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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内容概要

《神秘现象不神秘: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吗？美国军方到底有没有抓住过外星
人？中小学教科书中存在哪些弥天大谎？食物真的会相克吗？世上真的有“点穴”功夫吗？你的血型
决定了你的性格？美国“阿波罗登月”是不是骗局？⋯⋯当心！谣言、伪科学、假新闻、假学说就在
我们身边！不懂科学你会吃大亏！提高科学素养，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就不容易被“神
秘现象”迷惑。科普作家方舟子为你破解“世界之谜”，剖析各种“神秘现象”的来龙去脉，减少你
上当受骗的机会。书中对一些神秘现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一层一层拨开神秘的外纱，露出事情
本来面目，还原事实真相。每篇文章读起来有如看福尔摩斯探案，引人入胜。《神秘现象不神秘:方舟
子破解世界之谜》的出版将对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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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作者简介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我国著名科普作家。1967年9月生于福建云霄县。1985年毕业于云霄一中，考入
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
    1995 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
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分子遗传学博士后研究。

    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者之一。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媒体曝光率最高的科学人物之一。

    著作等身，著有《爱因斯坦信上帝吗？》、《神秘现象不神秘》、《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等21
部著作。

    主持翻译了《HOW&WHY》美国经典少儿百科知识全书，并亲自翻译其中的《神奇的动物世界》
等四本。

    方舟子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被媒体称为“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
”。方舟子曾说：“学术必须诚实，新闻必须真实，网络必须踏实。它们都应该与虚假无缘。如果有
人不遵守游戏规则，不管地位多高，名气多大，我们都要揭露他。”为了让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方
舟子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打假和为人们普及科学知识，他的行为赢得了社会舆论广泛赞同，他在新浪
网的博客点击量高达6000万，他的新浪微博粉丝超过2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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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书籍目录

【迷信与误区】  食物会相克吗？  别人的食物是你的毒药  人能够长时间“辟谷”吗？  世上有没有“
胎息”？  真的会有蛊毒吗？  世上真的有“点穴”功夫吗？  “智商”的误区  血型能影响人的性格吗
？  为什么说星相是迷信？  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  预测假象和骗局【破解世界之谜】  金字塔的神话
和鬼话  “百慕大魔鬼三角”揭秘  水晶头骨能揭示人类的秘密吗？  谁制作了麦田怪圈？  “飞碟”事
件追踪  美军有没有捉住过外星人？  迷雾笼罩的51号地区  消失不了的“费城实验”  都灵裹尸布疑案  
真的有“湖怪”吗？  神农架有“野人”吗？  “人体自燃”是真是假？  植物真的有感情吗？  破解“
惊世大预言”  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吗？  “神秘现象”有多神秘？【进化与神创】  达尔文的眼睛  海克
尔的胚胎  凯特威尔的蛾子  始祖鸟案件  澄江动物群挑战进化论了吗？  神创论能否是科学  智能设计论
：一具行走的僵尸  怎么看待对进化论的质疑？  奇怪的化石奇怪吗？【谣言与闹剧】  “阿波罗登月”
是否是骗局  再说“阿波罗登月”是否是骗局  灾难过后是谣言  太空上“看”长城  中国也有“教科书
问题”  记忆岂能移植？  奇怪的化石奇怪吗？  永动机：空想与诈骗  “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又来了  “
耳朵认字”又来了  从据说河南出现拍照“隐身人”说起  “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总论】  科学时代
