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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烦人的事情无处不在：讨厌的配偶、用指甲刮黑板的声音、可恶的同事、错过的航班、噩梦、漏
接的电话，甚至是无聊的会议、蚊虫的叮咬等等——你无处可逃，无人幸免。
我们为什么容易被小事儿惹恼？
烦人之事都有什么“配方”？

　　对此，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记者乔?帕尔卡和“科学星期五”节目的弗洛拉?里奇曼通过心
理学、进化生物学、人类学及其他领域的大量研究，给出了有趣而令人吃惊的答案，揭开了人们被惹
恼的真相。
你会发现：
　　为什么人们用手机漫无边际的聊天会如此烦人，而你自己又无法将它屏蔽
　　为什么你觉得美味无穷的食物，别人却完全无法下咽
　　为什么像齐达内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足坛老将会被马特拉齐激怒
　　为什么气味有着强大的力量，而臭鼬又是如何利用这一点的
　　为什么伊法利克小岛上的人们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心烦意乱
　　当然，如果你想惹恼别人也是有方法的。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简单、有步骤的方法，几乎可以让你惹恼每一个人。
想尝试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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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帕尔卡，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记者以及美国“科学星期五”脱口秀主持人。

　　弗洛拉·里奇曼，美国“科学星期五”脱口秀多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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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前言　没头没尾的手机
第1章　美好的可恶之事
第2章　到底有多烦？

第3章　恼人的噪音
第4章　狡猾的气味
第5章　改变历史的小虫之扰
第6章　谁动了他们的奶酪？

第7章　超听力者的痛苦
第8章　不悦耳的音乐
第9章　“心烦”过敏原
第10章　你没那么惹他烦
第11章　从不心烦的小岛居民
第12章　烦躁症：为什么有的人更易怒？

第13章　被惹怒的大脑
第14章　情绪的假警报
结 语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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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美好的可恶之事　  2010年夏天，纽约城热得像个大蒸笼。
这一年的春天早早就来了，温热的天气留了下来，大半个夏天都挥之不去。
7月里有几天，热浪袭人，城内外的温度都蹿到了三位数。
人们抓狂地解渴、避暑，砍开消防栓，解开水龙带。
边道小巷成了迷你水上乐园，公共游泳池也全都对外开放。
　  7月6日是真正的大热天，温度高达103度，打破了8年来的最高纪录。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自从1869年纽约城有官方气温记录以来，只有3天的气温比这天高。
　  对纽约消防局紧急医疗服务队来说，那是十分忙碌的一天。
据《纽约时报》报道，那天他们共收到4 225个救援电话，比平时要多出30%，出勤任务量排在8年来的
第五位。
　  在纽约市拨打911，你首先会被转接到一位称为合同研发组织（CRO）的话务员那里。
他们都训练有素，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看看眼前的紧急情况是否需要医疗救助。
如有需要，电话就会转接给一名紧急医疗服务（EMS）调度员。
调度员是经过培训的紧急医技人员（EMT），他们会根据情况判断属于哪个应急级别。
如果接到窒息、心搏或呼吸停止以及溺水等最为紧急的电话，医疗队就会派出两名护理人员、两名内
科急救专家以及一组注册先发人员（CFR），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往往也会出面协助。
　  纽约的紧急医疗服务由纽约市消防局管理。
该局负责纽约300多平方英里大都市区域内700多万人口的应急护理，每年处理医疗紧急事故100多万件
。
无论是在任何时间，消防局都要保证街上有250辆救护车处在行驶之中。
如果你住的公寓沿街，从窗口往外看你会觉得这个数目甚至还要多。
　  年近30岁的威尔&middot;董是纽约市消防局布鲁克林区的一名护理人员，也是斜坡公园志愿救护队
公司（PSVAC）的总裁。
救护队位于一座条砖建筑的地下室中，建筑外的街道绿树成荫，位于布鲁克林商业区和斜坡公园居民
区之间。
2010年斜坡公园志愿救护队共处理应急事故500多起，其中包括直接电话求助，也包括电话求助呼叫量
较高时期从纽约市消防局转来的电话求助。
