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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人人有台“粉碎机”　  徐来（果壳网主编）　  “谣”，用《尔雅》中的解释就是“徒歌”
，随口唱唱的，所以古人常常谣谚并称。
后来，这种“口头文学”被用来制作预言，也就是所谓的谶谣。
再后来，谣又长出了各种枝蔓，收进各种上下左右前后古今的离奇故事。
随口唱唱的，变成随口说说的。
谣谚成了谣言。
　  科技领域是谣言的重灾区。
这并不难理解，正如阿瑟克拉克所说，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辨差异。
既然是巫魔一路，自然也就有了被叉上火刑架的资格，使人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科技这玩意在日常生活中又不是想避就能避得了的。
无论愿不愿意，它已经而且会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不过，科学话语的专业性、奇怪的创作冲动
、复古思潮的影响、由不信任引发的阴谋论以及逐利的商业动机随时都可能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科学生
活使一个绊儿。
　  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科学传播就是不停地与那些科学谣言做斗争：食物相克、养生产业、食品安
全、外星文化⋯⋯　  其时，正当果壳网草创。
以唤起大众对科技的兴趣为主旨，以科技已经且必将继续改变每个人生活为信念，我们建立了“谣言
粉碎机”这个主题站，以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介入公众最渴求、最希望得到解释的内容。
　  多年以来，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信息洪流一直都脱不了“泥沙俱下”的评价。
如何在这个局面下生产优质的、足以让读者信赖的内容，自然就成了果壳网及谣言粉碎机主题站工作
的核心。
　  此前，在面对专业领域的疑惑时，大众媒介习惯于通过对专家的采访来梳理、解答专业问题。
这个做法快捷、直接，对大众媒体来说或许是恰当的。
不过，专家的答复很有可能会受到研究领域、答复准备等条件的限制，大众媒体在信源选择、内容剪
裁方面也很有可能出现误差，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疏漏，造成乌龙报道、瑕疵报道。
“专家变成砖家”的结果，与此类报道关系密切。
　  谣言粉碎机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们并不谋求资深业内专家来为公众解说专业知识。
我们更倾向于与相关专业的学生，青年教师及技术、研究人员合作，一方面提供更为快捷、详细的知
识，另一方面也协助青年科学作者们提高与一般公众沟通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谣言粉碎机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查证与解说来分析流言。
这使得我们所制作的绝大部分内容，以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作为基础。
我们力求每一个数据、每一个重要的观点都来之有源，建立在科学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共识之上。
这个做法会尽可能避免因为个人的认识、判断或者疏漏而导致的事实偏差。
在内容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厌其烦地将探索过程描述完备，相应的“参考文献”也一一胪列。
这个过程，也为普通读者理解科研工作、掌握分析技巧提供了可能。
　  如前所述，泛科技谣言的来源，大概有5种情况：科学话语的专业性、奇怪的创作冲动、复古思潮
的影响、由不信任引发的阴谋论以及逐利的商业动机。
　  ○ 科技话语的专业性使大众媒介和一般读者很难确切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再加上大众媒体在制
造新闻兴奋点的时候，又常因为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歪曲、掩盖、模糊一部分事实，造成误会。
同时，由于媒体在新闻技巧上的疏漏，比如使用不当信源，对内容给予不当解读甚至误报，也会成为
泛科技谣言的源头。
　  ○ 奇怪的创作冲动，说的是一种名为“钓鱼”的行为。
造作者故意撰写包含伪术语、伪理论，但又符合一些人内在期许的文章，诱使后者转载、援引，起到
嘲弄的效果。
著名的《高铁：悄悄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文即是“钓鱼”的典范，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它甚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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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引入公开报道。
一些典型的搞笑新闻，比如《洋葱新闻》、《世界新闻周刊》的内容，也曾经被媒体、网友误作真实
信息引用。
此外，一些科技媒体的愚人节报道，《新科学家》就曾遭遇此种情况。
　  ○ 复古思潮的影响表现为，人们更倾向于信任传统的观念与方法，而排斥新的或者自己不熟悉、
没有听说过的方法。
特别是当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对实际生活并不产生恶性影响，或者成本很低时，人们尤其倾向于保守态
度—各种“食物禁忌”即属此列。
　  ○ 由不信任引发的阴谋论，最典型的案例是各种灾难传闻以及与外星人、UFO有关的流言。
在此类话题面前，很多人将官方、半官方机构视为“信息隐藏者”，将科学报道者视为其同谋。
在自然灾害之后，阴谋论横行的情况通常都会加剧。
　  ○ 逐利的商业动机造就泛科技谣言的案例，最著名的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案例。
