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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知可以去探索，如果不去探索，就会变成无知。
尤其在冷门知识领域，人们往往变得愚蠢和无知，而这也很容易导致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平平。
    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充斥着一些十分有趣，却又琐碎、庞杂的小知识，只是大多数人都没太留
意，甚至觉得那只是一些简单的“傻瓜问题”。
其实，那些看似简单的“傻瓜问题”，常常是让人难以回答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很冷”。
    虽然“很冷”，但它们却经常成为人们在闲聊时最具趣味性的话题。
这与“冷笑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越是“冷”，就越有趣、越吸引人。
于是，那些熟知这些“傻瓜问题”答案的人便在人际交往中占尽先机。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上，我们总能发现，那些对冷门知识比较在行的人是大受欢迎的。
每当人们听到他们说出新奇的知识，或解开看似简单却让人无言以对的小谜团，都会对其产生一种莫
名的崇拜和喜爱。
这就是冷门知识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
    可以说，只要掌握了丰富的冷门知识，我们便能展现自己的博学多才和幽默风趣，成为当之无愧的
话题达人和异性眼中的绝对焦点。
无论是恋人、亲人、朋友，还是同事、上司、客户都会对你刮目相看。
    本书收集了包括生活、健康、科学、文化等在内的大量有趣的冷门知识，其中，有些知识简单而好
笑，有些知识生动而有趣，有些知识深刻而富含哲理。
相信在阅读本书之后，你一定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博学而又风趣，成为社交圈子中的话题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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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冷很冷的冷门知识(话题达人的秘密武器)》编著者王悦。

《很冷很冷的冷门知识(话题达人的秘密武器)》内容提要：不要小瞧这些简单的“笨蛋问题”和看似
天马行空的答案，它们背后都蕴含着一个个实用的大道理。
立即告别冷场，充分展现你的博学多才和幽默风趣，《很冷很冷的冷门知识：话题达人的秘密武器》
教你成为当之无愧的话题王和异性眼中绝对的焦点，让周围的人从此对你刮目相看，成为社交圈里备
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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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 01 生活冷搜搜——点滴精彩，冷爆生活 
过山车最“恐怖”的位置 
身份证号内藏“玄机” 
晒好的被子“拍不得” 
精确量化的“穿衣法则” 
水温掌控好，洗衣没烦恼 
有“规矩”的彩条牙膏 
泡沫与清洁力没关系 
惊！
头发“调味料” 
微波炉里的“爆炸” 
“C盘”之前也有“B盘” 
讨厌！
耳机线总“纠结” 
网上购物并不环保 
谁说钞票都是纸的 
“最脏”的生活日用品 
热水灭火比冷水“给力” 
打火机是火柴的“前辈” 
别说你懂烟花的颜色 
“红”“绿”灯有讲究 
轮胎其实不必太“花” 
站着要比走路累 
拉车比推车更省力 
山盟海誓，勾勾手指 
抛硬币有“必杀技” 
“五星级”并非最高级 
爱的秘密通道——左耳 
性格，跟你的排行有关 
“IQ”是这样计算的 
照相越爱笑，婚姻越幸福 
“V”形手势不是“2” 
“酸儿辣女”纯属无稽之谈 
PART 02 健康冷搜搜——健康真相，震惊大众 
洗澡时间太长易致癌 
别再轻易“回收”鼻涕 
千万不要太“贪睡” 
小呼噜暗藏“大危险” 
睡觉怕冷？
那就“裸睡” 
做梦是一种“锻炼” 
伏案午睡，危险！
 
疲劳是“中毒”现象 
打哈欠也会“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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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咬舌头的烦恼 
细数接吻的六大功效 
别拿塞牙不当回事 
眼睛也怕“吵” 
左眼跳财VS右眼跳灾 
小心喷嚏“喷”伤眼 
手指倒刺叫“逆剥” 
手指“咔咔”响，不必太担心 
酸痛为何总“迟到” 
皮肤“冻”得发紫 
晕车是耳朵惹的“祸” 
撞头之后起“大包” 
肥胖也会“近朱者赤” 
打针要扎在屁股上 
梳头健身有利有弊 
你的呼吸够不够深 
“水中毒”——喝水也能喝死人 
“忍饥”之后就不饿了 
吃饭要慢，但不要过慢 
饭后易做的“危险事儿” 
PART 03 饮食冷搜搜——饮食百科，挑战常识 
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 
蔬菜与水果的“分界线” 
每天吃一个鸡蛋“合适” 
竖着放鸡蛋，才能更保鲜 
热带水果“怕”冰箱 
水果腐烂，果断丢弃 
柑橘吃过量，肤色变橘色 
桃养人，杏伤人，李害人 
“千沸水”，最好别喝 
工作没精神，就吃娃娃菜 
烤肉滴柠檬，去除致癌物 
冰激凌引发的头疼 
不会变质的五种食物 
一罐可乐相当于一两白糖 
喝茶也会喝“醉” 
“饮酒助眠”实不可取 
喝酒时的那些“怪”事儿 
糖水不够甜，就来加点盐 
计算能力差，吃点巧克力 
鱼肉比畜肉更容易坏 
黄瓜“被迫”叫黄瓜 
长寿，“拼”的是基因
“宽臀族”智商不一般
“左利手”不一定更聪明
指纹暗示“体育天赋”
令人惊叹的“最强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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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的生长速度
别人挠痒Vs自己挠痒
人体的“蜕皮”周期
“一夜白头”有可能
同样是毛发，长势并不同
人体“最脏处”——鼻腔