救护队有36名正式会员，均由志愿者构成。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居民区紧急医疗服务滞后的应急反应深感忧虑，救护队应运而生。
大多数夜里，救护队都有人值班，随时待命。
而在白天，如果你需要寻求帮助，救护队的语音提示会指导你如何拨打911电话。
　  2009年，纽约市消防局紧急医疗服务的平均应急反应时间为8分27秒。
除窒息以及心搏或呼吸停止外，最严重的求助项目包括蛇咬中毒、哮喘病发作、射伤、刺伤、严重烧
伤、触电和其他外伤，这类事故的平均应急反应时间为6分41秒。
　  如果你曾在纽约开过车，那肯定知道6分钟内就能开到你想去的地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光是从停车场出来可能就得花6分钟，更别说穿越这座城市了。
当然，紧急医疗服务车配备了某些工具，可以避免卷入汽车的汪洋之中，那就是车灯和警笛。
　  &ldquo;警笛&rdquo;（siren）这个词最早指一种半人半怪的女妖，其本领就是用无法抗拒的歌声诱
惑男人。
不过与那时相比，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mdash;现如今，大部分人可不会说自己不由自主地被警笛声
吸引。
　  警笛这东西就是用来恼人的，它要是吸引不了你的注意力或者你把它屏蔽了，那就没用了。
如果你觉得警笛很烦，那就想想坐在配备警笛的车里的人吧，他们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得烦死。
&ldquo;警笛真的很恼人。
&rdquo;董说，&ldquo;你要是个路人还好说，忍忍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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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对坐在救护车里的人来说，那真是阴魂不散。
一般董都会摇起车窗，省得噪音进来。
如果居民把窗户打开，光是听警笛那刺耳的尖叫就够了，其他的声音基本听不到。
　  *　 *　 *　  警笛和现代社会另一种特有的恼人事物有关，那就是我们生活所需的电器、计算机、
电话和其他电子装置所发出的扰人的嘟嘟声。
许多这样的东西都很恼人（也很有用），谁也不愿意听着嘟嘟的电子音吵个不停，却找不出声音是从
哪儿冒出来的。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时间，圣诞节期间；地点，底特律郊区。
圣诞节是一年当中很美妙也极为恼人的日子，机场、公路堵塞，商店里挤满了抓狂的顾客，他们无休
止地寻找着完美的礼物，却一再挫败失望。
　  不过，如果说节假日有某种恼人特质的话，那也是由某种人造成的，正是这种人给假日带来了恼
人的元素。
在鲍勃和苏&middot;约翰逊家一年一度的圣诞聚会上，你就能找到这么一个人。
这里讲的都是真人真事，我们只是改了一下名字。
　  约翰逊家房子的结构错综复杂。
客厅比其他房间要低，再加上两层天花板，显得宽敞无比，即使在桌上放置一棵8英尺高的圣诞树也
绰绰有余。
　  南墙的大落地窗外是一个开阔的院子。
时值密歇根州的冬天，院子里常常银装素裹，好不壮观。
约翰逊夫妇的3个孩子和7个孙子女把这幢大屋子布置得满满的。
干得不错，没浪费一点儿空间。
　  泰德叔叔非常看重圣诞节，特别是圣诞袜的分配。
每年，他都会带一袋子圣诞小礼物。
袋子里有糖果，有最新出的南瓜球，偶尔也会有挂着小瑞士军刀或是带姓名牌的钥匙扣。
　  泰德有点小玩意儿极客的味道，通常都会找些便宜但是科技含量还挺高的玩具扔进这堆小礼物里
。
2009年的圣诞节，泰德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估计是与本书最相匹配的一个礼物：恼人器。
　  恼人器是一小块印刷电路板，和25美分的硬币差不多大。
除了开关外，它还有一个小喇叭和一块磁铁。
　  说不定什么时候，每隔几分钟，恼人器就会短暂地嘟一声。
这么小的东西，发声时间又短，想找到噪声的来源可真是难上加难。
因为噪声很小，你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
因为说不准它什么时候会闹动静，你也没法推测大概的时间。
所以就算你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它在哪儿，也得花上好一阵工夫，弄得自己头都大了。
　  恼人器具备了恼人的必要条件：它让人讨厌，无法预测，还让你误以为它随时都会停下来。
它真是高明极了，只是让人有点不愉快，但又不至于发火。
虽然这么难以推测、无法捉摸，但它完全算得上是一种折磨，可是又不能说它会让人痛苦到哪儿去。
　  恼人器还可以调频，有两种频率的嘟嘟声可供选择。
按说明书的说法，&ldquo;一般来说，2 000赫兹的声音已经足够烦人了，但如果您真的想烦死某个人，
相信我们，12 000赫兹是您的最佳选择&rdquo;。
更高的频率和轻微的&ldquo;电子噪声&rdquo;将打造最刺耳烦人的嘟嘟声。
　  泰德叔叔人很体贴，他耐心包容，对父母关爱备至，对侄子侄女们慷慨大方，在厨房里也是帮得
上忙的好手。
可他还是忍不住在圣诞节这天把恼人器带到家里，安装在客厅咖啡桌金属边框的下面，并打开了开关
。
　  尽管大部分人都知道有个恼人器，至少仔细检查过自己圣诞长袜的人都知道，但时不时听到那种
