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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无知？谁无聊？

中国科学家正儿八经地研究出“石头、
剪刀、布”游戏的制胜攻略，结果被网友集
体嘲笑为“闲得慌”。

最近，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中科
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招募了360
名学生，随机配对玩300轮“石头、剪刀、布”
游戏。通过观察，研究者发现，玩家常常“赢
者保持现状输者做出改变”，所以制胜的策
略就是， 输家下一轮换用能打败对手的出
招，赢家下一轮不要再使用原来的出招。

简单地说，如果你出的“石头”打败了
对手的“剪刀”，那么下一轮你就不能再出
“石头”，而应该出“剪刀”，因为输者很有可
能会改变策略出“布”。

听起来这充其量就是靠经验总结出来

的小技巧，还需要列图表、进行函数计算？
“国家给的科研经费你们就用来干这个？”
有网友表示愤怒。实际上，这个起源于18世
纪日本的民间游戏，集合了逻辑、概率、心
理等才能。还有一个名叫“国际石头剪刀布
协会”的组织，每年举办“剪刀石头布”世界
杯呢。

一花一世界，一拳一命题。如何看待一
件事物，取决于你自己的知识结构。如果告
诉你，“石头、剪刀、布”背后蕴含着“纳什均
衡”理论———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
无法改善自己的状况；如果再告诉你，提出
这一理论的纳什教授曾经获得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你还觉得这是一项无聊的研究吗？

说你胖，你真喘

初中时班里有个女生绰号叫 “卡门”，
顾名思义，她的体态比我们丰满了一些。时
至今日，我非常后悔那样叫过她，因为一项
最新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小姑娘幼年时
曾被亲人、朋友或老师同学嘲讽为“胖妞”，
她成年后罹患肥胖症的风险会随之增加。

2379名美国女孩的成长经历印证了这
项研究结果。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研究者搜集这些女孩10岁至19岁间
的身体质量指数后，对数据进行分析。他们
发现，10岁时曾被亲人说“太胖”的女孩，19
岁时患肥胖症的可能性是其他女孩的1.62
倍；如果嘲笑并非来自亲人，罹患肥胖症的
风险也是其他女孩的1.4倍。

更可怕的是， 即使女孩的体重并非真
的超标，“太胖了” 这个标签也同样可能给
她带来额外的肥胖风险。 因为一个人情绪
低落时， 缓解压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暴饮
暴食，特别是那些嚼起来很解气的薯片、坚
果等高热量食物。

当年的初中同学如今大多已失去联

系， 不知道那个曾被起绰号的短发女生如
今过得怎样。我试图避开“胖”这个字，用另
一些词去描述她， 竟然找不到一个印象深
刻的形容词。可想而知，这个字对于当时的
她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砝码， 只是我们
并不知道， 一个小小的玩笑可能就将她向
“失重”的边缘又推了一下。

男人味，让你醉

男人味（当然不是臭球鞋和臭汗味）可
以让女人倾倒，就连老鼠也为之沉醉。

最近， 加拿大一个生物学研究小组给
实验老鼠的爪子注射刺激物， 测试痛感反
应时，发现老鼠居然什么反应都没有。一开
始，他们怀疑是试剂出了问题，后来才意识
到，那些没有出现疼痛反应的老鼠，都是由
男性研究者注射的药物。 那些老鼠似乎被
男性研究者散发出的独特味道“麻醉”了，
因此感觉不到疼痛。

为了印证这个判断， 研究小组做了个
测试。 他们将穿过的男性和女性的T恤衫
放在被注射的老鼠附近，即使屋子里没人，
结果还是一样， 男生的T恤衫散发出的味
道减少了老鼠的疼痛感， 雌性老鼠对此尤
其敏感。

为什么只有男人味可以成为一剂止痛

药？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男性散发出的
气味提高了受试者的抗压力水平。 这是一
种原始反应：突然闻到有雄性生物在附近，
它可能正在狩猎或者守卫自己的领土，如
果这时你处于疼痛之中， 就展示了自己的
脆弱。为了生存，只有提高自己的耐痛性。

