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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前言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三十多年前逝世，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则在二零
零九年弃世。两人都是声线、舞姿特殊。在各自的时代独领风骚。英年早逝的原因也都是因为过量使
用药物。他们表演能如此激情，使观众如痴如迷，却又是否他们无法不沉溺药物的原因？我们仍未有
最终答案。但是音乐和舞蹈创新确实和脑的加压素、血清素以及多巴胺系统有关。音乐创作能力尤其
是和加压素基因关系密切。而这三个系统的部分基因又和滥用药物相干。成者萧何，败者萧何，也许
猫王和MJ的夺目辉煌，与最终悲剧都是来自同一源头！    英国科学家斯诺(C.P.Snow)在一九五九年提
出两类文化的观点。他指出当时的英国人文界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互不沟通。造成的结果不只是门户之
争那么简单，而是国力的衰退，以及人类进步的受阻。去年，纽约科学院为“两类文化论”举行了一
个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会议上。论者基本上认为欧美的人文和科技界知识分子在认识方面的分歧已经
减少。但是科学家和公众之间仍然存有两类文化如何沟通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美国学校教
不教进化论的纷争。以及布什年代美国政府对科学证据的不信任和忽略。    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
五四时代，大声疾呼要请赛先生(科学)来中国。倘使西方民众今时今日对赛先生认识都仍未足够，中
国人圈子里两类文化壁垒森严，互不相干就更不稀奇。病毒和病菌，两种完全不同的致病原因，无论
普通老百姓或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常混为一谈。在讨论文字改革，应繁应简，竞听不到认知科学家的证
据。    另一方面，许多莫名其妙的中文科学名称，如称痫病为“艾比利斯”、”递息病”；称感冒为
“流感”(单独未流行的感冒也可称为”流行性感冒”？)，都说明科技界知识分子对人文知识也认识
不足。更令人诧异的是，不只是人文和科学，还有学科之间欠缺沟通，个人也可以精神分裂，恺撒的
给恺撒，上帝的给上帝。城中名人笃信风水师，无逻辑思维而受骗，还可明白。理学院院长在家里设
风水阵，医生找风水师定家居，应该是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科学家，竟可以在自己学科外的生活中毫
无科学意识。这不只是个人取向，更严肃的后题是科学在中国会否变质为一种谋生的方术，而不融入
中国文化，享有稳固的意识基础？    写这本书，是希望能为两类文化的沟通和终极一统略尽绵力。从
医生的角度看音乐以及有关音乐的历史。换新鲜的视线，旧的事物也许会显示出新的信息，从而衍生
迥然不同的意念。    搜集资料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提。书里比较多关于西方音乐家的疾病讨论，主要
是因为西方传记中有不少个人疾病的记载，而华人圈中却很少。美国King Sisters的爱丽丝(Alvce)，童
年时患哮喘，成年后病情舒缓，只有在烟味弥漫的房间里才不舒适。但五十多岁后哮喘卷土重来，而
且日渐严重，影响她的歌唱表演，使她终于要停止演出。像邓丽君那样著名的歌唱家，死于哮喘，我
们却无法知道哮喘曾否影响她的音乐事业，她是否需要和病搏斗，才能使我们享受耳福。邓丽君未到
四十岁就息影歌坛，是不是因为哮喘？我们也没有可靠资料。同样，虽然新凤霞写了几本书，对于终
止她舞台表演的脑血管病，我们也所知甚少，无法从此得悉对她歌唱能力的影响程度。我想，这可能
不是隐私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有种羞耻感，不愿意给人知道自己并非健全。另一方面，对病也可能
只有笼统的概念，认为病就是病，何须详情分析。    读者可能会想较深入探讨书中带出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尽量提供了注解。但因为这不是一本专业学术著作，太多注解也许会使人望而生畏，所以我只
注明科学文献和比较关键性的文献。一般传记就没有注明。    中文书美中不足往往是欠缺索引，令人
难以交叉查阅。对于研究更自然构成障碍。    原因之一是没有好的中文排序系统。部首、笔画、拼音
都不适合。过去十年，我一直在想如何解决这问题。结果发现一旦接受汉字是由二十一个笔画字母组
成，中文不但是容易学，排序也不成问题。希望大家觉得书中索引所用的中文字母排序系统，方便查
阅。系统详情和原理请看www.sortchinese.com，更可以为自己的档案下载排序软件。    书中不足或欠妥
之处，欢迎来函指教。    黄震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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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内容概要

《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为两类文化的沟通和中继一同略尽绵力，用医生的角度看音乐以及有关音乐
的历史。大脑是身体最复杂的部位，《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剖析大脑活动，详述每个大脑细胞如何
主宰我们的一举一动。《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用新鲜的视角，将医学融入生活，将科学融入文化，
衍生出迥然不同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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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作者简介