隐隐的嘟嘟声还是会让人觉得微微有些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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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倒还好，大家只是觉得有点儿困惑。
　  &ldquo;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rdquo;　  &ldquo;好像是。
&rdquo;　  &ldquo;我没听见。
&rdquo;　  &ldquo;你听，又来了。
&rdquo;　  &ldquo;我刚才就听见了。
&rdquo;　  &ldquo;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rdquo;　  半小时过后，泰德开始同情那些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人了。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生性体贴的。
　  恼人器之所以难找，也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声音很短，而不是频率的问题。
我们人类有两只耳朵用来听，很容易判断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除非声音真的很小或者它恰好在我们正前方，一般而言，靠近声源的耳朵听到的声音总会稍大一些，
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声音会被我们（厚厚的）头部吸收。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生物医学教授卢卡斯&middot;C&middot;帕拉说，通过转动头部，我们就可以更
好地确定声音的位置，因为在转动头部的过程中，声音自然会离某只耳朵更近或者更远。
&ldquo;但是转动也需要一点时间。
&rdquo;帕拉解释道，&ldquo;如果声音很短，我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收集相关的信息以断定最
强声源的方向或位置。
&rdquo;　  帕拉还说，12 000赫兹的声音对许多成年人来说也许并不那么恼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频听力会逐渐丧失，对许多人来说，12 000赫兹的频率太高了，是听不见的。
　  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卖恼人器的这家公司名叫&ldquo;思考极客&rdquo;，是一个提供&ldquo;聪
明人用品&rdquo;的网站。
看起来泰德叔叔十分钟情这家网站，他买了好几个恼人器，还给他表弟买了个吼吼箱，基本上是差不
多的东西，只是喇叭更大了，发出的噪声更多了。
比如，刮擦地板的声音，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喘息，小孩子的阴笑声，或是某种诡异的耳语在说
：&ldquo;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rdquo;　  恼人器是思考极客公司的畅销产品。
&ldquo;它便宜极了，而且相当有趣。
&rdquo;思考极客联合创办人斯科特&middot;史密斯说，&ldquo;我觉得它非常有趣，性价比很高。
我们收到了很多不错的反馈，人们会把它放在同事的办公室，从中挖掘了不少娱乐价值呢。
&rdquo;朋友们，他们真的收到这样的反馈了吗？
这儿就有一封他们挂在公司网站上的反馈信可供我们一探究竟：　  亲爱的思考极客网站的朋友们：
　  我最近在你们的网站上购买了&ldquo;恼人器&rdquo;。
实际上，我买了两个，心想要真把我的朋友和同事搞得精神分裂，买两个还是有必要的。
可是，我严重低估了这个小家伙的威力。
　  我目睹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装置怎样把一个（到目前为止）温文尔雅的同事变成了一个唾沫四溅、
咒骂连连、偏执成狂的疯子的全过程。
　  他命令手下所有职员（人数不少）全体出动，找不到这个吓死人的嘟嘟声究竟从哪儿来就不工作
了（可惜这些职员也加入到了恶作剧的阵营中，所以他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然后他等待着，紧张兮兮地紧抓着桌子边儿，猜测着下一个嘟嘟声何时会来。
　  他推测可能是什么人正在做这座大楼的空气质量检测。
嘟嘟声肯定是导管中的某种装置检测到空气中的石棉含量超标，更糟糕一点儿，不是石棉，而是氡气
？
雾化水银？
芽孢杆菌？
　  这个嘟嘟声肯定有什么含义，它意味着什么呢？
是一个警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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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是挺紧迫的，不是吗？
它是要让我们做件事情，可是是什么呢？
换电池？
通知上司？
撤离现场？
用消毒剂擦洗身体，穿上防化服，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家人，让他们哭着来跟我们道别？