有句歌词叫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
人受一点点伤”，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因为
男人味让人自强不息， 要是自己都修炼成
最强的战斗机，还怕什么袭击？

机器人让你
再活500年

5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球移动互联网
大会上， 来了一位日本姑娘。 她长得白白
净净， 乌黑的头发随性地拢成一束， 端坐
在演讲台上。 过一会儿， 日本大阪大学教
授石黑浩过来跟她打招呼： “你感觉怎么
样？”

姑娘眨了眨眼睛，抿嘴微笑，扭过头看
着教授， 一切都自然极了。 直到她开口说
话，才显露出了最大的不自然———她，或许
应该说是它， 用机器语音一字一顿地说，
“我……感……觉……不……错……”

原来 ， 眼前这个肌肤似雪的妙龄姑
娘， 是专攻智能机器人研究的石黑浩带来
的仿真机器人。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未
来， 一个会拥有漂亮姑娘的未来。” 带着
灰黑色眼镜的石黑浩笑眯眯地说。 他还戴
着手套抚摸仿真机器人的下巴： “如果我
去触摸它， 它也会害羞。 我们这台仿真机
器人正在适应机器， 把机器的身体视作自
己真的身体一样。”

石黑浩带来的这个仿真机器人， 从外
观上看足以以假乱真： 它的皮肤摸起来像
真人的皮肤那样有质感， 一颦一笑都不输
西施， 坐在角落里， 它时而低头深思， 时
而环顾四周， 没有一刻像机器那样呆若木
鸡。

石黑浩颇为得意地说， 这是研究人类
神经行为的结果， 我们人类不会有一刻完
全静止， 所以这个装着安卓系统的仿真机
器人也停不住， 它的系统会指导它， 模仿
人类 “下意识地移动”。

那么， 要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仿真机
器人做什么呢？ “这次你们见到的是真的
我， 是我亲自来开会。” 留着齐肩长发的
石黑浩挠着头，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可
是三个月前， 我非常忙， 有人邀请我做讲
座， 我就把机器人寄过去。”

那时， 他寄去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的仿真机器人。 隔着数千公里的距离， 石
黑浩通过互联网和代表自己的机器人相

连， 远程控制着它的一举一动。 他对着麦
克风说话 ， 机器人的嘴巴就说出一样的
话； 他打着手势回答学生的问题， 机器人
也一丝不差地摆动着手臂。

演讲结束后， 不太注意盯着台上嘉宾
的学生甚至没发觉那是个 “机器人替身”。
石黑浩发现， 多亏机器人代劳， 他一下子
省去了好几个小时奔波在路上的时间。

这并不是石黑浩第一次成功 。 2012
年， 他为日本著名落语家桂米朝量身定制
了仿真机器人。 年近90岁的桂米朝表演了
一辈子落语，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可如
今他年老多病，头发也白了，说话也不如往
日洪亮，只能坐在轮椅里出来接受采访。

石黑浩却赋予他一种重生的可能。 在
落语机器人的发布会上， 年迈的桂米朝眯
着长满皱纹的眼睛， 坐在轮椅上歪着脑袋
看着身旁的机器人———那个长着乌黑头

发、 挺着腰板的年轻自己———一边听着机

器人有板有眼地讲着笑话抖包袱， 一边跟
着观众笑出了声。

“我们的艺术家非常老了， 他也许没有
多少时间能再讲故事给我们听了。” 石黑浩
加快了语速， “但是， 我们却能用技术为他
的未来探讨了一种可能性。 用机器人让他重
获电子寿命， 依托这个机器人， 他可以得到
永生。”

说完， 他凑到坐在角落的仿真机器人
姑娘身边， 问道： “那你呢？ 你喜欢过去
那个会老去的真人， 还是现在这个可以永
生的身体？”

