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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红柿

流言：
“法国的研究人员在把西红柿置于手机的

电磁波辐射中10分钟后，西红柿分泌了一种生
物学家们十分熟悉的“紧张分子”，这种物质
只有在植物腐烂的时候才会出现。经过推理，
科学家们认为，手机的使用很可能会诱发人类
的脑瘤、听觉神经癌和不育症的发生。”

真相：
这条流言不算空穴来风，法国布莱兹-帕斯

卡大学的阿兰·维安曾对电磁波辐射与西红柿应
激反应的联系作过了许多研究，并陆续发表了4
篇学术论文。不过，无论是微博还是原新闻，
都与原始文献中的描述相差甚远：实验并没有
直接采用手机的电磁波辐射，西红柿所产生的
所谓“紧张分子”也远非只在植物腐烂时才会
出现，而最后一句话则压根没有在论文中出现
过。如果说前两点还可以用没看懂论文或不了
解植物学来解释的话，最后一点则属于恶意的
编造。

为啥研究西红柿？
在有关辐射对生物影响的研究中，对象往

往是动物。然而这项研究的主导者阿兰认为，
动物研究会带来一些问题：动物会移动，无法
精确地控制受辐射量；食物或营养可能对动物
的生理状况造成影响；经受辐射后，动物需要
数天甚至数月的时间才会表现出相应的辐射影
响，增大了其他非辐射因素影响动物的几率。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实验中的变量太多，即便
这些动物在经受辐射前后出现了行为上的异
常，也很难肯定地把这些异常和辐射直接挂上

钩。而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可以规避这些问题：
植物不会移动，较易控制受辐射量；只要提供
恒定的光、温度和水，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形成
的能量也会大致接近；植物对环境非常敏感，
环境改变后几分钟内植物就能出现反应。由于
这些特点，可以将辐射外的其他变量造成的影
响降到最低，植物表现出的生理变化与辐射的
关系就更容易确定。

为此，阿兰搭建了一个能屏蔽外界辐射的
小屋，让研究对象——— 西红柿和产生辐射的天
线共处一室，接受辐射（参照2006年GSM手机的
平均信号丰度）。而作为对照组的西红柿则套上
一层铝箔的外壳，屏蔽了90%以上的辐射量。在经
受辐射2-10分钟后（模拟打电话的时间），阿
兰开始分析起这些西红柿的“紧张分子”。

什么是“紧张分子”？即和应激反应有关
的基因。阿兰在辐射停止后的15分钟，30分钟和
60分钟时检测了这些基因的mRNA（叶绿体）含
量，发现这些基因相应的mRNA含量比对照组都
有所上升，15分钟时最为显著，高达4-6倍。

单纯的mRNA含量上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
题。在文中，阿兰承认说这种上升固然可能是
mRNA合成速率的提高所引发（比如确实发生
了应激反应），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未知的原因
使植物自身mRNA降解速率降低所导致。

这项研究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即便这些基因的mRNA含量上升的确导致

了植物体内相应蛋白含量的上升，想要证明这
种当量的辐射对人体会有影响依然为时过早。

阿兰认为同样体积植物相较动物而言有着
更大的表面积，从而更容易受辐射的影响。同
样强度的辐射源，植物要比动物接受到更多的
辐射。对于同等体积下表面积远小于植物的人
类而言，能够接受到的辐射强度也不会像植物
那么大。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植物实验的
结果能推理到动物身上吗？阿兰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作了后续的实验。在成功建立了植物受
辐射影响的模型后，阿兰终于把研究的目光转
向了人类的表皮细胞。在培养基中，人类表皮
细胞可以长成薄薄的一层，与植物叶片的结构
非常相似。然而在同样的辐射条件下，阿兰发
现人的表皮细胞并不受辐射电磁场的影响。

每天对着电脑4至6小时

一篇题为《电脑辐射——— 每天对着电脑4至
6小时的人必看》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很久了。

流言：“中午睡觉时要记得关计算机，因为只
把屏幕关掉是无法杜绝辐射线的，而且我们都是
趴着睡，头直接对着计算机，哪天得了老人痴呆
症或脑瘤就来不及了！辐射线真的很可怕的！”

真相：
只关屏幕不关计算机依然有辐射存在是正

确的，因为电脑机箱里的各部件也会产生辐
射。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计算机
各部件产生的相应频率和大小的电磁辐射与老
人痴呆症和脑瘤的发病有关系。

流言：
“上网前先做好护肤隔离，如使用珍珠

膜，独特的“南珠翠膜”在肌肤上形成一层
0 . 001mm珍珠膜，可以有效防止污染环境的侵
害和辐射;其次电脑使用后，脸上会吸附不少电
磁辐射的颗粒，要及时用清水洗脸，这样将使
所受辐射减轻70％以上！”

