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看大脑》

带你探寻意识深处的奥秘
当我们凝视镜中的自

己，思索“我为何成为我”时，
答案或许就藏在颅腔内那团
重约 1.4 千克的柔软组织
中。由英国作家丽塔·卡特
著、洪兰译的《这样看大脑》，
于今年3月由后浪出版公司
出品，海峡书局出版，这本书
如同一部精密的解码器，将
人类大脑的复杂图谱徐徐展
开，带领读者在神经科学的
星空中穿梭，重新认识这个
主宰我们思想、情感与行为
的神秘器官。

记者 吴璇

壹度书话

《谁来决定吃什么》
作者：陈宇慧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食博主“田螺姑娘”陈宇慧的
全新随笔，它不是菜谱，而是以食物
为线索的饮食社会学观察。书中融
合烹饪心得、情感思考，展现出食物
与生活的关联，帮助读者重拾“吃”的
本领。

《走向三国》
作者：单敏捷
出版：中华书局

本书深度剖析东汉末年这一历
史剧变时期，以三十余年群雄逐鹿为
脉络，细致梳理各方势力的兴衰演
变，深入挖掘军阀集团内部矛盾与外
部纷争。同时，从秦汉大一统制度传
承视角，探究旧有制度如何打破长期
分裂困局，推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
局部统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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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荒野》
作者：［美］莫拉·R·奥康纳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自然保护与生态
修复，探讨了人与自然界的依存关
系，以及濒危动物、灭绝动物重返
自然怀抱的可能性。 探讨了复生
尼安德特人等古生物的未来可能
性，思考了环境伦理学相关的诸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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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大脑》并不是枯
燥的学术报告，而是一场充
满趣味与惊喜的知识之旅。
作者用“神经达尔文主义”解
释大脑如何通过优胜劣汰的
机制，筛选出对生存有益的
思维模式；以生动比喻阐述
神经元的协同工作——“几
百万个神经元必须同步活
化，才能制造出最微小的思
想，就像无数萤火虫同时闪
烁，才能照亮黑暗”。

书中对大脑发育过程的
描写尤为精彩。从胚胎期神
经管的形成，到婴儿出生后神
经连接的“修剪”过程，作者将
抽象的生物学知识转化为扣
人心弦的生命故事。我们得
以了解到，子宫环境如何影响

婴儿的味觉偏好，细胞凋亡的
精准调控如何塑造独特的大
脑结构，甚至某些疾病（如孤
独症、唐氏综合征）与神经发
育的微妙关联。

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大脑研究的百年沉浮史。作者
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人类探索大脑
的曲折路径：从19世纪加尔的颅相
学——那个试图通过触摸颅骨凸起
解读心智的荒诞学说，到布罗卡、韦
尼克发现语言中枢的里程碑时刻；
从20世纪中叶额叶切除术的鲁莽
尝试，到如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
术带来的革命性突破。这段历史不
仅是科学进步的缩影，更折射出人
类对自我认知的不懈追求。

书中特别提到，颅相学虽被现
代科学否定，但其“大脑模块化”的
核心思想却意外成为后续研究的灵
感源泉。这种历史的吊诡与传承，
让我们看到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与偶
然性。而20世纪中叶额叶切除术
的悲剧，则如同一记警钟，提醒着我
们在探索大脑奥秘时，必须保持对
生命的敬畏与审慎。

“

守护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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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荒诞到科学

神经科学的深度解码

精彩书摘

这个练习我们是第二次做，
上周他一言不发，眼神飘忽，这
周表达得流利了很多，其实是有
进步的。我们之间存在的“时
差”，或许就是孤独症儿童的特
点。我的思维流畅、转换快，而
森森的思维像卡顿的电脑，噼里
啪啦输入一段文字，需要好几秒
才逐一显现。

我提醒自己，还是要慢一
点，再慢一点，不要想当然和理
所应当，尝试去看见和理解。

有些小孩明明长到七八岁，
认知能力已经跨越了一大步，但
就是囿于过去的思维模式，依赖
辅助不愿动脑，让人恨铁不成
钢。他们在“我做不到”的世界
里停留得太久了，能力得到发展
后想不到去运用。对此，我常常

感到无能为力。
我真的很讨厌发脾气的自

己，讨厌对小孩发脾气的自己。
小时候我也害怕被批评，但长大
后面对他们我还是忍不住，“你
是笨蛋吗”这样的话一不小心就脱
口而出。同时我又很生气，气他们
为什么做不到，气自己为什么不能
去接纳。是不是我的心里始终有
一道界线，区分了特殊和常态，在
努力帮他们“融入”的同时，也判定
了他们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忽
视了他们原本真实的模样。

当老师的初心，是想让小朋
友自由快乐地成长，被接纳、被
尊重，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信
任。初心很美好，但现实非常琐
碎，面对鸡毛蒜皮，心态会崩，易
燃易爆。老师要付出很多情绪

劳动，要直面并学会化解成年人
暴戾的一面。

我常常觉得当老师是一场
修行，当我能够化解这个过程中
产生的戾气，或许就不再有什么
能伤害到我了。我时常陷入迷
茫，又认为自己的选择无比恰
当：我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擅
长和孩子打交道，会唱歌跳舞，从
事特殊教育简直就是行业里闪闪
发光的人才。我相信，自己做选
择时，一定有某种奇妙的使命
感。现实会让人悲伤和难过，但
既然选择了坚持，那么必然有我
尚未感知的信念等待我去挖掘。

我像一个努力通关的玩家，这
个关卡的主题就是“守护星星”。

（摘自《我不擅长的生活》，
小红书主编，文汇出版社）

对人性本质的深度叩问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
知识的传递，更在于引发读
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当我
们得知疼痛并非单纯的生理
反应，而是与注意力、情绪区域
密切相关；当发现道德、利他主
义等崇高品质，在大脑中也有
对应的神经机制时，不禁开始
重新审视“人何以为人”这个古
老命题。

作者在书中坦诚指出，
当前的大脑研究仍处于“处
女地”阶段，许多理论尚待验
证，这反而赋予了本书独特

的魅力——它展现的不是绝
对真理，而是科学探索的动
态过程。这种开放性的叙
述方式，鼓励读者以批判
性思维参与到对大脑奥秘
的追寻中。

可以说，无论是生物学
爱好者、脑科学研究者，还是对
探索心智秘密充满好奇的普通
读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收获新
的启发与思考。它提醒我们，
对大脑的探索永无止境，而每
一次认知的突破，都让我们在
理解生命本质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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