机器人姑娘露出笑容 ： “我……喜
……欢……我……现……在……的……身
……体……”

这一回答似乎给石黑浩教授带来莫大

的肯定， 他继续热情地勾勒蓝图———在未

来， 戏剧也完全无需真人出演， 机器人就
可以胜任， 它们可以完美地背出台词， 完
美地完成每个动作 ， 从不犯错 ， 从不罢
工， 更重要的是， 它们还能按照剧情的需
要， 长出最完美的面孔， 反复登场， 场场
完美。

演讲直到这里都还叫人颇为振奋， 可
接下来他所描述的一幕却着实让我吓了个

激灵。 讲到忘我的教授拿出了放在口袋里
的模型婴儿机器人， 继续兴致勃勃勾勒未
来图景———在未来， 亲情的维系也无需真
人来回奔波， 只要在老人身边放一个婴儿
大小的仿真机器人， 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
的想象力塑造孙辈的形象， 把他们的爱投
射到这个模拟人体上！

大屏幕上， 教授展示出照片。 在此前
进行的实验里，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紧紧抱
住机器人婴儿， 哭红的眼睛亲吻着它的额
头 。 旁边的老爷爷激动地拍着手围在一
旁 ， 似乎是在等待拥抱孙子的机会 ， 哪
怕， 那只是一个机器人替身。

这一幕看得我又感动又恐惧。 我很想
知道， 如今的机器人的确足够聪明， 聪明
到可以取代我们做任何事情， 但维系感情
的真心， 它也能代替吗？

不过这个问题， 很快有了答案。 演讲
末了， 石黑浩拍着仿真机器人姑娘的肩膀
问： “你有心吗？ 你有思想吗？”

“我……没……有……心……” 仿
真机器人摇着脑袋 ， 依然磕磕巴巴 ，
“ 可 …… 是 …… 我 …… 有 …… 一 ……
颗……最……强……的……大……脑……”

本报记者 张 莹

临近五一，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山中伸弥再次走到聚光灯下。 只是，
这位研究干细胞的日本科学家面对的不

是荣耀， 而是学术不端行为的指责。
在他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有

一处图片被发现有捏造数据的嫌疑。 山
中伸弥否认捏造数据， 但能够证明清白
的原始数据已经丢失。

尽管他所在的京都大学组成的调查

组判定论文结论没有问题， 但这位处在
风口浪尖的学术明星还是选择了公开道

歉。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他深深地鞠躬：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让人们对日本
学术研究的诚信产生质疑。 此时我必须
做出这样的声明， 发自内心地向大家道
歉。”

山中伸弥所指的是日本干细胞学界

接连不断的学术丑闻。 4月1日， 曾被首
相安倍晋三力挺的美女科学家小保方晴

子， 被发现论文涉嫌捏造虚假数据。 就
在山中伸弥道歉的一个星期前， 调查小
保方晴子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主席石

井俊辅， 被发现合著的研究论文存在问
题， 被迫辞职。

这并不是干细胞学界第一次出现巨

大丑闻 。 2001年 ， 德国杜塞尔大学的
Strauer教授被发现其实验没有遵循随机
对照的原则。 2005年， 韩国科学家黄禹
锡宣称将人类的体细胞移植到人的卵子

细胞， 并把细胞培养成为胚胎， 不久被
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认定论文伪造。

“干细胞领域是个灰色地带，” 一位
研究者打比方说， “一方面是学者面临
一夜成名的名利诱惑， 另一方面对于这
个前沿的领域， 科学共同体目前只能做
到事后惩戒， 事前大多无能为力。”

学术不端是研究者的有

意所为， 而错误是科学研究
难以避免的

4月28日， 长相酷似金城武的山中伸
弥， 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身穿笔
挺的黑色西装， 打着深蓝色带花纹的领
带， 在现场流下了眼泪。