当时有谣言称，美国一家著名日化公司的圆形老人头像商标被诬是魔鬼的标识。
这个谣言给该公司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后的调查发现，这个谣言的源头来自另一家公司的产品销售商——相关的诉讼一直到2007年才终于
尘埃落定。
　  泛科技谣言的成因如此多样，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也面广量大，乍一看或许确实会让人产生目迷五
色的无力感。
不过，其实利用一些恰当的资源、方法，对相关信息进行简单检索、分辨，一样可以对流言的真伪略
有心得，虽不中亦不远。
　  我们曾经如此描述“谣言粉碎机”的工作流程：果壳网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将分析流言的全过
程尽可能完备地记录下来，甚至让急于了解“最终结论”的读者看起来觉得有些冗长，在文章的篇末
，我们也总是尽可能开列上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不了解探索过程的读者提供一种线索，使之逐渐熟悉自行探索的工具和方
法，最终实现“人人有台谣言粉碎机”的愿景。
　  道路看起来很漫长，但幸好它就在脚下。
　  序二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维舟（著名博客作者，知名书评人）　  这个时代有两个看似彼此
矛盾的趋向：一方面，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获得消息渠道的极大多元化，人们能对各种
传言作出更清醒的理性判断；但另一方面，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和技术进步也使谣言传播的速度大大加
快，人们往往来不及一一分辨各种信息的真假。
在中文里“听信谣言”似乎总是暗示着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状态，但正如博尔热所言：“在自身专长
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
”人们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缺乏直接经验和切身体会的事物都难
免轻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每个人不管受过多好的教育，他的既有知识储备终究是有限的，
你如何知道世界是球形的？
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
极少有人亲自做过论证。
到最后，这只不过是一个“你到底是否愿意相信”的问题而已。
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在我看来主要目的并不是所谓“启迪民智”，而是提供一种对未经证实的传
闻的合理怀疑态度：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其限度，你也许无法亲自论证某个说法，但至少在它得到确切
论证之前不必热烈拥抱它。
　  谣言背后的风险社会　  虽然人们总是假定：只要不断提升人类的理性，并使信息透明化，就能消
弭谣言产生的土壤；但迄今为止这一直只是个理想，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
没有哪个社会的人所传播的信息都完全是正确的（那也将是个极其乏味的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人
们为了尽快获知自己所关心的真相，常常都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着那些未经证实的谣言。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谣言折射的正是群体心理：他们的希望、恐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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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绪在大部分谣言中都表露无遗：磁铁能预报地震、普通人的大脑只被开发利用了10%、牙刷
比马桶水还脏、转基因食品吃死了德国奶牛、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火灾⋯⋯这些已被粉碎的
不实传言其实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主谓结构，如：（我希望）磁铁能预报地震、（我恐惧）在加油站
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火灾，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恐怖恶心的谣言，常常生命力越强，因为它们似乎印证了我们一直在担忧的某些危
险。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与焦虑，只不过其指向有些不同——在古代也许谣传的是妖怪会吃人，
而现代则是担心那些不可见的细菌、病毒、辐射对经过消毒的中心领域的入侵。
谣言是世上最古老的传媒，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很多民间故事其实不过是已经变成社会集体记忆一
部分的谣言，这其中常常充满了偏见（谣言通常也是耸人听闻并迎合人们偏见的）和极其保守的价值
观，但却包含了人们最关心的核心信息。
　  和其他口语文化一样，谣言从来没有长篇的、渐入高潮的线性情节，也没有精心设计来组织叙事
的做法，但它能以非常简单的（虽然常常是错误的）方式满足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事态的心理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在天灾之类的紧急事件面前，特别容易爆发出大量谣言：人们想要知道日本地震后有没
有核辐射尘埃飘到中国、有没有危害、后果会如何，他们不但急于知道，而且希望答案最好尽可能地
简单。
