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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重在向读者说明“媒体宣传的健康新知并非都是正确的”，并举了大量
例子进行说明。
由于作者是专门采访农业，卫生，食品，环境领域的记者，所以本书的行文有着很强的现场感，可读
性强。

　　当今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错误的健康新知，譬如“包治百病的绿豆”或“万能的大蒜”等等。
而当真相揭晓后，这些错误信息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被誉为“社会的良心”的《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的作者，由生活中所遇到的一般健康新知作为
切入点，冷静分析、深入探讨这种错误的根源所在。
在揭晓媒体报道背后的故事的同时，教给读者通俗易懂的科学方法，让读者从容鉴别健康新知的真伪
。
举一反三，不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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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永和纪，1963年出生于日本长崎，京都大学农业研究所硕士，曾在每日新闻社做过十年记者，
离职后从事自由写作。
擅长撰写农业、食品、环境等相关领域的文字。

　　自2004年4月起在食品安全网站开设专栏连载《松永和纪之丑话在前头》，著有《餐桌安全学——
揭开“食品报道”的骗局》《跃动的“食品安全”——从农业角度所见的日本餐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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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十一章   鉴别科学新闻的十大原则衷心希望大家都能与资讯、新闻报道站在对立的立场，别
再盲目地相信媒体与名嘴、名人的见解。
是的，“怀疑”正是我们面对资讯的第一道防线。
通过前十章的解说，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媒体为求“提高收视率”、“增加发行量”等私欲而造成的
科学资讯单纯化、煽情化的社会现况，以及部分学者的沽名钓誉、民间团体的不良意图、国际间的政
治博弈，扭曲了科学资讯的真实性。
而媒体则因缺乏专业知识，难以解读这些资讯背后隐含的意义，便盲目听信，避开复杂的内容，将信
息处理得简单易懂却是断章取义。
对一般大众而言，的确，科学资讯往往因一些术语而显得艰涩难懂，事件内容错综复杂。
而这些对媒体而言也是一样的。
媒体工作者的职责，原本就需通过反复的采访与求证，经过深刻的理解和深思熟虑后，再将复杂的事
件传达给大众了解。
这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显然不是件容易的差事。
然而，唯有新闻工作者用心工作，大众才可能获得最真实的科学报道。
可惜至今，我仍未见到有任何改善的征兆。
因为媒体始终无意投入心思，去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科学专业记者，也因专业知识的累积需要相当多
的工作时间与采访经验，而科学资讯的采访工作又尤其需要经常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因此，眼前的科
学资讯采访工作距离目标尚远。
自由科学作者的荷包这里就以我个人这么一个科学作家的“遭遇”为例，让大家了解一下目前媒体采
访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
先说收入。
稿费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杂志社的稿费会因为所属出版社的不同而异，一般行情是每页约1万～3万日元不等。
这是按页计酬，不管内容如何皆是同样的价码。
不论我所写的是必须四处采访、搜集最新数据的新闻，还是一则听听企业公关报告、直接照本宣科的
报道，价码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再说撰写科学新闻的成本。
一则科学报道究竟需要哪些开销呢?如果从网络下载学术论文，一般每篇是30美元。
通常在读完几份论文之后，我会感觉有些内容太过零碎，这时就会需要读几本专业书籍。
运气好时，已经有本国学者写的著作，但是每本至少要价3000日元，为了买几本好书，少说得花
费8000～10 000日元。
另外亲自登门拜访学者、企业、农户时的花费，则是另一笔支出。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些支出会由谁来负担呢?有些出版社愿意支付交通费，这就已经令我谢天谢地了。
出版社不可能支付我下载论文与购买书籍的费用，最后，认真采访的结果就是，我的稿费大多已经所
剩无几。
不仅如此，一篇经过大量采访而写成的稿子，还必须经过出版社的第一关审稿，被退稿的事情如同家
常便饭。
如果我真心想为读者提供真实而正确的资讯，要我写出“××具有危险”、“××有害健康”的报道
，实在是恕难从命。
而且，假如写出一篇对出版社而言内容含糊不清、未抓到重点的稿子，出版社的编辑部很可能将不再
向我约稿。
事实上，在外包作家这一行业里，懂得下笔写些荒谬资讯的人，永远会比胸怀抱负、目标成为杰出科
学作家的人来得更有“赚头”。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否则，大家可能因此三餐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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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回，某位学者与某位作家对谈，这位作家出版了一本内容轰动、类似“××有害健康”的新
书。
交谈中，该学者对这本书颇有微词。
据说谈话结束后，这位作家对学者说了一段话：“您之所以可以坚持正确的理论，是因为您有一份稳