错误是一名至今没有透露身份的匿

名网友爆出的 。 他指出论文的一张图
片里 ， 两个经过不同处理的样品电泳
结果过于相似 ， 误差线的长度也显示
出不自然的一致性 ， 据此怀疑数据属
于捏造。

对此， 山中伸弥几乎无力辩白。 他
坦言自己没有验证这一图片所需的记录，
因为实验是由合作者完成的。

在长期致力于研究学术不端现象的

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范纳利看来， 山中伸
弥的做法称不上学术不端 。 他解释说 ，
学术不端是指有意捏造、 篡改数据误导
他人， 以及剽窃等行为。 “学术不端是
研究者的有意所为， 而错误是科学研究
难以避免的。” 范纳利说。

起初， 小保方晴子就试图用 “错误
表达” 逃避责任。 今年年初， 这位年仅
30岁的科学家在 《自然 》 上发表论文 ，
宣布通过酸浴手段将普通人体细胞转变

成具有类似胚胎干细胞功能的STAP细
胞。

这一研究结果震惊了世界。 相比前
辈山中伸弥需要依靠四个转录因子驱动

诱导才能把细胞转化为干细胞， 小保方
晴子仅凭物理手段就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属实 ， 这将构建再生医学的

“理想国 ”： 如果你不幸罹患了白血病 ，
医生会从你身上 “变出 ” 造血干细胞 ；
如果亲人得了糖尿病或者阿尔兹海默病，

不要紧， “解药” 胰岛细胞和神经干细
胞就蕴藏在病人的普通细胞当中。

问题随之而来———没有任何一家科

研机构可以证明她的实验能够被重复 ，
包括小保方晴子自己团队的其他人。

“干细胞实验涉及太多的细节， 对
一个实验如果没有长期研究的基础和心

得， 或者换了一个实验室都可能无法重
复。” 国内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从事肿瘤干
细胞研究的陈坚表示， 这种情况在干细
胞研究中较为普遍。

美国一家名为爱摩根的制药公司曾

在2010年尝试重复 《科学》 杂志发表的
论文实验， 但经历半年无功而返。 德国
制药巨头拜尔公司也曾 “大吐苦水”， 说
公司如何因内部实验无法重现文献结论，
而中止了近三分之二的早期药物项目。

陈坚还补充说， 干细胞生物学作为
前沿领域， 加之生物本身的复杂和多样
性， 让研究者本人都可能无法对所有的
实验现象做出解释。 “就像一个灰色地
带 ， 需要引入研究者的判断和主观因
素。” 他举例说， 如同武侠小说里， 并不
是武林高手把 “心法” 传给你， 你就能
打出一样的招数。

一方面是科学前

沿的不确定性， 一方
面是极大的名利诱惑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造假和失误的界

限变得模糊， 也让造假者心存侥幸： 即
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误来辩护。

丹尼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学
术不端行为的动机一部分是一时软弱 ，
比如不想令雇主失望 ， 或者竞争压力 。
少数人则因为极度的自恋、 渴望快速成
名而不考虑、 甚至不在乎后果。”

根据他统计的数据， 约2%的科学家
承认他们曾杜撰、 伪造或是修改数据以
润色结果， 高达34%的人承认其他不端
行为， 包括用直觉分析结果而忽视实际
情况。

作为科学前沿的干细胞研究尤其如

此。 按照范纳利一份关于学术不端行为
的问卷调查， 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篡改和

编造数据的比例特别高。
小保方晴子一度被视作日本 “民族

的骄傲”。 媒体曾不惜篇幅地对她的成长
经历进行过报道， 从年少时的好奇心到
从事科研之后的坚韧和耐心， “无不显
示了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修养”。

这位被赞为 “日本居里夫人” 的科
学家所在的理化研究所获得了日本政府

的高额经费， 资金投入之多， 使得 “如
何花完预算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以至于研究所不时要进行一下内部装修，
购买一些意大利进口家具。

