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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自己脖子上扛着的那个脑袋，每个人好像都熟悉又陌生。
甲为什么那么聪明，乙又为什么有点木讷，丙的反应又为什么那么快？
你的脑袋是怎样指挥手去动作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为什么不是事实？
对于这些离奇而有趣的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一个脑科学专家来解答。
他将以旅游导游的身份，引领读者由外而内，参观那个好玩有趣的大脑。
    也许你从来不敢想象把脑袋打开来看看，现在，机会来了，你可千万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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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凡及，1938年生。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其专长是生物控制论和计算神经科学。
先后发表论文近一百篇，并有专著和译著多种。
由他主持的研究曾荣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两项。
他现在是“cognitive Neu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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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斯芬克司之谜　　亲爱的读者。
你们大概听说过埃及金字塔前面有一个名叫斯芬克司的狮身人面像吧（图1.1.1），也许有的人还听说
过有关斯芬克司之谜的故事。
相传天后赫拉派斯芬克司坐镇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对于经过它的每一个行人，它都要让他猜一个谜
语，如果猜不对就要把这个倒霉蛋吃掉。
有一次英雄俄狄浦斯经过它面前，斯芬克司就让他猜一个它自认为是最难的谜语：“什么动物早晨用
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
腿最多的时候，也正是他走路最慢、体力最弱的时候。
”这一点都难不倒俄狄浦斯，他高声回答：“人。
”因为婴儿用四条　　腿爬行，成年人用两条腿走路，而老年人则要支着一根拐杖走路。
斯芬克司羞愤交加。
当场就跳崖而死。
　　其实，这只能怪斯芬克司不够聪明。
如果它能聪明一点，就可以提出一个什么人也解答不了的谜题。
读者朋友，你能想出一个这样的谜题吗？
如果你一时还没有想出来的话，那么我就来抛砖引玉了：“人的意识究竟是怎么样从我们的脑子里面
产生出来的？
”虽然从古至今无数哲人都想解开这个谜题，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了。
如果斯芬克司提的是这样一个谜题，那么它就可以难倒古往今来的一切行人。
它也就不用自杀了。
　　确实，意识之谜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难的谜题。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会到意识就是那个每天早上随我们清醒而来，而在晚上又随我们熟睡而去的东西
，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明确无误地讲清楚意识究竟是什么。
比较有把握一点的是可以说：意识是人脑的产物。
但是人脑是怎么产生意识的？
意识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意识有哪些根本属性？
其他动物有没有意识？
有没有可能人为地造出有意识的机器？
迄今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
即使抛开意识那么难的问题，就说一些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和脑有关的问题，我们都还远远无法
完全搞清楚。
比如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周围五彩缤纷的世界，怎么样从生目集会的一大堆客人中一眼就认出某个朋　
　友，怎么样能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中行动自如等等。
所以不光是意识之谜，人脑其实向我们提出了无数个难解之谜。
斯芬克斯提不出一个真正的难解之谜，可能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人脑！
　　如果我问你什么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你可能会说是航天飞机，也可能会说是巨型计算机。
其实这些都不是。
因为它们都是我们人脑的创造物。
科学家和工程师对它们的原理都搞得一清二楚。
然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脑袋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虽然已经了解了不少，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
的还要多得多。
我们的脑才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
　　我们的脑里面至少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还有比这至少要多上10倍的胶质细胞，这些数字比我们
的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星的数目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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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细胞并不是像沙子那样彼此无关地堆积在一起，相反，每个神经细胞都要和许多其他的神经
细胞有连接，它们彼此之间进行着复杂的通讯。
你能想出比这更复杂的东西吗？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你是你，而不是什么别的人，你答得出来吗？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头颅里面有一个你的大脑。
现在医学上已经可以对很多器官进行移植，例如一个人的心脏出了毛病，医生可以给他换一个别人的
心脏，甚至一个人工心脏。
在换了心脏以后，病人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人。
换肾脏、换肝脏都一样。
唯一不能换的是大脑，如果把大脑换成了别人的大脑，那么连原来的躯体都变成了别人的了！
　　一个人的脑虽然还不到l.5千克重，但是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重要，在它里面蕴藏着天底下最
大的奥秘。
如果我们能解开其中的谜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可以更好地
预防和治疗像老年痴呆症这类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的脑疾病，就可以造出更聪明的机器，世界