真相：
电脑的电磁辐射则主要来源于电脑里的各

种电路，并不会产生类似放射性物质小微粒的
东西。坐在电脑前，把电脑打开，身体就会开
始接受到电磁辐射，把电脑关闭以后，电磁辐
射也就立刻停止了，脸上不会有“残余的微
粒”，也就没有必要洗掉了。传统的CRT显示
器会因为静电而吸附一些灰尘，但这些灰尘本
身不会产生电磁辐射，落到脸上也不会造成辐
射损害。

流言：
“电脑摆放位置很重要。尽量别让屏幕的

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辐射最强的是
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正面反而辐射
最弱。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
7 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辐射的伤
害。”

真相：
如上所言，电脑显示屏作为电脑的一个部

件，产生的辐射大小有限，辐射大小不只要看
显示屏的位置，还要看机箱的位置。选择离电
脑距离远一些是有道理的，因为电磁辐射的大
小与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距离远一些可以显
著降低辐射，只是无论降不降低都在安全标准
之内，意义并不大。距离远近与保护视力就是
另外一个话题了。

流言：
“计算机族的杀手——— 胸廓出口综合征。

常坐在计算机桌前的你，是否一坐就是好几个
小时而且坐姿不正确，总感到莫名肩颈疼痛，
甚至于无心工作？现在请你作个小测验，将你
的头向左侧方向望去，然后将你的头45度朝下
慢慢弯下去，动作做到这里，你的脖子颈肩是
否感到不正常的酸痛？假使你有上述症状，你

可要小心了，因为你很可能是现代计算机文明
病‘胸廓出口症候群’的受害者。”

真相：
胸廓出口综合征是一类较为罕见的疾病，

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先天解剖结构异常（如额外
的颈肋等），另外颈部较长、肩膀塌陷的人更
容易罹患此病。虽然说不良的姿势也与该病有
关，比如长年累月的弯腰驼背姿势可能会加剧
症状，但这和是不是在使用计算机并没有必然
的联系。即使不用电脑，如果生活习惯不良的
话，还是会引起疼痛。所以重要的是维持良好
的姿势，而不是把责任推卸给电脑。

此外，不管是不是胸廓出口综合征，在使
用计算机时都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姿势，不要弯
腰驼背、不要在电脑前坐太久；一旦出现肩颈
部、手肘、手部的麻木、疼痛、无力等不适，
请咨询专业的临床医师，不要擅自给自己下诊
断，或尝试一些未经验证的偏方、理疗或其他
疗法。像流言中提到的小测验对诊断该病价值
不大（该病左侧或右侧都可发生，单单把脖子
转向左侧是没有用的哦）。

《谣言粉碎机》系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伊始，中纪委就推介了“新年第一
书”——— 《历史的教训》。“真有进步吗？”
杜兰特之问启示我们，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固然是中纪委推介的原
因，然而，该书的真正价值远不仅于此。季羡
林先生曾预言该书：“很可能会像旋风一样地
风行大陆，并引发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关于
文明，关于人类的一场大争论，它将成为中国
新世纪新一轮启蒙运动的催化剂与导火线。”

季羡林先生是这样介绍杜兰特的：“他和
胡适先生都是大哲学家杜戚的学生。他以《哲
学史》一书成名，更以《世界文明史》一书达
到其60年学术生涯的巅峰。杜兰特博士心胸如
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而极富冒险精神。他
冒着专对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
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

《历史的教训》一书，浓缩了11卷、1500万
字《世界文明史》的精华。杜兰特先生之所以
要写这本书，按他自己说法，有两大原因，一

是“这些内容或许会对当今事务、未来的可能
性、人性和国家组织有所启发”；二是“我们
提供的是一种对人类经验的审视，而非个人的
启示录”。季羡林先生之所以强调该书的启蒙
意义，正在于“历史的教训”，对于我们，则
有着鲜明的预判和方法论意义。

比如，在第一章《犹豫》中，就鲜明地指
出“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
或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
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
胎”。为了避免“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历史
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
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
何？”

《历史的教训》全书共十三章，包括“犹
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
“种族与历史”、“性格与历史”、“道德与
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
“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

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
吗”？每一章先是提出问题，然后指出规律性
的因素，点评前人的研究成果，接着详述关键
因素的演进路线，最后得出历史的“教训”，
并为人类前行指出方向。

杜兰特从很本上否定了欧洲中心论，他认
为亚洲的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和
基石，埃及和东方才是现代文明之源。加之他
的历史研究，几乎包括了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
关系，所以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
“保守人士抵制变革与激进人士倡导变革具有
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天堂与乌
托邦，就像井里的吊捅，当一只上升时，另一
只就下降”，“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
混乱中死去”。