的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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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章节摘录

　　近日网上流传着张贴在一所大学食堂的&ldquo;食物相克&rdquo;告示牌。告示称以下食物在两个
小时内不能同时食用，否则会发生中毒乃至有生命危险：螃蟹与柿子、泥鳅、茄子、香瓜或生花生。
并提供吃黄泥水、藕节或柑橘皮等解毒秘方。不知为何只列出螃蟹与其他食物的&ldquo;相克&rdquo;
，让人怀疑这个食堂是不是对螃蟹有特殊感情，怕大家多吃螃蟹。　　这只是广为流传的&ldquo;食物
相克&rdquo;名单中的一小部分。虽然现在有中医否认&ldquo;食物相克&rdquo;与中医有关，但在中医
典籍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本草纲目》有一节《饮食禁忌》，列举了180对不能同时食用的食
物，其中有些一见可知过于荒谬，已无人相信，例如&ldquo;猪肉忌牛肉&rdquo;。但有的至今广为流
传，例如&ldquo;螃蟹忌柿子&rdquo;、&ldquo;生葱忌蜜&rdquo;。在我指出&ldquo;食物相克&rdquo;没
有科学依据，只是一种迷信后，就有人声称听说有人吃了螃蟹和柿子、葱和蜂蜜后中毒甚至死亡的，
并挑战我说敢试一试吗。　　我当然敢试。事实上早就有人试过。1935年，南京民间传说香蕉和芋艿
混吃导致食物相克而中毒。这引起了生物化学家郑集的兴趣，他搜集了184对&ldquo;相克&rdquo;的食
物，从中选出14对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遇到的组合，用老鼠、狗和猴子做实验。他本人和一名同事
也试验了其中的7种组合。在食用24小时内观察实验动物和人的表情、行为、体温及粪便颜色与次数等
，都很正常，没有中毒的迹象。在郑集试验的&ldquo;相克&rdquo;食物中，就包括螃蟹与柿子、大葱
与蜂蜜。郑集碰巧是我国最长寿的科学家之一，活了110岁。　　近来中国营养学会分别与兰州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做了更严格一些的&ldquo;食物相克&rdquo;实验。兰州大学的实
验选了5组传说会相克的食物组合，由100名健康志愿者食用，连续吃了一周，没有发现哪一组食物会
引起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实验则另外选了12组食物组合，有30名志愿者连续吃3天，也未发现异常
，只是有志愿者认为个别组合食物搭配不合理，导致口味不适合。　　虽然没有对所有传说中
的&ldquo;食物相克&rdquo;全都实验一遍，但是既然挑选出来的31组常见组合无一组存在相克现象，
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剩下的不常见组合反而会相克。有人说，虽然当时吃了没事，会不会对身体造成
慢性的中毒？中医典籍和民间传说的&ldquo;食物相克&rdquo;向来指的是吃了以后马上会出现的急性
中毒甚至死人，而不是指慢性中毒。古人通过经验可以发现急性中毒，不可能发现慢性中毒。食物对
身体造成的慢性损害要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或流行病学调查才能发现，古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没
有理由相信&ldquo;食物相克&rdquo;会导致慢性中毒。也有人说，&ldquo;食物相克&rdquo;是指不同食
物混在一起吃有可能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与传统说的&ldquo;食物相
克&rdquo;不是一回事，古人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认识，吃某种食物导致营养不良是不可能通过经验发
现的。　　但是有人仍然对&ldquo;食物相克&rdquo;深信不疑，认为不同的食物中的成分是可能起化
学反应的。食物成分是否能起化学反应，是必须具体指出并有实验支撑的，不能想当然地泛泛而谈。
有人认为&ldquo;螃蟹与柿子相克&rdquo;的原因是&ldquo;螃蟹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柿子的鞣酸
相结合容易沉淀，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因鞣酸具有收敛作用，所以，还能抑制消化液的分泌，致
使凝固物质滞留在肠道内发酵，使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现象&rdquo;（一家报纸的介
绍）。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那么柿子不仅与螃蟹相克，还与其他高蛋白食品（例如肉、蛋、牛
奶）相克，甚至任何含蛋白的食品都可能与之相克，那样的话，柿子就几乎与所有食品都可能相克了
，吃柿子时不能再吃别的东西了。更何况，&ldquo;螃蟹与柿子相克&rdquo;的说法已被实验否定，没
有必要为其找借口了。　　&hellip;&hellip;

Page 5



《神秘现象不神秘》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抽丝剥茧地揭示出许多广为流传的&ldquo;神秘现象&rdquo;或似是而非的
说法背后的真相，读来趣味盎然而又发人深省。书中涉及的有些问题也许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但作