定的在大学的工作。
”许多出版“某某有害健康”这类书的采访作家，都会一再地修改书中的文字，其实内容不变，却重
复出版。
读者只需要去书店翻翻他们的“著作”，便可了解我所言非虚。
辞去报社记者的工作后，我期待自己能同时兼顾正确的科学报道与生动有趣的内容，结果却事与愿违
。
自从担任自由作家以来，尽管收入不断，但扣除采访成本，稿费早已所剩不多，不，应该说已经是赤
字压顶。
不过还有另一个事实：在这么一个轻视用心撰写正确科学报道的环境下，不仅像我这类位居媒体最底
层的外包作家如此；承包电视台制作节目的公司与报社等许多单位、组织，通常也都是认真采访而拿
不到补贴、得不到赞美。
也正因如此，造假事件才会接连发生。
说穿了，大家不过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已。
专家学者的道德在科学报道的老问题依旧存在的同时，媒体外部倒是出现了些许变化。
政府与学者纷纷主动提出“媒体之言不可采信”的意见，并且跨过媒体，开始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发言
。
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的行政部门在资讯公开方面，有了显著进步，提供给记者团体的资料，当天就会
在网络上公开。
大部分的议会资讯如此，就连议会的内容与记录也都会直接公开。
由于许多国家行政部门也会将内部大量的资讯对外公开，因此经过比对，记者与大众便可了解大致的
状况，并预测未来事件发展的可能动向。
这在过去国家与地方政府较为封闭的年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科技界的变化亦然。
过去专家学者的态度一向是“不与外行人言语”、“对错误的理论熟视无睹”。
他们只求独善其身，专注个人的研究，交出论文即可，从根本上漠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
事实上，批评同行或媒体更是过去学界的一大禁忌。
然而近几年来却出现了一群敢于主动发言的学者专家，愿意身先士卒，对抗媒体偏颇的报道与主张和
视荒谬假设为既成事实的新闻，同时纷纷通过网络发布正确资讯，抑或在公开的演讲场合中主动批评
。
在第八章我曾提及有关“负离子”与“来自水的信息”，带头开炮的便是这类学者，包括日本国连大
学副校长安井至，以及山形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天羽优子。
有关化学物质方面的讹误报道，则有东京大学教授渡边正，与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化
学物质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执行长中西准子等人，以通过出版著作等方式提出批判。
对于违反科学常识的食品添加剂宣传，则由我在前文曾介绍过的千叶大学教授长村洋一、群马大学教
授高桥久仁子等人，相继在演讲会中发难。
这些学者专家都是因为无法坐视当前报道严重脱离事实的现状，而自告奋勇、主动出击的。
事实上，纠正错误科学资讯的这一行为，在全球各国已有时日。
例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科学与健康协会”拥有数百位专家学者会员，他们不时会针对食品、化学成
分、环境保护等各项话题，主动发布最新的科学资讯，以帮助消费者建立正确观念。
科学与健康协会甚至早在2005年，就公布了一份记者作家该如何面对反对团体主张的指导方针。
另外，达特茅斯学院学者也在2006年发表过一份关于媒体报道偏差现象的学术论文。
美国对“理工学者”的道德要求也相当严格。
1992年，美国卫生部增设“研究诚实办公室”，并制订出医学与生物学研究人员必须遵守的规范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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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白皮书。
根据《ORI研究伦理入门》一书，研究诚实办公室明文规定，所有科技研究人员的共同价值观是：诚
实（诚实发布信息，并对所发布的信息负责）、正确（发表正确观点，避免讹误）、效率（善用资源
，避免浪费）、客观（举出事证，避免先入为主）等四项。
比起美国，日本学者与学界的动作慢了不止半拍。
日本过去从未对理工学者制订任何道德方面的规范，直到陆续发生几起论文造假事件后，才在2006年2
月由日本学术会议订出所谓“理工学者行为规范”。
其中一项特别要求科技研究人员必须“说明、公开”，另有一项明确要求理工学者在面对他人合理的
批判时，应该谦虚倾听并交换意见。
此项学者态度的改变，未来势将影响媒体的报道与节目内容的制作。
目前媒体也确实有必要加速培养拥有专业素养与道德观念的科学记者与节目制作人。
唯有当媒体不再受煽情主义的影响，开始愿意提供真正能够让大众了解、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知情权
的信息时，一些以科学报道与科学知识为主题的娱乐节目，才可能步入正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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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具有以下卖点：◆《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日本科学记者奖获奖作品◆《
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在日本一上市即受到欢迎，被评价为“这是一本有良心的书”，作者也获誉“
社会的良心”。
◆《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将媒体宣传的健康新知去伪存真，教会读者如何用科学的眼光辨出电视报
刊上的错误知识。
角度新颖，论断有力。
◆《健康新知都是对的吗?》配有插图，并同详细的文字说明。
装帧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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