　  我估计很快他就会开始拆东西，系统地把他办公室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都拆个遍，从而造就一个
恰如其分的比喻&mdash;此刻他的精神也被拆得四分五裂。
　  这一切让我明白了，我们的理智与疯癫之间的那条线是多么细微而脆弱。
今天，这个芝麻大点儿的小东西帮我毁了一个同事的脑瓜，我真的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不道德地取乐
的幸灾乐祸。
　  祝好　  约翰　  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泰德叔叔买的是第一代恼人器，思考极客公司此后又推出了
第二代。
新款恼人器稍微大些，备选声音更多，音量可以调节，也更贵了。
这东西本来已经够烦人的了，你还怎么改进它呢？
况且，何必呢？
　  志愿者加入斜坡公园志愿救护队的时候，许多人要学习如何在纽约城驾驶救护车，其中也包括对
警笛协议内容的学习。
戴尔&middot;加西亚已经在此工作18个年头了，现任救护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说救护队培训的基本内容就是恐惧练习：&ldquo;我要让他们害怕驾驶，然后再让他们学会驾驶。
&rdquo;这么做就是要他们树立信心。
　  学会怎样用警笛是驾驶救护车的重要一环。
按照规定，在纽约城执行紧急任务时，救护车要打开车灯、拉响警笛，斜坡公园救护队的志愿救护车
驾驶员也要遵守这样的规定。
这条法规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加西亚觉得并非一直如此，他自己就不喜欢在凌晨4点大街上空无一人
的时候骚扰邻居们。
　  驾驶救护车有一些基本规则，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十字路口时必须变换警笛声。
研究表明，同时常识也确认，对于紧急医疗服务调度员用车来说，十字路口处发生撞车事故的风险最
高。
变换警笛声的道理就在于，声音的变化会让人更难忽略警笛的声音。
但这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却让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的事实：如果可预测性太强，即使是救护车的警笛也
会消失在周围环境之中，无法被人察觉。
　  警笛的使用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在救护队的地下室里，威尔&middot;董拿出一支记号笔，画了一幅警笛的图解，并标示出他个人喜欢
的警笛使用方法。
&ldquo;警笛声共分三种：呼啸声，也就是传统的哇呜哇呜；尖鸣声，也就是更快的呼啸。
还有第三种，我称之为刮擦声，也就是听起来像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声音。
这三种声音一个比一个快。
通常刚刚出发的时候我用呼啸声，接近十字路口时换成尖鸣声，然后再换回呼啸声。
&rdquo;他只有在遇到特别严重的交通堵塞时才会使用刮擦声。
　  除了具有恼人的特点外，警笛之所以能起到作用，还在于人们能认出那就是警笛声。
它是有全美统一标准的，该标准由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警笛制造商要按照规定的音频为急救用
车生产警笛。
警笛制造商称，这么多年来，警笛音的频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警笛使用者的花样却越来越多
了。
　  在布鲁克林的一处工业区，董使用救护队的一辆救护车演示了他是如何使用警笛的。
私家车杯座的位置就是救护车里放&ldquo;惠兰&rdquo;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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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红色的开关用于打开或关闭警笛，另外一个旋钮可以设置不同的模式，包括刮擦声、尖鸣声、
呼啸声、手动、扩音装置、广播等等，还有一个按钮负责控制合成扬声器。
董说，消防车现在仍然配有真正的实体扬声器。
　  董在驾车四处巡查的时候喜欢使用扩音装置模式，他形容那种声音是&ldquo;带尾音的尖鸣
声&rdquo;。
纽约市消防局的大部分紧急医疗服务调度员都会采用这种模式。
警笛声的调节变换有很多小窍门，有一些设置能帮你很好地控制警笛、喇叭和扩音器，实现最佳的警
笛声效控制。
处理紧急呼救任务的时候，有些方法可以让警笛自动循环或是提高音量。
&ldquo;那会让人们赶紧躲开，因为警笛声确实很烦人。
&rdquo;董说。
　  不过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不仅从来不会进入梦乡，而且从没真正闭上嘴巴，于是警笛便不总是那
么恼人了。
戴尔&middot;加西亚和威尔&middot;董都觉得许多驾驶员都不会给救护车让路，不是真没听见，就是
他们不愿这么做。
　  加西亚觉得纽约市民特别擅长忽略一些事情。
举个例子，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一辆车在布鲁克林一条路上着火了。
加西亚来到事故现场时，事故车里射出的火焰足足有30英尺高。