糟糕的只是，答案往往是他们早已持有的那些观念，所以他们往往听到谣言后的第一反应是：“我早
就知道”（那应该有危险，等等），仿佛事情的发生只是证实了一直深埋在他们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很多谣言已经演变成一种都市传说——谁都听说过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现代传说，正因为现代人
“食品被污染”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因此才偏偏会生出关于种种这类讨厌之物入侵的故事。
这种恐惧并非全无根据，因为现代社会确实有着种种食品安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方便面都经
过油炸，含有致癌物质”之类的传闻会久经不衰。
研究现代都市传说的《消失的搭车客》中曾指出：这类故事往往有三个特点：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
一定可信度、有一定警示意义。
有趣但并不意外的是，同一个主题的谣言，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同样
是食品污染，德国的故事强调提防外国工人，而美国传说则重在抨击大企业唯利是图。
　  尽管谣言所披露的“事实”往往包含某个可怕的因素（手机辐射、致癌物质、快餐店培养出了多
翅多腿鸡这种怪物），但它自有办法使人相信。
有句格言说：“古代科学常常以迷信的面貌出现，而现代迷信则常常以科学的面貌出现。
”在关于食品安全、自然灾难、科技带来的灾难等主题的谣言中，包含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是
寻常之事——例如说维生素C和虾同吃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的三氧化二砷并致人死亡，这里“三
氧化二砷”这个术语本身就会大大提高谣言在表面上的可信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恐惧什么。
现代之所以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与科学相关的不实传闻，恐怕也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风险社会。
在上帝死后，人类社会从一个“命运社会”转化为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没有更高超自然力量可以祈
求，人们只能独自面对不可控的风险。
谣言中所反映的那种恐惧和烦恼，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小心翼翼的担忧，因为人们面对着三个词：不
确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
总之，人们所秉持和相信的那些谣言与错误观念，不过是他们试图追求确定、可靠、安全，并躲避风
险的一种本能，虽然他们的想法令人遗憾的错误，但这背后的心理却是可以理解的。
　  利他型谣言传播　  在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信息发布门槛的急剧降低以及传播速度的加快（简言之
，更多人可以将更多信息发布得更快），令人无从判断其真假的谣言往往充斥于网上——网络时代的
特点之一就是，个人成了媒体，而普通人在发布小道消息时常常不会或认为不必核实其真实性。
　  许多谣言之所以能传得那么快、那么远，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的许多谣言都属于“利他型
谣言传播”，就像2011年春抢盐风潮时许多人在亲友之间奔走相告“补碘盐、海带可以防辐射”，除
了极少数炒盐价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并非“别有用心”，相反他们可能都觉得这是为了亲友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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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他们躲过一劫，但这种“良好用心”的结果却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一个未
经证实的谣言。
　  在关于人体健康、食品安全、手机辐射等主题时，这一谣言传播的心理更加明显。
首先，它常常以一种“我才是真相”的面目出现，然后“为了你好”告诉你一个值得警惕的信息——
比如，什么能吃/用，什么不能吃/用，万一不得其法就可能为你个人带来灾祸。
诸如“宿便是健康杀手”、“转基因食品不能吃”、“牛奶有利于睡眠”等等都属这一类型，这类谣
言实际上构筑起一个禁忌体系，让人们遵守着这些警示来生活，而禁忌的特点就是“尽管你不知其所
以然，但你最好遵守，因为谁也不知道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
　  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好心”，这些谣传才得以在人群中经久不息地流传。
许多人正因为觉得自己是利他的，所以在传播谣言时不仅没有负罪感或心理负担，相反他们还觉得是
在做好事，最终反倒导致了谣言的猖獗。
利他型传播者常常对事实真相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更容易坚持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中国的许多谣言传播者其实都是利他型的。
人们在传播谣言时的潜台词常是：“相信我，我是为你好。
”而且大多数人内心确实是这么想的。
尤其在发生某些灾害的时候，这几乎变成了一种防范风险机制。
2010年著名调研公司A.C.Nielsen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受调查的20多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
人最倾向于和人分享负面体验（其比例约为最低的韩国的两倍），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好事不