马勒终究还是没有打破“第九交响乐之咒”，是否源于医生对他风湿性心脏病的断言？
写出那样多美好音乐的莫扎特，为何却异常喜欢粗言秽语？
柴可夫斯基究竟是死于一杯水，还是因为同性恋压力而自杀？
是什么疾病使天才的大提琴家杜普蕾盛年时便手无知觉，不能判断琴弓的轻重，最后英年早逝？
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对音乐家的创作影响极大。脑神经科专家黄震遐以其丰富的医学和人文知识，详述
大脑细胞如何主宰音乐家的思想、感情、性格甚至命运。且看，当冷静客观的医学遇上激情的音乐，
会衍生出怎样的全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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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书籍目录

序 梅毒与音乐家 失明的音乐家 音乐大师误遇黄绿眼医 不可承受的音符 迷路的手指 乐坛独臂刀 音乐
在萧条中蔓延 胖子不息，美音不绝 天使之音 樱花下思杜普蕾 枉死的舒伯特 一杯水带走了柴可夫斯基 
莫扎特的粗言秽语 贝多芬的耳朵 仙乐飘飘在脑海 中外跌宕情，写恨意不尽 来自笼里的乐章 反向的琴
键 白宫的右脑 兄弟，有斗零吗？ 吹着风笛上战场 为什么会有音乐？ 动物有音乐吗々 对牛弹琴 我歌
，故我言 音乐与语言 一曲难忘 乐在脑中 化为千风，化为山脉 失去音乐的灵魂 唐郎去后狂歌少，山城
虽小知音多 梅娘，记忆与情感 唱爱 也谈梁祝 昭君出塞和男权社会 倾国之婚 世上有多少性别？ 饶先
生的符号，皇后的琴 乐从何处来 可怜繁手无断续，谁道丝声不如竹 谁说琴手无软功？ 左手一壶，右
手弦 醉翁之意岂在酒 此时无声胜有声 痨病之于文学的凄美 林黛玉和肖邦 马勒的盛唐瓷亭欧西乐 七月
炎夏忆周璇 乐谱的烦恼 大脑图 名词中英对照 英文期刊简全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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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意大利人执政，法国人执法，英国人煮菜，德国人做情人，是人间炼狱；而英国人
执政，德国人执法，法国人煮菜，意大利人做情人是天堂。这老掉牙西方笑话，背后正是反映人世间
，无时无刻都有各种各走一方，甚至矛盾的需耍争相邀宠，唯有多元化才可应付充裕。左右脑的分工
合作便使各种矛盾得以统一、平衡。 人脑左右分工，一般人语言、逻辑以及是非思维的判断决策中枢
都设在左脑。左脑受损后，可能出现语言障碍，或者判断错误。右脑则和音乐及感情关系密切。右脑
即使只是局部损伤，也可能影响歌唱或演奏能力。 右脑的上颞叶受损后，患者会觉得音乐变得枯燥无
味，如同机械声，不同的乐器奏出的声音也好像相差无几。有位专业探戈舞曲歌手右脑上颞叶不牵梗
塞，之后她便无法控制歌声中的音高和重音的细腻变化。 相反地，左脑功能减弱的情形下，音乐和艺
术的创造力不但不减，反而可能会增。有位左脑额叶和颞叶萎缩患者，说话能力逐渐退化，连子女、
狗、马的名字都分不清楚。然而，尽管没有学过音乐，他在六十八高龄却开始作曲，其中有些水平居
然还好到可以公开演奏。 右脑受损之后，情绪智商也可能下降。我们说话，同一句话，生气、开心、
悲伤都会用不同的韵律声调表达，听者按照这些感情韵律便可以解读语句的真实含义。右脑损伤者却
可能无法辨别，无从表达。令别人笑得捧腹的故事，患者听完却会木然不解有何可笑。话到伤心时，
他也可以充耳泰然，不为所动。 作曲、绘画、艺术及文学创作、科学观念的更新、科技的发明，都有
赖创造力。就此问题，吉渡治等人最近做了一项有趣的试验。他们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观察脑部在
设计一支新形状的笔时有什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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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编辑推荐

《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详述了知名音乐家的病因、脑神经科学与音乐知识以及文学艺术领域有关医
病的趣谈，《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作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脑科医生，又是一位音乐发烧友，对古今
中外的音乐见地颇深，同时，作者熟谙英文，掌握了最前沿的脑科医学知识，因此《音乐奇案的医学
密码》内容读来引经据典，细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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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精彩短评

1、领域与奥利弗·萨克斯相近，但面向纸面知识的梳理与面向人的观察，终究还是有重量上的差别
。
2、茶余闲读甚佳！
3、我准备在读书会上推荐这本书。 就是本人需要慢慢研读。文中不少医学知识可以开阔眼界。真正
体现传道授业解惑
4、音乐和神经 挺对胃口的

