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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英格兰，当下一部分卓越的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向公众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科学。
不仅如此，从20世纪末开始，这些科学家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视、广播节目中推广日常科学理论，
围绕普通人所不了解的力量和事物展开论述。
　　普通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的确是有所忽视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成见。
一方面，对那些从高中开始就被高深的科学吓怕的人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小知识显得通俗易懂多了
。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你能够更好地了解你所在的这个世界，你的生活将由此变得更加有趣。
我保证，只要你知道吃芦笋和打哈欠之间的科学区别，你就会认同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了。
　　本书中每一个主题所讲述的事情都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如果在阅读完本书后，你对这些事情和现象有了和现在不同的想法，或者能够更长久地思考它们，那
就意味着本书成功了。
　　很多研究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的材料都非常宝贵，难以从其
他渠道获得。
对此，我非常感谢。
这些热心的学者们是斯坦利&middot;卡文，莫里斯-哈什森，艾文&middot;洛克，朱丽亚&middot;凯斯
，约翰&middot;普罗文斯和约翰&middot;斯通。
　　很多年前我就确信，科学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但是我还得向其他人学习如何用一种能引人注意的方式加以表达，才能更好地展现给读者。
我现在仍然在学习这种技巧。
琼&middot;巴比尔和我在多伦多的CJRT频道共同主持广播节目，向听众们讲授生物学的知识，她总是
提醒我用能够被大家所理解的词语来解释生物学。
《猫头鹰》杂志的编辑西尔维亚多年来一直努力把我的科学言论简化为简单的文字，再配以图片，好
让即便是8岁的儿童也能够看懂。
不仅如此，《怪癖和夸克》的作者&mdash;&mdash;安尼塔&middot;高登也时常提醒我，注意那些人们
普遍关注的突出的问题。
还有我的责任编辑凯瑟琳&middot;尤里斯，她眼光独到地保留下一些不被别人看好的部分，同时删掉
了那些她认为不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内容&hellip;&hellip;以上这些人都给予我很多帮助，我不知道怎样排
序来分别感谢了。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死去了，在我的灵魂旁边也依然会有一位女性编辑，她会帮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些。
　　我还要感谢辛西雅的热情、玛丽&middot;阿迪诗的执着坚持以及大卫&middot;皮卡特对我的说服
。
　　杰&middot;英格拉姆　　多伦多，安大略省　　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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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家们并不是只对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感兴趣，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疑问和生命中的烦恼，对于我
们每天会做的事情、会看到的现象、会听到的想法，在Discovery频道主持科学节目的“英大师”用大
家都听得懂的方式，把其中的道理用生动的故事解释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让科学更有人情味，让我们
在恍然大悟之余，获得更多的惊奇和智慧，更让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中，有机会静下来思索一些你也许
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个缤纷的世界。

简单明了且机智风趣⋯⋯《小脑袋甜念头——日常生活中的科学》这本书解说科学的方式令人耳目一
新，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跟自己有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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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英格拉姆，加拿大最著名的科学普及推广者之一，他主持的科学节目不但有趣、好看、有深度，
也让他获奖无数。
目前他是加拿大Discovery频道科学节目“每日星球”的节目制作人及共同主持人。

除了主持科学节目以外，他也把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写成了许多本有趣的科普书。
他有大师般的神奇能力，可以把刻板的科学道理用简单明了且有趣的方式呈现，让读者读得津津有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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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找和记住花朵只是蜜蜂脑力劳动的开始步骤，当负责寻找花丛的工蜂回到蜂巢把发现告诉其他
工蜂的时候，蜜蜂的大脑才真正开始活跃起来。
报信的工蜂跳起奇妙的舞蹈，用不同的舞步和不同的舞蹈力度告诉同伴食源的质量好坏、距离远近和
具体的方位。