在第八章“经济与历史”中，他强调“财
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在不断
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
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

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
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
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
贫困”。

《历史的教训》之于中国的意义，恰如杜
兰特在第四章“种族与历史”中指出的一样：
“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
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
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与其说是英国人塑造了
英国文明，还不如说是英国文明塑造了英国
人；如果一个英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有英国文
明的烙印，即便是在蒂姆巴克图吃晚餐的时候
也要穿戴整齐，这就说明不是他重新创造了自
己的文明，而是文明控制了他的灵魂。”

《历史的教训》
[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清晨5点的第五大道》是《蒂凡尼的早
餐》的幕后书，作者山姆·沃森以电影式的笔法
重现了该影片从生活原型到原著小说再到经典影
片的曲折过程。

那些隐藏在电影背后，才华横溢的作家、制
片人、编剧、导演、服装设计师、作曲家、演员
一个一个次第登场，他们之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
那样和谐，迥异的个性、天赋的才华、对生活、
艺术、情感不同的理解，再加上当时严苛的电影
审查制度，都令这部最终大获成功的影片几次险
死还生。如果这本全方位解构《蒂凡尼的早餐》
的著作，同样被改编成电影，相信它会同样精
彩，甚至会带给我们比“早餐”更丰盛的营养。

小说的原作者杜鲁门·卡波特，在其幼年时
总是被母亲抛弃欺骗，他的母亲不停地在他和风
月场之间游走，让小杜鲁门把对家、对爱的渴
望，以及如影随形的孤独感一辈子种在了心里。
在“早餐”中，杜鲁门便是融合了他母亲以及他

能想见的美好女子的模型创造出了霍利·戈莱特
利的“交际花”形象。她出身平凡却拥有优雅的
气质，不甘于现实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可
以被定义为虚荣的坏女孩，甚至被斥为放荡，但
在书中人们却分明可以从她身上读到更多的东
西，她独立自主的意识击中了时代的靶心，把美
国二战后昏昏沉沉的世界给摇醒了。

文中的锐利幽默就像是杜鲁门独自一人在家
时的自言自语，可以安慰自己也可以伤害自己，
这或许就是他对母亲别样复杂感情的一次集中爆
发吧，情之所至的作品总能打动读者。

小说原著中的霍利，远不是影片中的霍利，
更不是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霍利。小说里作者表达
了太多未被时代主流认可的东西，小说的出版本
就一波三折，险些见不了天日，就像是为同名电
影的曲折改编、拍摄经历做好了预演一样。

今天，我们挑剔指责《蒂凡尼的早餐》情节
苍白、故事肤浅、结局老套，但一旦随沃森回到

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重新看到一众电影人的挣
扎与徘徊，感受二战之后一个国家正在萌芽、苏
醒的个人意识、自由意识，我们会对影片有更多
的包容。一个忙于与时代抗争的电影制作团队，
在冰与火的边缘努力求得平衡，他们已经尽了最
大的努力来奉献领先于时代、开风气先河的作
品。

艺术作品受制度审查，各国皆有相似之处，
其中的分寸拿捏永远没有一个最佳尺度，而美国
电影人的破局之方，就是小心地在制度的边缘游
移、试探，让电影自身的魅力松动制度的坚冰，
一部成功的电影会深入人心，默默改变时代，也
会悄悄改变制度。

《清晨5点的第五大道》
（美）山姆·沃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三农”报告》涉及了中国农村方
方面面的节点，包括与“三农”有关的财务管
理、土地管理、村民自治、农资农产品、务工
经商、精神文明、乡村生态文明等。

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为
本书作序，温铁军在序中说：我特意借给此书
作序之机，再次强调我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提出
的，包括“农民组织权益、农村社会可持续和
农业生态安全”在内的新时期的“新三农”问
题。这与工业化时代粗放型数量增长所要求的
老三农问题———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
增产”，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自2006年彻底取
消农业税和全面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乡土中
国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时过境迁，人们都需
要与时俱进。

我提出的“经济基础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
筑的三治问题(我对县乡村三级治理问题的简
称)”，也主要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
命题，意在促使学术界放弃浅薄浮躁和邯郸学
步，加入到实事求是的真问题讨论中来。

比如，有关农村财务问题。这么多年人为
地坚持“去组织化”改革造成的财务混乱客观
上很难清理，根本就不可能靠农村基层自觉贯
彻“财务公开制度”。

比如引发海内外热议的村民直选乱象，我
们历来认为那不是直选本身的问题。在乡村财
产关系没有清理、社会治理结构也趋于劣化的
条件下，简单地强调直选往往是乡村矛盾和冲
突爆发的导火索。各地调查也反映出，农村基
层大部分都不可能单纯通过这种办法作为构建
乡村良性治理的框架，何况政府几乎不为直选
支付费用，巨大的制度成本只能向乡土社会转
嫁。至于各地上访反映出来的村民直选中影响
公平、公正、公开等官方原则的恶劣做法，则
也只能归结为是乡村治理困境所派生的问题。
读者如果是在对以上观点有所理解的情况下浏
览这部书，则可以如同看万花筒似的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最近十年中国农村三农与三治的现实
困境。

