宗教的最后一战。
17、翻译的真差。看起来就是英文的字面翻译，能不能稍微调整下，让行文符合点中文的习惯啊
18、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给分那么低呢，写的很有趣，一部很好的科普书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薄了
19、脑是如何工作的？它究竟在做什么？千百年来，这些问题吸引着无数人，也不断向人们提出挑战
。也许，了解脑是人类认识的最后疆界。但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涉足这一领域了，当然也有动力驱使
着我们这样做。
20、作者给英国的小朋友做的讲座，我小时候可没这么幸福
21、真的被科普了~原来z作者就是<Brain Story>里的那个主持人~
22、2013 04 22 2013年“122计划” 
23、偶尔科普一下~~好神奇啊~~
24、知名科学家著作，国内神经科学领域著名学着翻译，翻译质量上乘，爱看。
25、我好想真的不怎么喜欢科普
26、科普版教科书
27、对大脑一直很敬畏；我们的大脑永远不会聪明到能了解自己的程度
28、的光和热
29、书籍买后悔了，翻译的不太好，趣味性不强知识点不集中
30、: �
R338.2-49/4944
31、翻译的一般，可读性不是很好
32、开心笔记10：人脑太复杂。运动很重要。睡眠是源泉。做梦有好处。一直以来觉得天庭饱满的人
看着让人舒服。原来是有道理的，有足够的空间给脑前叶，复杂情感、性格的区域。课余愉快的交谈,
有意义的交往,填字游戏和勤奋的阅读,都可以不拘一格地使人脑得到刺激,不管这些活动是发生在城内
还是在加勒比
33、很新鲜有趣，物质与意识。
34、很棒的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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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35、知识内容通俗易懂，同时又增加了自身对大脑的了解，就是书的内容虽然具体但很少！
36、2014
37、普及读物，外行能读懂
38、书很好受益匪浅！
39、这个谜题似乎不能从这么单薄的书里解开，但是作为神经学专家，作者给出一些独特的看法。
40、言简意赅
41、没想象中的好
42、L
43、是一本严谨的科普书，文字不算很生动
44、从实践出发的一本书。
45、很人文的科学。
46、和《心灵种种》一样薄的小书一本。比《心灵种种》更多一点科学而更少一点哲学。行文不如《
心灵种种》活泼有趣。
47、看了这本书,怎么也看不懂,也弄不明白,还是先放着,有空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
48、看了一半，兴味索然
49、比起比较好的书，这本书的逻辑结构分得不是很清楚，总得内容还可以。
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不断把针灸翻译成针刺，要知道这是给中国人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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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很薄，真的很薄，不过实在精彩，它无法作为教科书，也不是简单的科普读物，它很简洁
的介绍了我们对大脑的探索历史，是一本可以吸引你进行更加深度探索的书。而且即使没有相关的神
经学知识，依然可以比较流畅的读下来。还记得那天我在麦当劳通宵看的，一口气读完，真的很奇怪
，读了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东西太脆弱了”于是在半夜
三点钟给我爱的人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我不想分裂自己本就不多的感情
，我们一起一辈子吧。还记得那时候是诺贝尔奖刚公布的时候，得知高昆得了阿兹海默。。。。也许
这些都是当时看那本书时奇怪的背景乐，总之在这些背景的烘托下，这本书给了我无比深刻的记忆。
2、对于一般的没有接触医学的人来说,是本不错的科普书籍,看完基本就会在物质层面对脑有初步的了
解.对于有医学基础的人来说基本就是课本的内容,而且还不是很新(九几年的书),但是可以帮助对脑这
部分知识记忆的加深.不过我买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有什么心东西可以了解,就像上面说的,本书只是物质
层面剖析脑结构和功能,对于最高的那个存在还是遥不可知.比较失望,但还是推荐.
3、小书言语通俗、思维清晰，我这个对神经科学所知甚少的人读起来兴趣盎然。作者一定对神经科
学有广泛、深入了解，所以才能如此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书中看到对针灸镇痛的科学推测和实验，
印象深刻，因为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去探究针灸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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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之谜》

章节试读

1、《人脑之谜》的笔记-第42页

        有种修辞手法叫做通感。实际上，视觉触觉听觉都是大脑中的电信号，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些
信号本身存在不同（但它们到达不同大脑皮层）。有些人确实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声音，这
种混合感觉的现象称为“联觉”，多发生于儿童，或者精神紊乱的成年人，也可由致幻药物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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