者所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信服。我喜欢这本书。相信它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并为弘扬科学精
神作出贡献。　  &mdash;&mdash;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景中）　  方舟子这本书不仅提到
了很多神秘现象，而且从科学精神、从科学方法上给予破解、给予分析，这是这本书最大的好处。　 
&mdash;&mdash;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我希望各位买了这本书不仅自己看，也要给孩子看，
因为这本书肯定对你的孩子的学习或者说提高科学素质、科学素养有所帮助。　  &mdash;&mdash;中
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　  这本书非常适合青少年，也适合包括像我这样的中老年同志阅读
，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基本上都涵盖了。这本书把现代生活当中的伪科学的种种表现、装神弄鬼的人的
种种把戏、诈骗人家钱财的那些人的各种拙劣的诡计，北京土话叫&ldquo;兜了个底掉&rdquo;。　 
&mdash;&mdash;著名民间反伪斗士（司马南）　  不仅仅想成为科学家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我觉得想
成为文学家、想成为记者的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样的话你至少知道科学是这么回事，那怪力乱神不是
科学，不要把科学看成妖魔一样，不要站在天然的反科学的立场。　  &mdash;&mdash;清华大学教授
（赵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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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编辑推荐

　　当心！谣言、伪科学、假新闻、假学说就在我们身边！不懂科学你会吃大亏！科普作家方舟子再
次以科学为投枪和匕首，刺向一张张&ldquo;画皮&rdquo;，揭开各种&ldquo;神秘现象&rdquo;的幕后真
相。　　思想的毒害比假冒伪劣产品的毒害后果更严重，在缺乏常识的今天，本书的积极作用更加突
显。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景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
谊、著名民间反伪斗士司马南、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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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精彩短评

1、方舟子老师文理兼修，既有科学功底也有文采，这本书写的真的非常好，解答了很多世界上的谜
题，非常值得一看。
2、一直不太喜欢方舟子，不过不妨碍研究一下他的书
3、其实一颗星都不想给，一本复制黏贴的书都敢出版。实在是太恶心了！！
4、黑转粉
5、虽然因为喜欢韩寒，而不喜欢方舟子这个人，但是这本书是值得读的。
6、比较有趣的一本书，增长点常识。
7、方舟子的书，很好！
8、方舟子这个人是恶心了点 但是这本书是值得看的
9、印象较深是百慕达，埃及金字塔，麦田怪圈，尼斯湖怪，后边达尔文进化论讲了好多篇，在他的
另一本书上也提到不少关于进化论。－－2013.08.12
10、支持方舟子.
11、科普读物，长见识了。//方舟子也有那样的一段岁月，虽然没有那么知名，却感觉更踏实快乐，
也可以看出较真与骄傲。//不管如何，有人来质疑，多一种声音，总是好的。
12、和方舟子有关的事情在哪里都可以引起争论。但此书成书于1992年，已经是难得的精品。早二十
年看到这么理性的书多好。每个人依然有选择相信百慕大的自由。
13、会搜集材料，会写论文，笃信“维基”的方是民。
14、在看这本书之前，还一直纠结于金字塔，百慕大，水晶头骨等所谓的世界未解之谜，现在终于清
晰了，有时候我们看不破这些所谓的神秘现象时，不妨冷静下来思考，它真的存在吗，如果不存在，
我们之前所有的纠结，也许都是“庸人自扰”（姑且让我这么说吧！）
   方舟子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把握令我折服，的确，对于生活中很多现象，也许我们不能真正
的去解释他，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利用科学的标准来判断其现有解释的正确性，这才是本书作用最大的
地方。伪科学，歪理论有无数的表现形式，将其逐个拆穿显然不太可能，但是方舟子教给我们了判断
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样吧，这也是如今中国科普多少欠缺的地方，为此，
我力挺此书。
15、小时候未解之谜看的太多，有影响，该看看这。为小孩炮制捏造未解之谜书形同电脑游戏过度不
利成长。如自燃解我大惑。
16、“告诉事实真相是没用的，因为对那些产生这类幻觉的人来说毫无效果。只能让他们跟信仰地球
是平的人和认为理论比事实更可爱的其他类似的人待在一起。”
17、大人小孩都值得一读的。很好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方舟子呢，我觉得很不错呀