5、只要不扯音乐史的部分说的都还挺有意思
6、当医学遇上音乐会产生什么？音乐的历史长河中突然冒出一桩桩匪夷所思的奇案，作者以脑科医
生的身份，凭借着科学的严谨和文学的趣味，一一给予解释，古今纵横，中外贯通，有如庖丁解牛游
刃有余，又如一场冒险之旅妙趣横生。
7、太好看了。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医生既能在神经学取得学术成就，同时还能通中外历史文学音乐，
这才是真正的通识人才。是我的榜样
8、真真假假，但信息量足够大，还能吸引人的一本书
9、不过，那些医学术语真的费脑。
10、废话太多 术语翻译得让人吐槽不能 不过难得有个学术的人装个学术的逼 啥时候教秘也能出一本
呢 真让人期待呀
11、选题非常有意思，故事很好玩，但做起病理分析来每篇面目都是这么地相似⋯⋯或许做医生就是
这个感觉？封面挺漂亮但是内页的装帧实在不能忍，就不能换个字体吗⋯⋯
12、略翻，还不错。回头买来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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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精彩书评

1、刊载于11月11日《音乐周报》疾病与音乐的关系，可以说既普遍客观存在，又往往容易忽视。一般
的音乐课程里，最多也是将舞台表演和生理调节或预防受伤联系在一起，其余则语焉不详。然而，脑
神经科专家黄震遐认为，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对作曲家的创作影响极大，而身体每一个部位的效用又会
影响到演奏家的发挥。有时纵然是微观的细胞组织，也可以主宰着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性格乃至命
运，是音乐世界里的“幕后军师“。既然是脑科专家，黄医师自然三句不离本行。他从一个奇特的小
问题开刀：左利手（即左撇子）对于乐器演奏有无影响？就大脑皮层的布局分析，无论是否左利手，
右脑始终是音乐的指挥中心。历史上的确有左利手钢琴家使用反向构造的钢琴，他们使用时错误率较
低，然而若无此条件，磨合使用传统钢琴好几年后，他们同样也能很好适应 。左、右利手的主要区别
在于：前者的右脑使用多占主导地位，而音乐艺术、建筑设计等不太需要语言表达的职业，恰恰是右
脑的擅长领地。据脑部扫描发现，与听巴赫相比，人们听马勒等更不安的音乐时，右脑的下顶叶和边
缘旁系统区都要活跃，因为右脑与人们情感波动的幅度存在更密切的关联。所以，不仅歧视左利手乐
手毫无依据，他们可能还多一些音乐理解上的优势呢！他继而谈到了贝多芬、斯美塔那等人为何失聪
后还能写出美妙的音乐来。原来，人聋了之后，虽听不到外界声音，却没有失去听声音的经验，多方
面因素仍可以支持大脑负责感觉及想象音乐的区域继续运作，出现所谓“自发性循环活动”——这种
把音乐从记忆里提取出来的过程，主要由右脑完成，只有歌词时动用左脑。在一项有趣的调查中，一
百多名音乐家无一不能凭空”设想“出音乐，进入自我沉浸的状态，而此时脑部扫描的结果是：额叶
与深处的丘脑及苍白球都开始了工作。换言之，只要不是妨碍正常生活的幻听，音乐家们还真离不开
这一潜能呢！左右脑都很重要，中脑也不例外。黄医师说，之所以大调和小调引起不同感受，是因为
人类生来有一个自含的、追求大调感觉的生理机制，来自长时间的文化背景熏陶与遗传，潜移默化了
中脑区域的激动奖赏系统，从而形成”大-小“调两套反应机制。厚重的全书中，对脑部医学的剖析占
了大半，还有对脸盲症的解释、爱情在脑中不同区域的映射等， 真是眼界大开：音乐本就不该被孤立
看待！说了大脑，再说手指。弓弦乐器出现之前，小指长期被轻视，比如早期的笛子孔数较少，几乎
用不到小指，而到了多孔管乐器的时代，它才渐渐赢得地位。作者大胆地揣测，人类大脑的整个神经
网络，也许会因为这么一丁点小小的改变而产生一种濡染式的进化，毕竟一般日常生活中捧碗吃饭，
缝衣织锦等双手协调动作，在复杂与精准度上远远不及演奏的要求。很多人常说，灵巧的手指与灵敏
的听觉决定了一位音乐家的降生，可按本书的观点看，它们说到底只是沙场将士，而非真正的幕后军
师。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表面上，关节高度松弛有利于乐手的灵活发挥，也较少有痛楚的经验，可是
太松弛同样很麻烦；以芭蕾舞演员为例，身体松弛者自然入门轻松，可几年之后人们发觉他未必一定
出色，反而容易受伤，作者名之曰“身体结构的利弊互有”。他说，拥有惊人大手的拉赫玛尼诺夫在
小手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面前依然甘拜下风。有一次，一位女士问霍夫曼，你的手这么小，为什么还
能弹得这么好？据说霍夫曼的回答是：“夫人，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用手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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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