女人年龄的“破绽”
眼泪是一种特殊的药
眼睛感觉不到冷热
PART 04 人体冷搜搜——人体奥秘，触动神经 
长寿，“拼”的是基因
“宽臀族”智商不一般
“左利手”不一定更聪明
指纹暗示“体育天赋”
令人惊叹的“最强肌肉”
指甲的生长速度
别人挠痒Vs自己挠痒
人体的“蜕皮”周期
“一夜白头”有可能
同样是毛发，长势并不同
人体“最脏处”——鼻腔
女人年龄的“破绽”
眼泪是一种特殊的药
眼睛感觉不到冷热
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
让自己惊讶的说话声
好嗓子与“破锣嗓”
胃对胃酸早有“防范”
憋气自杀，谈何容易
人体能承受的极限气温
有趣的那些“屁”事儿
心脏的“记忆功能”
血型并非只有“AB0”
性别，不止有两种一
男女大脑结构有异一
孩子的骨头比成人“多”
心脏不生癌的秘密
人睡觉时，嗅觉也“睡觉”
神奇的“似曾相识”感
预测未来的“第六感”
死亡前1秒的神秘感受
PART 05 生物冷搜搜——趣味生物，超乎想象 
PART 06 天地冷搜搜——奇异天地，惊爆眼球 
PART 07 科学冷搜搜——讲学奇闻，激发探索 
PART 08 娱乐冷搜搜——娱乐八卦，雷倒众人 
PART 09 文化冷搜搜——文化漫谈，引人入胜 
PART 10 历史冷搜搜一史海拾遗，顿释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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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 礼俗冷搜搜——风俗纵览，大开眼界 
PART 12 世界冷搜搜——全景世界，精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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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 人们吃蔬果一直都是讲究越新鲜越好，甚至很多人为了吃到最新鲜的
果蔬，直接到果蔬“最前线”亲自采摘，即刻生食。
事实上，果蔬新鲜固然好，但也不是真的就越新鲜越好。
例如，刚采摘的蔬菜虽然新鲜，但是往往还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如果能存放一段时间再吃，里面的
有害物质便能逐渐分解、衰减。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存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就流失了吗？
”事实上，很多蔬菜并不会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就流失营养。
蔬菜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C。
对于青菜、菠菜、甘蓝等来说，其维生素C的含量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降低，而卷心菜在经过冷
藏之后会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c。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红柿、土豆和菜花等蔬菜在存放几天后，其维生素C含量会有所下降，
但毕竟有限。
 其实，我们之所以说“蔬果并非越新鲜越好”，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蔬菜新鲜固然好，但也不要忽视
上面的农药残留。
适当存放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平衡。
 “冷风”蔓延 有人认为多吃果蔬能够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其实这并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
科学证据表明，除了吸烟外，肥胖超重和过度饮酒是两个最大的致癌风险因素，而吃果蔬与患癌症的
关联性不大。
不过，某些水果和蔬菜里的特定营养成分，是有可能降低患某些特定癌症的风险的。
 蔬菜与水果的“分界线” 很多人知道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但却不知道这两者的划分标准。
其实，在植物学上，蔬菜泛指植物的不同部分，而水果则是指植物中带有种子的植物器官。
 通常，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维生素c、钙、磷、镁等，是人体维持生命和生长的主要营养来
源；而大多数水果虽然也含有维生素，但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由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组成。
因此，水果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甜味，而大多数蔬菜基本都是淡味的，也可以说，蔬菜中含的热量比水
果少得多。
此外，对比两者含有的主要成分，水果的营养价值虽然近似蔬菜，但所含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蔬菜。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况。
例如，甘蔗虽是植物的部分，但它却被看做是水果，而茄子、南瓜、黄瓜等虽是植物的果实，但却被
看做是蔬菜。
可见，人们对水果和蔬菜的划分并不是严格按照科学依据来的，而是带有很多主观色彩。
 “冷风”蔓延 关于番茄被认为是蔬菜的问题，有这样一则趣闻：在1893年，输入美国的蔬菜都需要缴
税，但水果却不用。
于是，进口番茄的商人为了避税，就坚称番茄为水果，然而美国相关部门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称“番
茄种在蔬菜园里”，而且“在正餐中会出现”。
所以它应该属于蔬菜。
于是，番茄自此就被认为是蔬菜了。
实际上，从目前的世界公认来看，番茄的定义很模糊，大部分认为番茄既是水果也是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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