18、不值得一看，毫无想象力，自以为明白一切，这样的人其实最愚蠢
19、小时候常看各种世界之谜的书籍，自从接触新语丝和方舟子，知道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科学来
解释和预测，我已经买了他写的几本书，现在再买这一本，并且替我的妹妹也买了一本，支持方舟子
就是支持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普及！支持赛先生！
20、方舟子虽然人很讨厌，但写科普还是很认真严谨的（假打的除外）
21、方舟子的作品基本买齐了，本本都是经典。
在当今中国，敢说真话的人不多，方舟子是敢言者的典范。就像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铁屋子的建造者
封闭门窗，让里面的人缺氧，无法思考，只剩下一口气残喘苟活。方舟子跳起来高呼，要打破这黑暗
，引新鲜自由的空气给大家呼吸。但里面的人早已习惯昏昏噩噩的舒适，非但不要新鲜空气，反而要
掐死高呼者。
哎。。。。。。。。。。。。。。。。。。。。。。。唯有叹息。。。。。。。。。
22、非常好，读了可以提高科学思维，破除迷信
23、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世界未解之谜...这本书至少解了一部分
24、不太喜欢作者，但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虽然仍有不少疑问，多一星给苦劳
25、方舟子的好书，值得收藏和阅读
26、支持方舟子把打假进行到底
27、逻辑挺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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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现象不神秘》

28、方舟子求真的精神是中国人现在急缺的
29、神秘现象不神秘——方舟子，我读了，了解到很多知识，非常有趣！
30、一直喜欢方舟子的书,值得购买
31、以前买过方舟子的两本书，《大象为什么不长毛》、《批评中医》很喜欢，现在这本也很好。方
舟子逻辑是最严谨的，有时还不乏一些小幽默，《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大意：排出的气体有些闻起来
甚至有点香。我看到这扑哧一笑，这博士也文艺啊。读他的书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
逻辑。
好了，下次再买方先生的书，评语再写。
32、关于科学的好书
33、哈哈，试试你就知道和我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有没有科学精神，肯不肯认错，是不是人渣
34、通读。方舟子先生的文章一般来说都是很严谨的，包括其博客文章也是，不像某些书籍喜欢东拼
西凑，值得一读。对于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方舟子有点绝对科学主义，但愿他能放松一点，鉴于
目前的人类认知，对于传统的文化、宗教等非自然科学领域保持一点神秘未必不是幸事。
35、深入浅出，喜欢方舟子的作品。
36、肘子科普，应该看看
37、入门者建议看方舟子的作品，读起来容易懂。
38、方舟子的文字严谨、简洁，寓教于乐，是难得的科普书
39、百慕大三角之谜是怎么回事？神农架真有野人吗？世界上的诸多神秘现象如何解释？答曰：你如
果过了二十岁还相信这些神秘现象，你要么智力有问题，要么人品有问题，或者兼而有之。
40、科学
41、方舟子的文字真是干净，喜欢
42、方舟子的书都不错。我一次性购买了多套。
43、方舟子，中国科普书作家第一人。
44、就冲着方舟子，就值得去信赖。可惜的是，中国太少方舟子式的人物了。
45、没想到方舟子还是科普作者，还真让人诧异，不过书的内容浅显易懂，读起来很有趣。
46、这本书内容确实很棒!方舟子这个人也不同于其他人,攒!快递很快.服务很好!谢谢
47、用事实和靠谱的科学知识揭开所谓的“神秘”的面纱。
48、大多数文章已经在方舟子的博客看过，还是买下来支持一下。
49、前半本读得很有味道，后半本感觉对谈论的话题兴趣不大
50、他把自己当成了神，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己什么都能解释，如此狂妄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世界上目前有很多神秘现象现有的科学理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而方舟子却不顾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
，对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一概加以否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自诩为科学斗
士的方舟子，自己的科学素养却如此之差，他出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各位家长千万别买他的书给自
己的孩子看
51、没翻完，翻翻即可
52、去伪存真，国内最好的科普书
53、其实大部分文章之前都在方舟子的专栏和博客上读过，但还是想买，除了想看还未读过那一小部
分之外，还因为想把它送给家人，免得他们被一些装神弄鬼的骗子糊弄。
在中国，有耐心解开骗局的人实在不多，即使这些骗局在海外早已破产。
54、本人比较喜欢科普作品,尤其是关于神秘现象的书,看的很投入,这本身改变了我对一些神秘现象的
认识,感觉以前很多书上说的都有问题,不知道该不该信.
