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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十年代，《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观照人和社会、人和自我；九十年代，《世纪末，在美国》观察
不同的文明中相同的人性；新世纪，“生命科学系列”从心理、意识、神经层面剖析人的行为和内心
。
     本书是曹明华的最新力作。
本书除了在不同层面上介绍当代生物学脑科学等相关领域的新发现新进展并作“科学与人”的探讨，
还将在这个题目下进行关于健康生活的探讨⋯⋯它包括了生理、心理和精神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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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明华，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老化分子学研究硕士学位。
 
    主攻领域：进化中近系的大脑神经生长一关联的蛋白质之基因表达研究。
 
    赴美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曾出版《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获全国优秀作品奖和畅销书奖。
 
    赴美后，曾出版《世纪末，在美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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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2008　　怕与悔　　传说中一位修行者在临终前交给跟随他的徒弟两封信——　　一封，
嘱咐他徒弟等他离世后拆；　　另一封，让他徒弟自己临终前才拆。
　　修行人辞世而去⋯⋯　　徒弟独自上路。
面对茫茫的苍世、莫知的未来，他拆开了第一封信，却发现里面只有三个字——“不要怕”。
　　⋯⋯　　当时光荏苒，到了徒弟也将咽气的前夕，他记起师父留下的另一封信，打开时，里面也
只有三个字——“不要悔”。
　　在人生启步时——不要怕；在人生即将划上句点时——不要悔。
这大约，只是修行人的境界吧！
　　也只应该是修行人的境界。
　　试想一个没有禁戒、没有惩罚的世界，　　那将该是如何地混沌一片⋯⋯　　于是，尘世间芸芸
众生们，在怕与悔之间——留下了许多的徘徊⋯⋯　　这是为什么脑科学家们，投入了那么多宝贵精
力来研究“害怕”和“后悔”这两类人类情感。
　　借助于新近非损伤型脑成像术的发展，研究者得以切入微观来观察和理解人类心理活动时，那具
有普遍意义的脑反应。
　　假如这种威胁（危险/伤害）就在眼前，会引起我们的怕——是恐惧；假如这种威胁（危险/伤害
）是期待中的、在未来才有可能发生，会引起我们的怕——是忧虑。
　　这些充满了感觉的记忆，会贮存在一个杏仁形结构的脑区域里——被称作大脑的“杏仁核”。
　　有一些害怕的记忆，可能来自我们的祖先。
还有的，来自我们自身所遭遇的精神压力，和带创伤感的生活事件⋯⋯　　从进化的角度来考量，以
“杏仁核”为中心的这一“怕的神经网络”，是为生命体能够较好地存活于它所可能面临的许多危险
的情形而设置的。
　　或者说，“怕的神经网络”是生命体本身的欲望与他/她所处的环境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对于
他/她所选择的行动的一种警戒。
　　在人类社会中，　　“怕”——让我们躲避生命的危险；　　“怕”——让我们接受法律的约束
；　　“怕”——让我们避免道德的谴责⋯⋯　　“怕”—让我们“防患于未然”，　　“怕”——
让我们有所戒律、有所超越⋯⋯　　有一次，我目睹人胆大妄为地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听周围人说：“干这种事，是要下地狱的！
”　　我说：“下地狱，他可能不太怕；进监狱，他会更怕一些。
”　　而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中，这种“怕”的神经反应还可以体现为对未来不确定时的忧虑和缺
乏安全感。
　　文明人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有些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有些只是感觉中的——　　在“杏仁核
”和我们脑的高级皮层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网”——当最初的某些信号，激活了“杏仁核”的害怕
或忧虑反应之际，大脑的“高级皮层”却从另一通路获得信息在分析、判断这种外在威胁感的真实性
和严重性⋯⋯　　而我们人类有所“先天不足”的是，由大脑的“高级皮层”向“杏仁核”输送判断
信息的通道，远远没有“杏仁、核”向大脑总司令部输送紧急讯号的通道发展和建造得完善——　　
于是，一旦“杏仁核”被激活了这种害怕和忧虑的感觉，即便它再非理性，由理性的大脑“高级皮层
”再想要去说服和关闭这种感觉也是很难了⋯⋯而这种忧虑、自己都未能向自己的理性清晰承认的潜
在的“怕”和不安全感，可以引起我们辗转反侧、半夜难眠；也可能导致我们脾气变坏、发怒——“
发怒是一时脆弱的表现”⋯⋯　　科学家们可以将“害怕”实验从低等动物做到高等动物。
因为“怕”，是人和这颗星球上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一种神经现象。
　　然而对于“后悔”，却只会在富于理性的人类身上发生。
或者也许，只能用人类的大脑做试验。
　　当一个人体验着后悔时——相应于推理和情感的一部分脑区域被激活：特别是一个叫做眶额皮层