章节试读

1、《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214页

        在演进的初期，人类的寿命很短，营养也不好，睡眠窒息症因而不会多出现。舌、咽、喉的改变
只会带来好的后果。除了一些基因异常使头颅底部过度陡峭的病人之外，只有在富裕和长寿的年代，
缺点才会暴露。
这也是我不看好人类寿命再大幅延长的一个原因。即使什么科研成果在动物身上达到效果也是一样。
天知道上帝在人类进化的床单下面掖了什么。

2、《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255页

        时至今日，八成精神病患者认为自己受到歧视，传媒也经常夸大渲染精神病人犯罪的危险性，尽
管事实上精神病人造成的严重伤人案，比精神正常人所犯的远为稀少，最多只占罪案中5%而已。
百度之，我国精神病患者占人群比例约为1.3%。

3、《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263页

        虽然这样，著名的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写很多脑神经疾病故事的奥利弗·萨克斯医生，和一八
八五年英国首相塞西尔都是患者。
萨克斯有面貌失认症？！
维基结果：
Throughout his life, Sacks has suffered from a condition known as prosopagnosia or face blindness.[54] In a
December 2010 interview Sacks discussed how he had also lost his stereoscopic vision the previous year due to a
malignant tumor in his right eye. He now has no vision in his right eye.[55] His loss of stereo vision was recounted
in his book The Mind's Eye, published in October 2010.[56] Sacks discussed his struggles with prosopagnosia in an
interview with Lesley Stahl on 18 March 2012 episode of 60 Minutes.

料想既然有《单脚站立》，萨克斯不可能写一本关于面容失认症的书。可惜The Mind's Eye没有中文版
。

4、《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245页

        因此，自私者和仁爱者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和冲突，自私者需要仁爱者为他开山辟土，让他可以纳
福，但又害怕仁爱者会阻止他谋私图利。在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仁爱者的个别牺牲可以减少，自私
者和仁爱者的冲突可以文明解决。在一个自私者当权的社会，冲突和不稳定必成常态。
似是而非的论断。法律健全的社会和自私者当权的社会是对立关系吗？所谓法治健全，不就是最大限
度去抵消当权者个人局限的制度优势吗？

5、《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196页

        患有威廉氏综合郑的儿童超级友善，高度合群，热爱聆听音乐及表演音乐。相反地，自闭症儿童
对旁人冷漠，不合群，对音乐也不感兴趣。
似乎很多文章也说，音乐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学习有辅助作用。本书314页也说
音乐也可以改善自闭症患者感情认知，增进他们和别人的沟通。

不少报告认为音乐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的行为。日本也有项试验发现，听音乐可以使他们理解悲、欢
、怒、惧四种情绪，增加他们的社交能力。
这该如何解释？是否研究者关于“感兴趣”的标准，对于不善表达的自闭症儿童而言，实在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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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82页

        虽然欧洲的阉割不像中国的那么残忍，连男根都要割去，而只切除睾丸，但是在古代欧洲。睾丸
是男性的象征，有完整无缺的睾丸，才可以做证人。

在法庭上，男人会把右手放在睾丸上，说“我现在作证”。英文的testis既是睾丸也有证实之义。testify
（证实），和睾丸便是同根之词。所以阉伶不只是生理上，心理上也必有所失。

7、《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105页

             一八九三年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指挥完他的《第六交响曲》的首场五天后死去。这
首交响乐曲的最后乐章象征死亡将会来临，使很多人猜想他是有感而发，藉此预告自杀。
       更有流言言之凿凿地说，柴可夫斯基和一位贵族子弟有同性恋关系，情人的叔父要向沙皇举报，
柴可夫斯基的校友害怕会给旧校带来丑闻，于是逼他自杀。这种适合饭前酒后闲言碎语的故事，自然
容易流传广泛。真相却可能远为枯燥无味。事实上，圣彼得堡当时正流传霍乱，柴可夫斯基极可能只
是死于霍乱。

8、《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1页

        知道了一个单词的意思

9、《音乐奇案的医学密码》的笔记-第224页

        那位听一遍就能记得整个乐曲的宦官叫罗黑黑。对他的生平我们知悉甚少，唯有从司马光的记载
知道他原来是琵琶高手，唐太宗为了要他教宫女琵琶，竟把他阉了。历代推崇的唐太宗为人如何，经
司马光这一笔，便可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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