《中国“三农”报告》
徐少林 著
黄河出版社

所谓八卦，按照现在的理解，当指那些非正
式的小道消息，许多时候又特指某些人的情感生
活。《八卦艺术史》，顾名思义，自然是打捞艺
术界的那些尘封的情感绯闻。不过，这并不表明
本书就是信口开河，捕风捉影。

相反，本书史料之丰富足见作者对西方艺术
史熟稔。在她的笔下，横跨千年西方历史上的人
物形象跃然纸上：逞凶好斗的卡拉瓦乔、为爱痴
狂的贝尼尼、坚守“好女不过百”信条的茜茜公
主，还有那充满传奇色彩放荡不羁的莎士比亚与
拜伦等。这一幕幕、一桩桩、一场场，或让人捧
腹大笑，或让人大跌眼镜，或让人唏嘘感慨。

既然是艺术，那就不妨从艺术角色谈起。阿
特米西亚是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大师奥拉其奥·简
提列斯基的女儿。父亲原本倾尽所有培养女儿，
指望有一天女儿凭借婚嫁飞黄腾达，跃入豪门，
结果阿特米西亚被父亲请来的老师塔西沾污。梦

碎之后的阿特米西亚被父亲草草嫁给了一个不入
流的小画家，离开了罗马但来到了另一个艺术天
堂——— 佛罗伦萨。因为阿特米西亚曾不惧身败名
裂，坚持打那场被沾污的官司而导致罗马包括佛
罗伦萨家喻户晓，这也使得原本足不出户、有着
绘画天才的阿特米西亚有机会公开露面，将自己
的优秀作品呈现给更多人。历经挫折后，阿特米
西亚的作品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她17
岁时画的《苏珊娜与长老》还略含少女的羞涩，
那么经历丑闻之后的《朱迪斯与何洛芬尼》则融
入了阿特米西亚对仇人的愤恨。艺术，其实就是
一种被抽象化的经历。

相较于欧洲贵族和艺术界情感世界的荒唐与
混乱，拜伦充其量只是代表之一，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莎士比亚与拜伦有着高度的类似，他亦经
常凭借自己的才情四处“猎艳”。所不同的是，
当得知唯一的儿子哈姆内特在11岁时去世后，莎

士比亚深受打击，并“把这份丧子之痛孕化成了
灵感源泉，笔下许多这段经历的影子。最著名的
应当就是《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和喜剧《第
十二夜》”。

本书说的是八卦，许多内容看起来还很“狗
血”，但这本来就是历史的真相。

艺术往往给人以震撼，但艺术也会沾染世俗
的尘埃，否则艺术就没有植根土壤深处、引发公
众共鸣的根须。问题往往在这里，公众习惯将艺
术家等名人置于道德的高台，艺术家和名人却又
渴望拥有世俗的一面。到底是公众太不近人情，
还是艺术家和名人们太过矫情，这或是我们合上
这本以打探西方艺术界面八卦历史为快的书籍
后，最应深思的问题。

《八卦艺术史》
祺四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

让历史真正“有意义”！
——— 读杜兰特名著《历史的教训》

□ 叶雷

中国“三农”报告
□ 孙华峰

艺术背面的世俗尘埃
□ 禾刀

清晨5点的第五大道
□ 胡艳丽

■ 速读

关于手机与电脑辐射的谣言
□ 宗雪 整理

《谣
言 粉 碎
机 》 系
列，分为
《餐桌上
的 明 白
人 》 、
《危言出
没，身体
请 注
意 》 、
《谣一谣，你就真懂了》三册，该
书针对广为流传的食物、健康、奇
闻各种谣言，通过专业知识和科学
精神逐个击破。

■ 新书导读

《奥斯卡·王尔德传》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尔德是个复杂人物，他还是万人迷，
伟大的戏剧家，艺术至上信条的大胆拥趸。
本书成为王尔德权威传记。书中充满真实的
风格和对话，其评论性阐述含义微妙，让传
主的肖像就此获得耀眼的生命力。

《夜听潮集》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作品集，既延续
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
意义。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
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
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作者并不将
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
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谁的青春不怒放》
陆涛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梦想和现实、爱情与理想之间的抉

择，在那些不忍回首的过去，在黑暗与迷茫
中头破血流的青春，主人公努力呈现出的自
己的纯真青春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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