的大脑区域，它执行着在真实的后果和想象的可能性之间作比较——当人在经历着后悔的感情噬咬时
，他/她的眶额皮层会高度运作⋯⋯　　历史曾经记载了“后悔”的种种悲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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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一位纽约州的绅士，他长期有规律地买彩票，但从未中过奖。
而这最后一次彩票号码已经寄来，他却停止了付彩票费。
结果这最后一张彩票的号码刚好对应了几百万美元的彩金⋯⋯他自杀了。
　　我们无法得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他一定是后悔了。
　　假如人到晚年，仍在为发生过的某些人生选择或生活事件后悔，那它极易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失衡
，会使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
　　但是最近，却出现了一个对于“后悔”的不同研究和对“后悔”的正面评估。
Colleen Saffrey等研究者让受试者评估十一种消极情感——包括害怕、愤怒、焦虑、羞愧等，还有后悔
——　　受试者对“后悔”给了最高分。
因为，他们答：“后悔在帮助我修正于未来的行动中贡献最多”，“后悔帮助我改善与他人的人际关
系”，等等，等等。
　　后悔可以来自社会性的惩罚，　　后悔也可能来自自我心灵的检讨和情感的反刍⋯⋯　　而有些
因内患外伤而使得他们的“眶额皮层”受到损伤者，他们不会“后悔”！
他们也无法从“后悔”中汲取经验教训。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从未能免于俗人的种种情绪波动所扰。
　　但大约直到一年前，我逐渐悟到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由一连串的“人生课程”或更深远的课程构
成的。
这是我总结了我曾经走过的路。
每一次都让我学习了一些东西，每一次都会让我经历不同程度的考试⋯⋯　　这种认识让我对目前和
未来的忧虑（或者朦胧的害怕）大大地减少——即使面临的是又一个未知和不确定⋯⋯　　回首往事
，反而——当我人生的事件尚未经历几许时，我的“眶额皮层”曾经很发达。
　　也许，它是必要的人生过程的一种吧。
　　但事到如今，回首往事我没有了后悔，而只有遗憾。
虽然两者在英语中可以用同一个词：Regret。
　　遗憾意味着，有一些未能达成的心愿，希望事情是“那样的”，但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
　　粗略来说，遗憾蕴含着对自己的原谅，而后悔却包括了对自己的惩罚（认为自己对事件的结局是
可以控制的——倘若只要改变自己的某一行动）。
　　即便我曾经后悔过的“得失之间”，假如生活让我重新来过一次，我作不同的选择——又何尝可
知，那种“得”，不是扣联着其他“失”的“得”，而这种“失”，不是“塞翁失马”的失？
　　我试图看到更大范围内的因果关系，看到自己所能的局限⋯⋯　　2008年7月20日　　竞争与协作
　　豺狼历来被描绘成“穷凶极恶”，　　而人类的宠物——爱犬，却往往以忠实于主人的面目出现
，还被称之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你能想象狼和狗其实是一家吗？
狗是狼的嫡传后裔。
据分子遗传学的考证，在五万多年以前，人将狼捕获后加以驯养，这些狼才逐渐演化成了狗。
　　最初的狼自从参与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后，便急速经历了一个从竞争型社会向协作型社会的过渡。
人类自身则是以缓慢的速度经历着这样一个过渡的，而对于最初成为“狗”的狼来说，这是一个突兀
的变化。
　　几万年过去了，那么终于，“狗性”较之于“狼性”有了些什么样的根本性改变呢？
　　进化学家Adarm Miklosi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实验对象的一方是狗，另一方是从小由人类豢养
的狼。
它们同样被训练操作一个简单的任务：要拉一根绳子才能取到食物。
　　狗和狼在最初所表现出的操作这项任务的能力和心理适应度是差不多的。
但当实验者加以它们挫折感，比如，让它们无法拉那根绳子——狗的反应是较快将求助的眼神投向它
的主人，并将眼神在它的主人身上停留很长时间⋯⋯　　与狼比较，狗会较易将它的主人作为寻求信
息的来源和寻求援助的来源。
　　虽然它们两者，此生的经验是相仿的——都由人类豢养，但遇事的反应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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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推断，它们的反应不仅仅来自这一生所获得的经验，而是还与各自的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进程中
所演化和适应了的不同的生存环境有关。
　　我读书时的南加大是一个商学院较发达的学校。
　　一位名叫艾弥的商学院女生向我谈起她的观察——“读商学院硕士班（MBA）的学生，相互间竞
争心理都很强，遇到难题呢，他们既不指望别人会来帮忙解决，自己也是不会轻易伸出手来帮别人一
把的。
而博士班的学生呢，通常都是会热心解答别人问题、在学术上也乐于助人⋯⋯　　我当时还没有读到
“狼和狗”的故事。
但是我知道，商科硕士班的学生都是准备将来要上商场的。
是社会适应的一种。
而商学院的博士生呢，将来主要是在与商业信息有关的学术界工作，很少直接上商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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