55、糊涂蛋永远不少，明白人也一直都有。
56、有自己的见解
57、在伪科学、神秘主义泛滥的当下，这本书无疑是本给孩子预防、消毒的好书，作者的逻辑性、科
学功底挺好，已经买了多本给家里的孩子们。
58、不错的打假之作，纠正了对很多错误的伪科学的认识，一本好书，值得推荐～
59、写的不错啊，为何大家现在那么多人质疑方舟子呢？至少这本书告诉我一些原来不知或不确定的
现象。最后的总结也是一种科普的方法，也有增进理解与思考的益处。
60、现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方舟子会是影响现代中国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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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61、相信神秘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缺乏基本科学素养!星座，血型什么的从来都不相信这些现代迷信
的东西！
62、小时候的谜团都被一一揭开了，比如麦田圈、百幕大魔鬼三角等等当年有强烈好奇心的事物。
这本书不只是小朋友或者中学生愿意看，连我这种大人看了都是非常赞叹方舟子的逻辑的严密，精彩
的分析能力。方先生的书称得上本本精彩。
63、书很好，破除了很多以前的迷信。很多迷信，经过方舟子的一解答，答案很明显！
64、此科普书适合大众，文笔流畅，文字、编辑质量高。
高一的女儿原先只喜欢看流行的小说，不喜欢方舟子的书，但此书她也很喜欢看。
65、方舟子是当代中国的脊梁，值得每一个人去学习。
66、方舟子的书是一如既往的好，知道了很多真相。令人欣慰的是，5岁的儿子都喜欢方舟子的科普。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67、方舟子作品质量有保证。老少咸宜。可以慢慢看。
68、方舟子的东西写得扎实，这套科学思想值得学习。
69、有理有据
70、很方舟子学科普我放心
71、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很多神秘现象感兴趣。似乎大部分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今天的科普书
架上，仍然充斥着大量这些“神秘事件”的书籍。事实上，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越来越不会对这些
神秘事件再抱以什么热情。大自然是美丽而神秘的，但与这些“神秘事件”是格格不入的。本书以丰
富翔实的资料，严密的逻辑，解答了广为流传的一个个神秘事件的真相，是培养科学思维、增长知识
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72、挺有趣的，还是得有些科学素养才行啊，，，
73、科学精神，科学思维
74、喜欢方舟子，因为她比较真实。
75、神秘世界不神秘，科学扫除愚昧！很好的书，老少咸宜。希望当当多卖方舟子的书。
76、科学最系统，最有逻辑，可信度最高的对世界的认识方法
为什么世界存在亘定不变的科学规律而不会变化或具有不确定性呢
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要具有科学精神
77、儿子说早点看方舟子的书就好了，不用白害怕那么久。（儿子今年三年级）
78、读中学时我曾迷上了一本名叫《奥秘》的杂志，现在回过头一看，杂志内容大多是一些子不语的
怪力乱神。转眼，小虫也到了这个年纪，此书作消毒用。为什么这么讲？如果去书店，可以看到许多
打着“神秘现象”、“未解之谜”名号的伪科普书。
79、训练批判性思维的绝佳科普书。
80、第一次买方老师的书，方舟子作为生物学的博士，对科学严谨的态度令我敬佩。
81、科普大作，反击伪科学利器，提高国人科学素养的好东东
82、很喜欢这本书，解决了三十年前上初中时的一些疑惑！连女儿都说：“为什么不早买这本书呢？
不然2012电影都骗不了我了！”支持方舟子，加油！
83、方舟子的学术水平还是挺不错的，比较满意。比较适合中国人看，中国人被听到的谣言太多了，
应该看看这些，增长点知识。
84、给我后悔的。。。。看过
85、非常好的书，基本把我所有的错误观念全部扭转了。方舟子用着非常严谨的科学手段和语言，戳
穿了一个个美丽的谎言泡面。
86、读此书感觉方舟子在破解伪科学上的论述很靠谱的。越是惊人的发现越需要详实的论据。这本书
对于树立科学发展的世界观是有帮助的。
87、如果写的事情属实的话真的强烈推荐，相信度过的九零后一定都感到恍然大悟。
88、选的题材都挺经典的，估计大多数人小时候都被忽悠过。。
89、方舟子在有些方面还是很不错的人