　　在蜜蜂的各种舞蹈中，最出名的要属&ldquo;摇摆舞&rdquo;。
当花丛离蜂巢至少有100米时，蜜蜂就会跳这种摇摆舞。
在蜂窝黑乎乎的侧壁上，蜜蜂跳起8字舞步，并且一边跳一边不断摇摆它的腹部。
其他蜜蜂则围在它的周围，尽量触摸它的身体，努力从舞动的速度、动作幅度、摇摆的次数及跳舞的
工蜂所站的具体位置去判断花丛的距离及方向。
　　将寻访过程中记住的信息转化成黑暗中的舞步，这本身就够神奇了。
然而，蜜蜂的惊人智慧决不限于此，更加令人惊奇的事还有很多。
首先，蜜蜂并没有确切告知同伴花丛的具体距离，而是通过估计一个来回要耗费的能量。
因此，即使发现了同样的蜜源，在遇到阴天或多风的天气时，蜜蜂的舞姿会不一样。
另外，由于回家时携带了花粉，能量消耗会更大，因此工蜂们甚至能够用舞步区分出门和回家时的不
同风向。
就连那些刚学会采蜜的蜜蜂也能通过舞蹈了解到，飞行难度越大，带回来的花蜜就必须越多，其中一
部分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作为提供能量的食物。
　　蜜蜂之所以拥有这种神奇的记忆和沟通能力，是它们几百万年不断进化的结果。
即使舞蹈所表达的信息很琐碎，蜜蜂也能轻易地解读信息内容。
但最近几年针对蜜蜂的科学实验表明，蜜蜂的有些能力尚需重新定义。
生物学家詹姆斯&middot;古德尔在普林斯顿开展了两个实验，试图进一步地了解蜜蜂。
在第一次实验中，古德尔在一个湖泊中心放置了蜂蜜，&ldquo;引诱&rdquo;一只蜜蜂跳舞、传递信息
。
收到信息后，蜂房中的其他蜜蜂立即飞到湖边，沿着湖岸一路寻找，极力搜寻同伴诉说的美食。
但奇怪的是，尽管湖中心的确停着一艘满载着蜂蜜的船，但它们却不肯飞到湖中去。
古德尔于是进行了第二个实验，他在湖对岸放置花蜜并再次&ldquo;引诱&rdquo;一只蜜蜂跳舞，向同
伴传递信息。
这一次，蜜蜂成群结队而且毫不犹豫地飞越湖面，直奔花蜜而去。
第二次实验表明，蜜蜂第一次不肯飞向湖中并不是因为怕水！
但是，如果蜜蜂找蜜的行为是条件反射的话，那它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次搜寻的时候朝湖中看上一两眼
呢？
　　这样的结果似乎让人无法理解。
于是，有些生物学家推测，蜜蜂可能对它们飞过的地方有些简单印象（我们可以叫它为&ldquo;神经相
册&rdquo;）。
借此，蜜蜂能判别自己所处的位置。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蜜蜂不肯飞到湖中心可能是因为舞蹈传递的湖和蜜蜂以前对湖的简单印象不
相符（假设它们之前确实已有这样的印象）。
也就是说，因为蜜蜂以前知道湖中心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即使它们看到同伴跳的舞，也不肯飞到湖
中心去采集花蜜。
　　不过，詹姆斯&middot;古德尔并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推测，正如我们在开车时依靠地图和以往的记忆一样，蜜蜂在飞行时也会借助大脑中的一些&ldquo;
地图&rdquo;，而不是过去形成的简单印象。
蜜蜂会将收到的信息和自己已有的&ldquo;地图&rdquo;作一个比较，一旦它发现遵循舞蹈的指示会使
自己置身于湖中的时候，就不会飞到湖中心去。
古德尔还进行了第三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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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实验中，古德尔训练蜜蜂从蜂窝飞往一个四周长满了树木的喂养地点。
然后古德尔把这些蜜蜂转移到另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蜜蜂能看到蜂巢但看不到之前的喂养地。
接下来，古德尔发现大多数蜜蜂找不到回蜂巢的路，却能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直接飞往喂养地。
　　我知道，一般人可能很难接受蜜蜂的脑海中有&ldquo;地图&rdquo;的观点。
然而，就算这个假设是真的，它也不能解释蜜蜂出色的数学能力。
一些科学家用糖块对蜜蜂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第一天，研究者在离蜂窝几米远的地方放上一块糖块，于是蜜蜂很快就聚集了过来。
第二天，人们在比第一天远25％的地方放上同样的糖块，蜜蜂也很容易就找到了糖块。
研究者每天都重复这个动作，不过每次放糖块的地方离蜂巢的距离都比前一天远上25％的距离。
一星期后，糖块离蜂窝的距离越来越远，每次的间隔可能有好几米了。
不可思议的是，蜜蜂不仅每次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糖块，而且还会提早出现在人们设想的那个位
置，轻松地等着美味送上门来！
每天都比前一天延长25％的距离，这在数学上是个几何级数。
蜜蜂开动它们仅有1立方毫米大的脑袋就算出了来。
这种能力实在是奇妙之极！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蜜蜂的数学才能还没有被破解。
　　有关蜜蜂的实验告诉我们，每一滴蜂蜜都来之不易，工蜂忙碌一生，耗尽心力才能采集和酿造出
极少量的蜂蜜。
下一次我们舀起一勺蜂蜜的时候，让我们感谢蜜蜂的劳动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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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简单明了且机智风趣&hellip;&hellip;这本书解说科学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跟
自己有关的连接。
　　&mdash;&mdash;《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York Times Book Review）　　英格拉姆是个魔术师
，自然界与物理学中原本错综复杂的奇事，经过他巧手一变，都成了有趣的故事。
　　&mdash;&mdash;《埃德蒙顿太阳报》（The Edmonton Sun）　　英格拉姆摇身变为炼金术士，他
把像铅一样的科学行话转化成黄金般的文字。
　　&mdash;&mdash;《卡尔加里先锋报》（Calgary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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