好在车子周围还有一些空间，于是加西亚把救护车停在这辆车附近，封堵住这个区域，让人们保持距
离以确保安全。
然后，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ldquo;纽约时刻&rdquo;出现了，一个男人走到加西亚的救护车
边，敲了敲车窗说：&ldquo;能移一下您的救护车吗？
我想把车停在这里。
&rdquo;　  生活中，有些人善于只关注自己想关注的东西，紧急医疗服务驾驶员（或是恼人器的设计
者）的工作就在于战胜人们忽略事情的能力。
　  大卫&middot;休伦对音乐和人类的大脑很感兴趣，他是一位音乐理论家，也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音乐
学院认知和系统音乐理论研究所的所长。
在研究人类为什么对一些声音感到格外狂热时，他在什么使人类对其他声音缺乏热情的问题上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
正如对手机研究的结果表明的那样，吸引人注意力的噪声常常会引发人们最大的反应。
　  自然界是个好地方，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究竟是哪种固有特性
使声音恼人的问题。
　  你坐在家门口的露台上，读着早报，喝着咖啡。
一只苍蝇飞了过来，觉得你的脑袋是它见过的最有趣、最搞笑的东西了。
于是它不知疲倦地围着你的耳朵嗡嗡乱叫，完全没被你卷起来当做武器的报纸吓坏。
你用力猛抽，反倒让这只苍蝇更来劲儿了。
读早报、喝咖啡也许会让你气定神闲，但它们怎么也敌不过一只苍蝇的威力。
什么时候一只苍蝇围着你嗡嗡乱叫不会让你觉得心烦意乱呢？
为什么苍蝇总是这么烦人呢？
　  其一在于你&ldquo;乐观&rdquo;地认为过不久这只苍蝇会到别人头上乱转，其二是因为它绕着你耳
朵的飞行路线&ldquo;难以预测&rdquo;，其三是因为苍蝇有点儿恶心，让我们感觉&ldquo;不舒
服&rdquo;，会想起狗屎和腐烂的尸体。
不过说到苍蝇，还有一个让人不愉快的地方，那就是它那对小翅膀发出的声音。
　  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hellip;&hellip;　  你：大概飞走了吧。
　  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苍蝇们不是在努力试着吸引你的注意力，它们不需要努力，它们生来就有这种能力。
　  当苍蝇尖叫着在你耳边飞来飞去的时候，嗡嗡声的音量会随着它靠近或飞远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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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稳定的音量变化类似于粗糙度的概念。
粗糙度是一段时间内声音振幅变化的计量标准，也就是声音大小变化率。
慢粗糙度称为敲击，你也许会在看别人给吉他调音时听到过这种声音。
快粗糙度相对柔和，听上去是一种低沉的哼哼声。
但如果粗糙度不快不慢，耳朵听起来就会非常难受。
&ldquo;粗糙度实际上干扰了我们的听觉系统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能力。
&rdquo;休伦说。
他的理论是，由于粗糙度使我们难以听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喜欢它。
我们不喜欢粗糙的声音，这方面有很好的生物进化依据，因为这样的声音会干扰我们倾听周围其他声
音的能力。
&ldquo;这也是法国人觉得英语很烦的原因之一。
法语并没有太多音调变化，每个音节都是平衡的&mdash;基本等长，振幅和响度也大体相当，听上去
是嗒、嗒嗒嗒嗒的声音，有点儿像一台缝纫机。
&rdquo;　  &ldquo;相比之下，英语则轻重有别，非常注重语言的抑扬顿挫。
&rdquo;休伦说，&ldquo;英语里有重读音节和弱读音节，它会一直猛击你的头，或扇你的耳光。
这就是粗糙度在其中起了作用。
法国人对英语最经典的描述就是，它听上去像一只在你脑袋周围嗡嗡叫的苍蝇。
&rdquo;　  随着小汽车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路人们也用耳机、手机堵住了他们的耳朵，警笛制造商
目前正在寻找能被别人听见的新方法。
来看看隆隆器吧。
这家伙真算得上是一枚重磅炸弹，它的工作原理和传统的警笛不同。
&ldquo;它是一个辅助设备，要和传统的警笛产品联合使用。
&rdquo;隆隆器制造商联邦信号公司移动系统工程部经理保罗&middot;格盖茨说。
如果你只是处理普通的应急电话，那就没必要打开隆隆器。
它是为恶劣条件量身定制的，而所谓恶劣就是普通警笛&ldquo;赶&rdquo;不走人们的时候。
　  你猜得没错，隆隆器之所以名声在外就是因为它能隆隆作响。
车辆辘辘驶过时，隆隆器会发出一种低频的声音，与其说你会听见这种声音，倒不如说你会感觉到那
种隆隆的震颤。
联邦信号公司是这样描述它的：&ldquo;该设备发出有穿透力的震颤性低频声浪，使车辆驾驶员和附近
的行人感受到这种声音。
&rdquo;　  想象一下那种情景，你在红灯前停下，后边那辆车低音炮似的轰鸣把你的车窗和后视镜震
得乱颤。
隆隆器就是要它周围的车辆有这种感觉。
　  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在行人让道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在他们的请求下，隆隆器应运而生。