90、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小时候的各种“世界之谜”丛书也是近乎绝迹。仅从科普作家的职业来讲，
能做到凡引文有出处，这里的方舟子还是有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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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好书，方舟子，顶你。
92、20160924 读完部分文章
93、方舟子的确很犀利，戳穿了很多著名的神秘事件。原来尼斯湖怪兽、我国白头山天池怪兽、喀纳
斯湖怪兽都靠不住。
94、那些让你觉得神秘的、神奇的或不可思议的事物，都是因为自己缺乏能帮助理解它们的相关知识
所造成的。看科普书，相信科学，能帮助你解开许多迷惑。书刚到就一口气读完了，受益良多。这是
一本真正的科普书，很值得读一读。
95、12年了还能把网络上可随意搜集到的东西编成书来卖，未免不够厚道，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
样的科普书是必要的
96、虽然本人比较讨厌方舟子  但本书确实还不错啊 增长知识
97、来看看方舟子的
98、很好的一本书，能了解很多的骗局，在国外早就被干掉的伪科学在国内往往很流行，实在是值得
深思。不过最后的几个章节带了一些感情色彩不严谨了。
99、本书值得一看，舟子还是挺有水平的
100、此书唯一的不足就是让本来就过于现实的世界少了一份神秘色彩
101、东西还不错，里面的内容挺感兴趣，看看方舟子这家伙到底是啥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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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分为四部分和一个总论：迷信与误区；破解世界之谜；进化与神创；谣言与闹剧。每一部分我
都挑个别文章细读，其余只是随手翻翻。着实是回答了一些从小至今留在我脑海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
问题，也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是怎样被应试教育所蚕食，以至慢慢丧失了好奇心、想象力和科
学精神。迷信与误区里的几篇文章挺有意思。文章一，方舟子大破食物相克的说法。文章逻辑就是先
提出“食物相克说”广为流传，然后用几个亲身试验者的结论驳倒。结论倒是简单，食物成分是否能
起化学反应，是必须具体指出并有实验支撑，而不能想当然地泛泛而谈。而“食物相克”只是中国才
有的说法，外国人可没有这方面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文
章二是“别人的食物是你的毒药”，意思可并不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而是指出一些吞食“玻璃
”、“头发”等奇人异士大多是心理有疾，并无特异功能。你觉得不可思异么？那请你记住，你自己
无法解释的，不等于别人也无法解释，更不等于科学就无法解释。无论一个人的行为多么怪异、神奇
，其中或许都有着普通不过的简单的科学道理而已。文章三是“辟谷”。“辟谷”一词我是最早从豆
瓣减肥组里听来的，意思就是不吃饭不但能瘦，而且能排出体内积累多年的毒素，乃一举两得之利。
方舟子这文章里一上来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的比喻，接着就是一些生物学的
分析，人体的能量是如何供给的，如果消耗的。虽然我也经常把“减肥”挂在嘴边，视瘦身为终生事
业。但是果真要做到“颗粒不进”，这不但违反人之本能需求，更是把自己的身体当试验田，何必呢
？因“辟谷”惹来疾病，实在是下下策啊。这不用方舟子科普，只要有点常识的正常人都不会相信“
不食而活”的谣说吧。文章四是“蛊毒”。电视里看过，但什么是蛊还真没接触过。方舟子介绍说，
制蛊是把大到蛇小到虱子大大小小一百种虫子放在器皿中养，让它们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一种活的，
就是蛊。把蛊放入食物，致人死。看起来挺可怕的。但这活存下来的毒物，是否果真为百毒之王还真
经不起推敲，说不定毒物自身也被吞下肚子的虫子毒死呢。古代的传说荒诞不经。接下来是破解血型
、星相与风水的迷信。看书之前的少年时光里，星相于我还是信甚于疑，我还为自身是不受欢迎的某
某座而懊恼过。但当时与老师闲谈时的一句话点醒了我，老师说，地球上一天出生这么多人，性格各
异，但都属于同一个星座，你觉得这可信吗？一言惊醒梦中人，以前的我从没有从反面的角度去考虑