也就会变得更美好。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探求大脑的秘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就请你读下去吧。
　　这本小书就是要引导读者朋友们去做一番探险，去寻求大脑的奥秘。
当然也许我们永远也做不到完全了解大脑的一切奥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发现一个又一个新的
秘密，一代又一代地做下去。
但是每发现一个新的奥秘，都会使我们欣喜若狂.都会使我们在揭开这个千古之谜的征程上前进一步。
这本小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告诉读者一些我们现在对大脑已经了解了的秘密。
希望有朝一日，今天的少年读者会变成研究大脑奥秘的科学家、医生或者工程师，为揭开大脑之谜作
出新的贡献。
　　2.藏宝图——有关脑解剖部位的故事　　大夫极其小心地把封口拆开，从套子里落出一张某岛的
地图，上面标有经纬度、水深以及山丘、海湾和小港的名称。
凡是船只要在那里安全靠岸和停泊需要了解的细节一应俱全。
该岛大约长九英里，宽五英里，形状有点儿像一条竖立的肥龙，有两个被陆地环抱的避风良港，岛的
中部一座小山标着的名称是“望远镜”。
图中有一些补充是后来注上的，但特别醒目的是三个用红墨水画着的叉叉：两个在岛的北部，一个在
西南部。
在西南部的那个叉叉旁边用同样的红墨水写着：“大部藏金在此。
”笔迹细小清秀，与船长东歪西斜的字体大不相同。
　　地图反面由同一个人的笔迹写着如下的说明：　　望远镜肩上一棵大树，方位北东北之北。
　　骷髅岛，东东南偏东。
十英尺。
　　银锭在北窖。
你可顺着东圆丘的斜坡，面向黑色峻崖，在它之南十英寻处找到。
　　武器很容易找到，在北汊角北尖嘴的沙丘内，方位正东偏北四分之一罗经点。
　　文字说明到此为止。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对我说来莫名其妙，可是乡绅和李甫西大夫却喜不自胜。
　　读者大概认得出上面的引文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的名著《金银岛》中的一段（译文引自荣如德
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有谁不喜欢听探宝的故事呢？
这类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主人公大抵都要像金银岛中的主人公那样碰巧得到一张藏宝图。
正是根据这张图，历尽干辛万苦，最后找到宝藏。
我们在开始探索人脑奥秘的旅程的时候，也需要一张图，告诉我们人脑的“山山水水”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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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其中的众多宝藏都藏在哪里。
不过，幸运的是读者不需要靠运气去找，因为几百年来，科学家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样一张图。
当然这张图还很不完备，还需要不断地补充和更新，但是有了这张图我们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大致看一下人脑的全图吧！
　　脑是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的“司令部”，藏在头颅骨的里面，就像核桃肉藏在核桃壳里面那样。
不过和核桃肉不同的是，脑是浸没在被称为脑脊液的液体里面的，就像悬浮在海洋里面的水母。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柔嫩的脑就可能被自己的重量压塌而受到损伤。
脑大体上分成三个部分：大脑、小脑和脑干术（图1.2.1右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脑和大脑不加区分。
其实，大脑只是脑的一个部分。
在不引起误解的场合，为了说起话来顺口一些，在本书中我们有　　时也用大脑来称呼脑。
所以，确切地说，大脑就是图1.2.1右图中最大也最像核桃的那个部分。
它也分成两瓣，而在中间连在一起，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大脑两半球。
而图中右下方有一团像线团那样的东西，这就是小脑。
在小脑的前面是脑干，不过大部分脑干都被外面的大脑所遮盖，所以在这张图里看不到。
图1.2.1中的三张图就是分别从上面看下去（左图），下面看上去（中图）和从左面看过去（右图）的
人脑外形。
从这些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的表面也像核桃肉那样并不是光滑的，而是凹凸不平的，其中鼓起来
的部分称为“回”，而凹下去的部分则称为“沟”，特别深的沟叫做“裂”，例如把大脑分成左右两
半的那道裂就叫做纵裂（图1.2.1左图中间的一长条凹槽）。
在图1.2.I右图中间自上而下的一条沟叫做中央沟，而在下面从左下方延伸向右上方的一条沟则被称为
外侧裂。
这些沟和裂把大脑分成了许多部分，就像地图上的许多河流把许多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分开那样。
从下面仰看上去（图1.2.1中间的那张图），除了可以看到大脑两半球、小脑和脑干之外，我们还可以
看到在大脑底部的中间有两条长条向前伸出，这就是嗅球，这是嗅神经进入大脑以后的第一站。
在嗅球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x形的结构——视交叉，这是来自两只眼睛的视神经在向脑延伸的
过程中发生交叉的地方。
　　大脑的表面是一层灰红色的薄层，大概有2到6毫米厚，里面主要是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的细
胞体，这就是大脑皮层。
由于脑在从尸体中取出做成标本以后，大脑表面呈现灰色，所以大脑皮层常常被人们称为“灰质”。
大家也许记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在要动脑子的时侯就说要活动他的“灰色细胞”了
，这指的就是脑细胞。
当然，灰色细胞是文学家的话，科学家不这样说，要说也只是说到灰质。
在灰质的下面主要是神经纤维，由于大部分的神经纤维表面覆盖有富含脂肪质的物质，所以在解剖标
本里面呈现白色，而被科学家称为白质。
在白质里面散布着许多聚集在一起的神经细胞的细胞体，这被称为神经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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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脑之谜和我们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对大脑的每一步深入的研究，都会使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
人”有更深的了解，都会对防治脑疾患、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起到积极的作用。
《少年科学大讲堂：好玩的大脑》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述了有关脑的种种离奇而有趣的故事，让大脑科
学易读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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