&ldquo;巡逻队想找一种另类的警笛声，在普通警笛无法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使用。
&rdquo;格盖茨这样说，&ldquo;使用普通的警笛，你就好像在打一场比赛，立体音响设备、安静车载
环境、手机等都是你的敌人，而隆隆器则为你提供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方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rdquo;　  吸引人的注意力不仅仅是让人更快地意识到事情紧急的问题，警笛同时还保护着紧急医疗
服务调度员的安全。
&ldquo;我开这个东西三次就有一次差点儿送命。
&rdquo;戴尔指着他开的一辆白色轿车说。
他要是不拉响警笛、打开警灯，一般人还真看不出这是一辆应急用车，这车上也装了一个隆隆器。
　  现在你能看到全美国的警车都安装了隆隆器，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
有些人抱怨隆隆器确实太烦人了。
&ldquo;消除噪声&rdquo;（一个反噪声污染联盟）在其发放的宣传单上这样写道：&ldquo;200英尺开外
你就能听到并感觉到警笛的存在。
即使门窗紧闭，警笛声仍能轻易刺穿附近的住房公寓&hellip;&hellip;使用警笛给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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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使城市居民成了高强度低频噪音的俘虏。
&rdquo;　  这样的抱怨引申出一个悖论概念&mdash;美好的可厌之事。
大部分人也许会认可警笛这种小恼人的存在，认为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们能够获得快速医疗护理所应付
出的一份小小的代价。
但是美好的可厌之事是很脆弱的，因为只要稍微多烦一点点，它就好不到哪儿去了，变得纯粹恼人，
仅此而已。
　  想象这样一个坐标图，一个轴上是&ldquo;实用性&rdquo;，另一个轴上是&ldquo;恼人程度&rdquo;
。
如果你把某件东西画在恼人程度高、实用性小的象限中，大部分人会说：&ldquo;不，算了吧。
&rdquo;恼人程度低、实用性高呢？
&ldquo;好的，可以。
&rdquo;然而，要找到两者之间的临界点，不是简单的直接计算就可以得出的。
况且，什么是让人愉快的、什么是让人讨厌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
法判断一件东西究竟是让人无法忍受还是无法抗拒。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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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很棒的书，精彩而富有见地。
通过了解那些烦人的事情，会让你变得少心烦，也少成为别人心烦的对象。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mdash;&mdash;《长尾理论》、《免费》作者 克里斯&middot;安德森　  谁会想到好久没出现过的
一本如此精彩而增长见识的书竟然会叫《烦》。
你也许听说过&ldquo;你吃什么东西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rdquo;，但你不知道真正界定自己的其实
是你的恼人属性。
帕尔卡和里奇曼用最前沿的科学、最智慧的措辞和最善于发现好故事的眼光，为我们带来了烦人这个
由来已久的问题的最新发现。
这本书一定会彻底改变你对饭店里那个用手机大声谈论自己胃镜检查结果的顾客的看法。
　  &mdash;&mdash;《你身体里的鱼》作者 尼尔&middot;舒宾　  从没碰到过研究&ldquo;烦&rdquo;这
一问题的书。
本书作者从心理学、哲学、神经学等方面，包括很多奇闻轶事、洞见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了被科学界
忽视的课题&mdash;&mdash;&ldquo;烦&rdquo;的心理学。
为什么一丁点儿的事情都可能让我们心烦意乱？
对这个问题好奇的读者，都该读读这本书。
　  &mdash;&mdash;《看不见的大猩猩》作者 丹尼尔&middot;西蒙斯　  烦人的科学？
我起初还满腹狐疑。
但是本书真的颇有见地。
在很多章节，我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心想：&ldquo;对，我完全了解，我就是这么想的。
&rdquo;　  &mdash;&mdash;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院长、　  2009诺贝尔医
学奖获得者 卡罗尔&middot;格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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