星相是否可靠，只是觉得新浪频道里的星座说得可真准啊，比搜狐的详细啊。时日渐增，虽则不懂天
文学，但我觉得单纯按照出生日期划分星座与性格，纯粹是心理暗示啊。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哪有
这么简单的规律？而血型，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星相学是西方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而血型学是日本通
俗文化的一部分。血型我开始觉得还是有点靠谱，因为血型可能意味着血型在身体的运行方式，不一
样的血型或者真的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方舟子在文章里告诉我的却是，血型是根据血液中红
细胞表面上抗原来划分的。而O型血人确实偏多，但解释可能只是因为O型血有某种生存优势，是自
然选择的结果，O型人的血液中同时存在抗A抗原和抗B抗原。好吧，从文章中得到的暂时是血型与性
格、血型与疾病并没显著的相关性。破解世界之谜部分里让我饶有兴趣的是金字塔一文。“金字塔神
秘学说”里包含的数字奥秘现象非常有意思，而且近年来在网络上大有风行之势。经常有人在群里发
哪天哪天加起来刚好是哪天，对于这个所谓数字奥秘，方舟子说，自然界有许多数据可用，再随意地
加上各种各样的倍数，你一定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信的话，把你家的长、宽、高、对角线
、地板砖数目等等都量一量、数一数，然后再拿一本物理常数手册研究，一定能也发现你家充满了神
奇的数字。确实如此，如此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看不出来，却在网络那头感慨“冥冥中自有安排”
。总论是“科学时代的伪科学”，方舟子先认为没有办法给“科学”下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并不等
于科学就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东西。而我们也没必要纠缠怎样给科学下一个恰当的定义。
我们更关心的是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界对判断什么是科学，是有公认标准的，被广大科学
工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而科学，就是逻辑加实证。逻辑上经得起推敲，实证上耐得证检验
才是科学现象。到于科学精神，就是探索+怀疑+实证+理性，也就是寻根问底+合理怀疑+确凿证据+
严密逻辑。而休谟公理和奥卡姆剃刀告诉我们的是在没有足够证据时，应如何做出选择。最初的选择
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必须靠证据才能证明。那取证的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打破伪科学，
得坚持：传闻不是证据；逸事不是证据；巧合不是证据；眼见未必为实；权威的话不是证据（一个科
学理论是否成立，只看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而不是某位科学家的说法）。最后是思维的误区。人并非
天生是理性的动物，很难时刻保持严密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对于读者需要记住提：使用科学术语
不等于科学理论；真理无需自吹自擂；异端并不等于正确；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相似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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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意义；不能循环论证；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非此未必即彼。夹摘夹谈地写了一堆，
明白“唯有科学和理性，才能使我们正确了解世界、人生和自己”。一方面为自身少年时期从未醒觉
的“探索精神”而懊恼；一方面认为“理性”的色彩固然如方舟子说的重要，但也认为某些事情即使
抹上一笔神秘的色彩，只要不是致祸害，其实也并不是不能容忍。告诉孩子们埃及金字塔是神人之笔
，天造之作，不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或能让孩子们的想象飞翔，或能激起他们探究真理的兴趣么？如果