出门，坏事传千里。
”这可能也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人抱有更强的不安全感吧，因此更容易去“提醒”亲友们注意各种或真
或假的危险。
　  在所有情况下，谣言通常都是通过人际网络来传播的——无论是在熟人之间，还是网上意见领袖
与粉丝之间的那种虚拟人际网络，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效应，即所谓“社会
流瀑”。
一个从理性的角度看不可信的谣言，如果是你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你，并坚持说“相信我，我绝不会骗
你”，出于对他们为人的信赖（你当然相信父母不会骗你、害你），你很可能会产生思想上的动摇甚
至采信。
　  在此，有必要破除那种幻觉：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常常并非利他，相反，这可能倒是导致不必要
的恐慌，其最终的结果是“害人”而非“利他”。
确实很少人能分辨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但每个人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在这个消息被正式证明属实之前
，不要急于把它传播出去，因为那很可能并未减轻别人的恐慌，反倒加剧了那种恐慌。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消息是否属实其实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需要通过这样一种信息分
享进一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社会群体归属感。
当一些口头信息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时，它只不过是从现实的人际圈子转移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
，人们得以和从未谋面的人也进行“对话”。
和口头传播一样，网络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可以互动：信息并不只是单向地从甲传给乙，乙也可以迅速
给出自己的反馈。
因此在这个时代，如果说这种新的口头文化提供了谣言爆发的一个良好时机，那么它也同时提供了一
个鉴别谣言的良好机会：人们得以在公开讨论中学会如何养成独立思考的判断。
毕竟，要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塞给每个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人们知道怎样去寻获正确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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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纷纷谣言，谁来调查真相成了大问题。
虚假事实、夸张的表述、专家学者的名号、貌似科学的实验或者报道本身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解读，给
流言创造出没机会。
一群活跃在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社会公益辟谣领域的科技青年从科学的视角出发，秉持“严谨思考
、分析真相”的理念运用专业知识为公众粉碎谣言、揭示真相，树立理性思考的生活方式，让谣言止
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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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果壳Guokr.com
果壳网（Guokr.com），国内首家泛科技垂直网站，一个开放、多元的泛科技社区，秉持“科技有意
思”的理念，致力于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泛科技主题内容，对身边的生活进行有意思的科技解读，
并唤起大众对科技的兴趣，让科技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科技将为你打开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
一群活跃在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社会公益辟谣领域的科技青年，拥有高学历和出色的职业履历，秉
持“严谨思考、分析真相”的理念，聚集在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主题站，运用核查信息源、检索科学文
献、简单实验等方法来击破或证实一些长期流传于人群中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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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人人有台“粉碎机”
序二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食物现场调查
　致命食物不可不防
　咖啡超三杯，胸部会变小吗
　转基因食物导致仓鼠不孕是真的吗
　不可迷信的解酒
　草莓畸形膨大会致癌吗
　转基因玉米惹的“祸”
　转基因作物的准入是非
　圣女果是自然的恩赐还是转基因产物
　泡面，你敢吃吗
　西瓜变炸弹的“幕后推手”
　转基因玉米和帝王斑蝶
　“晚上一杯奶，有个好睡眠”
健康，不简单
　隐形眼镜会导致白内障吗
　你也被酸性体质忽悠了吗
　维生素C预防和治疗感冒可靠吗
　经期洗头容易患癌吗
　分血型减肥——幻想中的捷径
　“宿便”，想当然的健康杀手
　家庭厨房也能自制春药吗
　去屑洗发水会导致胎儿畸形吗
　疫苗与孤独症的是是非非
　喝小分子水治心血管病可能吗
