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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那些有着超高IQ的天才看起来却有些呆头呆脑？
为什么魔术师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判断有时还不如幼儿正确？
为什么看到别人挠痒痒，自己也会觉得痒？
其实，这一切都与大脑有关，人类的行为都由大脑控制。
　　《第一科学视野：大脑与认知（修订版）》为读者解读关于大脑与人类认知行为之间的关系，不
但能告诉你怎样能使大脑更加聪明，还能为你揭开思维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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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各有分工。
我们最明显的智力特征——语言能力及右手的灵活性由左脑主管，而对各种物体空间联系的感知。
则属于右脑的功能范畴。
40年前，科学界一致认为，除了语言能力以外，使用右手(肢)的习惯和特化出半边大脑去处理物体空
间关系的能力也是人类独有的，其他动物完全没有脑半球特化的现象。
    这些理念与人类具有特殊进化地位的观点非常吻合。
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都认为，人类使用右手的习惯形成于约250万年前，是祖先们在学习制造和使用
工具的过程中进化出来的。
使用右手的习惯也被认为是语言的基础：随着进化的逐步升级，左脑可能会在人类的各种日常手工技
巧中，加入一些简单的肢体语言，而后慢慢转变为口头语言；也可能是由于左脑控制肢体动作的能力
慢慢扩展到我们的“语音设备”——声带上。
不管是哪种情况，语言都是从手工制作工具的能力进化出来的。
科学家认为，左脑特化出管理右手使用习惯的功能后，右脑也进化成物体空间关系的处理中心。
    但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其他动物大脑的左右半球在功能上也有差别。
尽管如此，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仍是“人类与众不同”。
很多科学家认为，在非人类动物上发现的大脑半球特化现象，与人类大脑的特化并不是一回事；人类
大脑半球的特化是在人类出现后才开始的。
    我们提出的一个全然不同的假说，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生物学家的支持。
我们推测，早在5亿年前脊椎动物刚出现在地球上时，大脑两个半球的特化就已初具雏形。
大脑半球较新的特化功能都是经过达尔文式的“后代渐变”过程，从原始特化功能进化而成的(达尔文
的“后代渐变”过程是指。
与古老性状相关的能力经过改变和重新组合发展出了其他的新性状)。
我们的假说提出，脊椎动物的左脑最初的特化功能，是操控正常和熟悉情况下的成熟行为模式，而主
要负责情绪激发的右脑，最初的功能是检测环境中的意外刺激。
并作出相应反应。
    早期脊椎动物中，当某个大脑半球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两个大脑半球的分工
可能就开始了。
我们推测，右脑最初主要在危急情况下发挥作用，这需要动物作出快速反应，比如侦测周围环境中的
猎食者。
而在非危急情况下，主控权将由左脑接管。
换句话说，左脑进化成为自发行为的控制中心，即对行为“自上而下”的控制(我们要强调的是，自发
行为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很多自发行为都是后天学会的)，而右脑则是环境诱发行为的控制中心
，也即“自下而上”的控制。
其他特化程度更高的功能，比如语言、工具制作、空间定位及面孔识别，都是从这两种控制能力进化
而成的。
大脑左半球    大多数支持我们假说的证据，都不是来自于对大脑的直接观察，而是在观察某一侧身体
所“偏好”的行为后发现的。
在脊椎动物神经系统中。
躯体与大脑间的连接是交叉的——一般说来，从左侧躯体传入或发出的神经，几乎都与右侧脑半球相
连，反之亦然。
    支持我们假说前半部分(即脊椎动物大脑的左半球专门负责控制日常、自发的行为)的证据，最近越
来越多。
很多脊椎动物的日常行为都有右侧偏向性，其中就包括捕食。
鱼类、爬行动物和蟾蜍在右眼和左脑的指导下，更倾向于捕食位于它们右侧的猎物。
鸡、鸽子、鹌鹑、长脚鹬等很多禽类，都更喜欢以右眼所见去指导捕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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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向性捕食行为甚至导致动物生理结构出现侧偏——新西兰歪嘴珩的喙部明显右偏，这些鸟类在
河里的小石子下面寻找食物时，右眼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哺乳动物中，具有侧偏性捕食行为的最典型动物要数驼背鲸。
目前在美国阿拉斯加渔业科学中心(Alaska：Fisheries S(21’e11ce Center)工作的菲利浦·J·克拉普汉
姆(PhilliD J．Clapham)和同事发现，75头驼背鲸中，有60头的双颚只有右颚有磨损迹象，另外15头只有
左颚出现磨损。
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驼背鲸捕食时只喜欢用某一侧的颚，而就目前的数据来看，“右颚鲸”明显占
多数。
    简单来说，所有五类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两栖类、禽类和哺乳类，在日常捕食过程中都有
右侧偏向性，这种偏向很可能是祖先留下来的。
    “右撇子”的起源    这些证据如何解释人类特有的“右撇子”现象呢？
禽类和鲸的右侧偏向性似乎与此相关，但还不足以证明这就是人类“右撇子”的雏形。
最近，10多项研究显示，人类的近亲——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惯用“右手”，这说明人类使用右手的习
惯是从更早的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
    很多猿类研究都是美国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YerkesNatiOnal P rimate Resea rchCenter)的威
廉-D·霍普金斯(william D．Hop kins)和同事完成的。
他们观察研究对象右手偏好性的试验主要有两个：一是双手协调性试验，另一个是在非直立状况下抓
取高处食物的试验。
研究人员把蜂蜜(猿类特别喜爱的食物)放入一小截塑料管子里，然后再交给猿类动物。
要吃到蜂蜜，它们就要用一只手拿起管子。
再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把蜂蜜掏出来。
结果发现，用左手拿管子，右手掏蜂蜜的猿类动物两倍于反过来操作的猿类。
同样，在抓取高处食物的试验中，它们也倾向于用右手执行任务。
    上述发现告诉我们，早期灵长类动物为了获取食物，逐渐进化出各种越来越复杂的技巧，同时“双
手”的偏向性也越来越强。
我们推测，如果要进行复杂操作，灵长类动物就必须尽可能地把大脑控制信号直接传到更灵活的那只
“手”。
由于左半球负责日常行为，它还通过神经与躯体右侧相连，因此这使得“右手”使用率越来越高，最
终导致非人灵长类更多地用右手来进行复杂的日常操作。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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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45年创刊的《科学美国人》杂志是全球科普媒体第一品牌。
创刊165年来，读者遍及全球，在2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18种语言同步传播。
迄今为止，已有14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科学美国人》撰稿，传播科学的理念与思想精华。
《环球科学》是获《科学美国人》独家授权的中文版杂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人类、自然
、间、医学、电子等科学领域，见证了科学、技术、商贸等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
《第一科学视野》丛书精选了《环球科学》杂志近年来的精华内容，并进行重新整理、编排，是社会
各界深入了解科技最新发展与前沿动态的绝佳指南。
刘芳等编著的《大脑与认知(修订版)》是其中的分册，为读者解读关于大脑与人类认知行为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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