任何东西都必须有个明确的truth，那么浪漫主义的想象色彩，艺术的蓬勃或许不会出现。这是本追求
理性的读者的科普读物。
2、他把自己当成了神，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己什么都能解释，如此狂妄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世界上目前有很多神秘现象现有的科学理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而方舟子却不顾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
，对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一概加以否认，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自诩为科学斗
士的方舟子，自己的科学素养却如此之差，他出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各位家长千万别买他的书给自
己的孩子看，会把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都泯灭掉的。
3、小时候的各种谜团都被一一揭开了，比如麦田圈、百幕大魔鬼三角等等当年有强烈好奇心的事物
。这本书不只是小朋友或者中学生愿意看，连我这种大人看了都是非常赞叹方舟子的逻辑的严密，精
彩的分析能力。方先生的书称得上本本精彩。
4、这本书所针对的大多是流传范围较大的一些迷信说法，其中又以伪科学居多，如果对诸如创始论
、气功、外星人、预言等迷信说法已经具备比较客观的看法，并且大致了解其产生的原因，那么可以
不看这本书。看完本书，大致归纳了以下几点看法：1、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合理归
纳、统计、试错的办法，其基本原理既不高深也不晦涩，可以反复观察求证的规律，即为客观规律，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2、“科学至今无法解释”这样的观点可谓是伪科学产生的温床，
而且大家对此还深信不疑。我认为，我们不必纠结于那些未解的现象，那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并不能
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正确的态度是应立足现有的知识水平，改进生存环境或逐步向未知延伸。3、传
统迷信（特指招魂等行为）基本已经穷途末路了（可能少数还存在教育落后地区），新时代的迷信更
多是以“伪科学”的面目出现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用高深术语和造假试验来增强
其说服力，受众群体多为对科学有所了解的知识人群，所以伪科学在城市传播的更为迅速和广泛。4
、阴谋论是伪科学的帮凶，有时人们之所以相信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其主观原因在于他们不信任政府
。这种行为模式想必中国人都不陌生，但不能一味的指责民众的愚昧，政府长期的行为才是真正诱发
的原因。5、中国反封建反迷信的路还很长，其中反封建与本书主旨无关，不多讲，但是间接影响了
反迷信的顺利进行。试想，官本位的社会里，风水成为了政府行为，反对的声音不是那么容易听到的
。6、方舟子其人我不太了解，但是他的书我倒是看了几本，我个人觉得，如果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
能像方舟子那么认真，又具备他那种科学素养的话，中国社会的前景还是充满光明的。但是现在嘛，
呵呵，你懂的。前两天袁部长不是刚准备倒行逆施吗？7、怎么看待对进化论的质疑？在中国，其实
没有多少质疑，我觉得这主要集中在与神创论的矛盾上，与西方传统宗教不相容且不能统一，主要体
现在西方国家（他们更爱较真，据理力争，哪像我们的哲学，总是可以找到中和之道，借助佛教术语
就是中观论，借助现代名词叫辩证统一，哈哈，玩笑而已）。对达尔文进化论，要历史的看待，就是
说可以不承认它就是最终极、最完美的解释，但是在目前阶段下，它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另外
推荐看看号称“达尔文斗犬”道金斯的书，比如《自私的基因》、《盲眼钟表匠》等，有助于树立看
待事物的科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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