如今， 她又被称为 “女版黄禹锡”，
后者曾因捏造实验结果和买卖人体细胞

而成为造假的代名词。 但想当年韩国媒
体将他冠为 “大韩民国诺贝尔奖的希望”
和 “民族英雄”， 政府不仅向其研究小

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 更授
予其 “韩国最高科学家” 荣誉， 并为其
提供保镖服务。

韩国 《中央日报》 在黄禹锡事件发
生后发文反思 ： “黄禹锡事件的滑稽 ，
把韩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暴露在世人

面前 ； 这其中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
国心， 有成果至上主义， 有对科学带来
经济附加值的盲目期待， 有媒体轻率的
煽情主义 ， 有政界的利用与过度期
待。”

如今， 学术期刊对待干细胞研究也
更为谨慎。 同济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
工作人员孙立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为避免数据造假， 中心现在对学生的论
文都严格要求保留初始数据。

只能做到事后惩

戒， 事前大多无能为
力

与以往出现在媒体时面孔圆润， 充
满活力的形象相比 ， 身穿蓝色连衣裙 ，
带着珍珠项链出现在记者会上的小保方

晴子， 面容消瘦， 双眼噙满了泪花。
对于国际上的广泛质疑， 小保方晴

子供职的日本理化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

心 ， 成立了一个6人调查委员会 。 4月1
日， 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 认定小保方

晴子在STAP细胞论文中有篡改、 捏造等
造假问题， 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诚信对于学者来说就像生命， 人
家不信你， 相当于将你清除到学术圈以
外了， 你的学术生涯就死了。” 专注于学
术打假的方舟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介绍， 在美国， 一旦发现学术不
端的行为， 会禁止当事人在5年内申请国
家科研经费 ， 在瞬息万变的科学领域 ，
这意味着被学术圈淘汰。

学术不端行为者所在的机构也会做

出相应处罚， 比如开除、 降级， 一旦一
个学者被开除了， 他便很难在其他实验
室找到位置。

美国联邦政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

属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都会公布、 处
理大约10起生物医学领域的造假。 这个
机构会接受此类举报 ， 然后进行调查 ，
处理。

只是， 相比事后严惩的方式， 大多
数学者指出， 想要采取事先预防几乎不
可能。

“没有哪一个评审机制能确保不会
出现造假。 通常情况下， 除非造假非常
拙劣： 图和数据错误太明显了。” 方舟子
说。

陈坚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虽然
现在的学术期刊都使用了防止学术不端

的测试软件， 这些软件可以实现从文字
到数据、 图片上的初步筛查监测。 国际
上的知名期刊的评审专家也都是学界的

“大牛”， 凭借他们的经验、 判断力和逻
辑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但对于太过前
沿和创新的东西， 他们也会本着不打压
创新态度， 允许其通过， 依靠后人的研
究和科学的纠错机制来处理。

比如，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著名的
DNA双螺旋结构理论在递交 《自然》 的
专家评审时， 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形。 编
辑决定未经专家评审就将其发表， 理由
是： 这个发现太伟大了， 我在世界上找
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评审他们的文章。

时至今日， 小保方晴子还在自我辩
解。 她坚称在自己作为共同作者的文章
中， “一些图片使用了不恰当的图片处
理技术”。

干细胞研究屡现学术不端
学术明星为何连演丑闻大片

科学现场

催眠反被催眠催
本报记者 宣金学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主
动参加过一次催眠表演。催眠师说要拿点
燃并吹熄的火柴烫费曼先生的手背，并告
诉他“一点也不会疼”。

“骗人！”这位大物理学家心里琢磨着。
整个过程， 他自认为意志清醒：“我当然可
以做这、做那，我只是不想那样做而已！”但
是当他从被催眠状态中醒过来， 手背上真
的被烧伤了一块， 还起了水泡，“一直到水
泡破掉，始终都没有感到任何痛楚”。