　“咖啡不加糖，香浓好灌肠”
危机边缘：阴谋与真相
　日本地震可能是核试验吗
　亚丁湾“星门”之谜
　“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是骗局”
　快餐店的恐怖流言
　墨西哥“外星婴儿”现形记
　“迷魂药”有可能存在吗
　激光手术矫正近视：医学界的惊天“阴谋”
　关于地震的数字游戏
数字陷阱＆概念坑
　豆沙绿—护眼并非如此简便
　远视、老花，傻傻分不清楚
　“维生素C+虾=砒霜”
　安全套究竟安全吗
　牙刷比马桶水还脏吗
　小强的大众神话与草根人生
　鹰的重生传说
　斑羚飞渡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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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一格电，辐射大千倍”
　用手机号能复制
　SIM卡窃听通话吗
　人的大脑真的只开发了10%吗
“好心肠的”谣言
　扬起流言灰尘的“建筑物扬灰层”
　被科学的“先父遗传”
　木瓜丰胸—那只是个传说188
　“要知性取向，只要看手相”
　遇险手机没信号拨打112有用吗
　催熟的香蕉会导致性早熟吗
　碘酒碘盐海带，全部都是浮云
　手机充电时接电话会触电吗
　X光安检仪的辐射有多可怕
　充电误区那点事儿
　飞机上为什么禁止使用手机
谣言粉碎实验室
　“生命三角救生法”
　“湿猴理论”—被科学的寓言
　磁铁能预报地震吗
　微波炉充值—不可能的任务
　一次性筷子变笋干造假现形记
　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不可能的亲密接触
　可乐罐上的老鼠尿
　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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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脑屏障的通道--就像高峰时间段的地铁入口一样--反而会降低色氨酸穿过血脑屏障的能力。
　　所以，与其喝牛奶助眠，不如吃些饼干。
碳水化合物会刺激胰岛素的合成，而后者可以促进支链氨基酸（包括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进
入肌肉组织，间接导致支链上芳香族基团的色氨酸的相对浓度上升。
这么一来，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大脑，人就会变得昏昏欲睡。
如果你用一大碗夜宵取代牛奶，你也许会更易入眠（当然，也更易体会到什么叫“马无夜草不肥”）
。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已经想到空腹服用色氨酸可以帮助入睡吧，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曾有L-色氨酸补剂（每日剂量约1000～2000毫克）出售以治疗失眠、抑郁等，但FDA在1989年召回
了这种补剂，因为研究发现，这种补剂有可能造成一系列健康问题。
不过，也只是有可能而已，它们与L-色氨酸补剂的具体关联至今尚无定论。
　　其实，让人感觉有助入睡的很可能是牛奶的热度而非牛奶本身。
有研究证明，皮肤温度上升则入睡速度加快。
但大部分时候，一杯到胃肠道里的牛奶并不足以让你的皮肤温度有明显上升。
相比之下，一个热水浴会有效得多。
　　结论：谣言粉碎。
牛奶可催眠主要是心理上的安慰剂效应。
牛奶中的确含有能助人入睡的L-色氨酸，但其含量并不足以助人入睡，且牛奶中的色氨酸并不能很好
地被大脑吸收。
与其靠牛奶催眠，不如在睡觉前吃个夜宵，或是洗个热水澡效果来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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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狭隘的来源往往是无知，启蒙的意义就如康德所说“敢于知道”。
　　——柴静　记者　　　　今天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不仅仅是崇敬。
流言造成了对科学的不信任，不信任又进一步为谣言的滋生、传播、泛滥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土壤。
当许多人被林林总总的谣言所惑而不知所措时，果壳一群科学青年出色地承担起了辟谣的责任。
《谣言粉碎机》地展现了如何遏制科学谣言造成的灾害性破坏，重塑了科学和人类这一对伙伴的和谐
关系。
　　——罗云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　　　　在网络发达和信息爆炸的今天
，通过微博等平台，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媒体，拥有自我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明辨事实和谣言也
越来越重要。
我们努力接近人生的真相，也努力破除科学的谣言，与果壳的青年们一起同行，让信息更真实，生活
更纯粹。
　　——姚晨　演员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谣言粉碎机>>

编辑推荐

　　果壳阅读是果壳传媒旗下的出版品牌，秉持“身处果壳，心怀宇宙”的志向，将人类理性知识的
曼妙、幽默、多变、严谨、有容以真实而优雅的姿态展现在读者眼前，引发公众的思维兴趣。
　　柴静、姚晨、罗云波真诚推荐　　国内首家泛科技垂直网站果壳网，教你识别生活谣言，看透真
相　　狭隘的来源往往是无知，启蒙的意义就如康德所说“敢于知道”。
　　——柴静  记者　　面对纷纷流言，你能一眼洞穿谣言和真相吗？
“Yes”or“No”？
　　维生素C能与虾一起吃？
　　催熟的香蕉会导致儿童性早熟吗？
　　牙刷使用三个月一定要更换吗？
　　手机剩一格电时，辐射会增大上千倍吗？
　　发生地震时，传说中的“生命三角救生法”靠谱吗？
　　⋯⋯　　答案尽在《谣言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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