这次催眠体验，让费曼先生觉得有趣
极了。而大多看过催眠术表演的人，往往
会惊出一身冷汗：万一他们催眠我之后问
出我的银行账户密码、QQ密码咋整？

近期上映的国产电影《催眠大师》中，
也把催眠讲得神乎其神。徐峥所扮演的主
人公通过催眠疗法，可以让人说出藏在内
心深处的秘密。

“这正是催眠制造的假象，就是你的
心智会被催眠师掌管。” 清华大学心理学
博士后李松蔚说，“催眠术像魔术表演一
样，就是要给观众制造一种假象和错觉。”

很多催眠师都把催眠术归为心理学

的一个分支，标榜其科学性。但在李松蔚
看来，催眠术和心理学的关系，就好像魔
术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一种舞台表演形
式与一门专业学科的关系———“也就是没
关系”。

物理学家常常说不出魔术背后的机

窍，如果硬要他们说点什么，大多只能说：
魔术逃不脱正常的物理规律，其原理可以
用物理学来解释。心理学家也会说同样的
话：催眠无论看上去多神奇，本质上也逃
不脱正常的心理现象。

网上有一个莫红波的表演视频流传

甚广。这位自称香港催眠学院院长的催眠
师邀请了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志愿者参与

表演“人桥钢板”。被催眠后的小姑娘，身
体僵硬得可以站上去一个成年人而纹丝

不动。不少作家在书里描写的杀手兼有催
眠师的能耐，可以杀人于无形。

“要真这样，催眠师早就是亿万富翁
了， 何必走江湖跑码头， 靠演出培训挣
钱？”李松蔚颇有些不屑。

号称曾一次催眠近千人的莫红波，反
复强调催眠术其实并不神秘。 他讲起话
来，永远都是一个语调，不高不低，不紧不
慢，听起来循循善诱却让人昏昏欲睡。

“人人都可以成为催眠师，从小孩子
到80岁老人都可以学，” 这是莫红波的观
点，“只要有基本的领悟能力，掌握必要的
语言技巧。”

事实上，催眠术一直被看做江湖骗术。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催眠术仍是“神灵世
界”披着“科学”外衣的宠物，是一些国家权
威机构所排斥的“伪医学”或“伪科学”。

直到19世纪末，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
伊德到法国学习催眠术，用以构筑他的潜
意识学说。20世纪初，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学说建立，催眠现象初步得到解释。然而，
催眠现象更深层次的机理和实质直到今

天依然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催眠术出身不好，有时会遭到误解

和排斥。” 济南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医师吕艳朋说，“但它应用很广泛，在斯坦
福大学等名校还设有专门课程。” 这位医
师从上大学就对催眠术很好奇，慢慢把自
己培养成了一个业余催眠师。

据吕艳朋介绍， 催眠的深度有着不
同，一般有六个级别。像莫红波表演的“人
桥钢板”，属于第二级；电影《催眠大师》里
的深度，有人说只有三四级，吕艳朋认为
至少达到了第五级：因为被催眠者已经完

全不认识自己很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幻觉
代替了现实。

莫红波给人做催眠治疗，一般达到第
三级就足够了。除了用于心理治疗，催眠
还可以用来隔离疼痛（就像费曼先生的体
验），进行刑侦，甚至用来谈恋爱。

莫红波写了一本书，叫做《人人都会
用的爱情催眠术》， 教年轻人如何使用瞳
术、催眠语言、自我催眠等催眠术引导对
方进入一种潜意识状态，然后输入追求者
的观点和建议。

“催眠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游戏。”
李松蔚说 ，“催眠师并不具备通神的法
力。”让他觉得有意思的是，生活中有很多
日常现象，常常涉及到催眠的原理，比如
看电影、听音乐会、观赏一幅画，都可能让
人“身临其境，恍然如神游太虚”。

其实去看《催眠大师》的不少观众，也
在有意无意中被“催眠”了，或者说被传递
一种暗示，暗示的内容是：催眠真的很神
奇！

科学家在做干细胞实验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