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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中有被注射迷幻药的大象、双头狗、僵尸猫、赛蟑螂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事，有些可能会吓你一
跳，有些可能会让你笑一笑，有些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那不是真的！
”但我可以保证，除非另有声明，本书中提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这绝对不是一本小说。
    这些奇异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科学实验里的著名案例。
这本书汇集了有史以来最怪异的实验，看懂这些故事并不需要科学知识，只要具备好奇心以及对奇闻
怪事的接受度。
    我对于实验案例的采纳标准是：这项实验是否会让我发笑、让我不可置信地摇头、让我恶心得脸皱
成一团、让我翻白眼，或者让我发出惊叹声：这项实验是否会让我不得不好奇是什么样的想象力——
古怪也好、高明也好——竟能想出这样的东西来。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会被归为必收之列。
至于科学价值，当中有些实验是运用科学方法的绝佳典范，有些并不是。
在这本书里，疯狂的科学家、天才、英雄、坏蛋、笨蛋齐聚一堂。
    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怪异实验的案例，当时我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生，主修科学史
，主要研究那些想当然的热门对象——达尔文、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爱因斯坦等。
但教授们指定阅读的文章中，散布着许多参考书目，引领我接触鲜为人知的特殊故事，内容都是关于
各种怪诞和疯狂的实验家的。
这些经由延伸阅读而来的故事比我原本应该研究的主题有趣多了，于是我很快就开始在图书馆里追寻
这类故事。
    把时间快转到2005年。
当时我已经在这方面发展起个人事业——这部分要归功于我的朋友和家人老觉得我从事的领域有趣得
过了头，不像是份正经的工作——我在读研究生的7年当中曾接触并研究过另一个非主流的题材，那
就是谣言骗局，像1938年韦尔斯（Orson Welles）谎报世界大战的广播，或者像皮尔当人之类的骗局。
我设立了一个关于各种谣言骗局的网站，叫做“骗局博物馆”（museumofhoaxes.com），还写了两本
关于骗局的书。
    有一天，我跟哈考特（Harcount）出版社的编辑德克尔（Stacia Decker）一起吃中饭。
我们边吃边聊，她跟我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实验，是从她妹妹那儿听来的。
说是有一个科学家让蟑螂赛跑，很显然他盖了座迷你赛蟑场，里头还有观众席，让其他蟑螂可以坐着
看比赛（关于赛蟑场的故事细节，请见第六部分）。
她觉得怪异实验是很不错的写书题材，我想起在读研究生时接触到的那些案例资料，也深以为然。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当时我跟她聊出的结果。
    从研究谣言骗局到搜查怪异实验，当我对奇怪事物的兴趣持续发展下去时，我发现了谣言骗局和怪
异实验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
    实验的起源往往是某位科学家看到某个情况。
然后心想：如果我改变其中某一部分，会发生什么呢？
于是，这位科学家便通过实验操作观察结果。
骗局基本上也是以同样方式产生，只不过实验操作部分是以某个大谎言的形式来取代。
当然，各位会在本书中发现，科学家采取的操作方式也经常包含了欺骗手段。
有时实验者会事先演练上好几天，把精心设计的骗局弄得天衣无缝，再用在那些浑然不知的实验对象
身上。
以这些案例而言，骗局和实验几乎是难以分辨的。
    骗局和怪诞实验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实验者以科学的名义，声称自己的动机是希望能将知识推展
下去：而设骗局者通常只是想要搏人一笑。
这份严肃感更给怪诞实验增添一份不真实感，这种看似严肃的怪异组合——穿着白袍的科学家冷静专
注地实验着，致力于拓展知识的领域，混杂着一丝恶作剧、甚至近似疯狂的味道——给人一种古怪的
战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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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有这种惊异效果，我把任何只是出于搞笑的实验都排除在外，本书中所有的研究实验都是非常正
经严肃的，对我个人而言，这些故事就更加令人感兴趣了。
    在结束开场白之前，我先回答几个各位在看书时可能会产生的疑问：    咦，怎么没有纳粹？
    我原本不想提这件事的。
但一说到怪异实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纳粹集中营的实验。
至少每次一提起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怪异实验的书时，对方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你是说像纳粹的实验
吗？
”    我并没有将纳粹的实验收录到这本书里，首先是因为我无意写一本罗列残酷暴行的书，第二个原
因是我希望探索的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不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变态虐待行为，纳粹的“实验”在我眼
中就属于此类。
    这两者之间应如何区分呢？
有几个原则可以作为依据。
第一，一旦实验者开始刻意杀人，其研究便立即失去正当性。
第二个原则比较不那么绝对，真正的科学家会发表其研究。
当科学家提交研究报告寻求发表时，表示他主动提供这项研究让科学界检视，而当某个已有一定地位
的期刊接受了其论文，便表示其他科学家同意这项研究应该更广为流传并受人关注。
这并不代表这项研究就是优秀的科学成果或者在道德上说得过去，尤其以今日的标准来看往往都不是
如此，但它的确显示出，无论如何，这项研究在科学史上已具备不容抹煞的地位。
有时候科学家会不得已而无法将研究发表，但99％的情况下，发表与否是区分一项实验是否为真正科
学研究的有效依据。
怎么没有我最喜欢的怪异实验？
    也许各位心中特别喜欢某一项怪异实验，结果发现——噢，不！
没在这本书里。
这是难免的。
书受限于形式，书不可能提供无止尽的空间，我不得不从一大堆可能的案例中加以取舍，最后概括
出10种主题，各自成为每一部分的重点，如果某项实验跟这10种主题无关的话，我就将它舍弃。
    实验内容会很复杂难懂吗？
    我并没有在每一项实验上着墨太多，我希望这本书的步调轻快、易读，连平常不会阅读科学书籍的
人都能读出兴味来，我常开玩笑说这是一本蹲厕所时看的科学入门书——这就是我特地写出了第八部
分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原则，我把一个个往往很复杂的实验案例，以浓缩叙述的短文方式呈现，然后我就会为
各位送上主菜——实验案例。
    虽然这本书乍看之下很像是奇闻怪谈的大杂烩（尤其是将大象注射迷幻药的那宗案例）。
但我的用意并不是贬低科学研究或是本书列举的各项实验；事实正好相反，对我而言，这些故事真正
的重点是那些受到无穷好奇心驱使的人。
    书中出现的科学家——就算是最可怕、最怪异的——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会视周遭事物为理
所当然，而是会发出疑问。
他们的问题也许很怪，甚至很蠢，但最伟大的发现往往都源自有人愿意问那些看似愚笨的问题。
    好奇心的风险在于，唯有等到事后，人们才会知道好奇心证明他们是天才还是疯子，或者介于两者
之间。
一旦着了迷，你便会一股脑儿地栽进去，任凭它引领你天马行空。
    就像我书中提到的这些科学家一样，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也体验到某种上瘾般的好奇心。
我在图书馆里泡了好几个月，从书架上翻出一本本尘封的老旧期刊，认真地一页页翻下去，不断寻找
能吸引我目光的新奇故事，图书馆里的其他人一定很纳闷这个怪人打哪儿来的，一边看着几十年前的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一边咯咯窃笑。
希望各位看这些实验案例的时候，也跟我写它们时一样感到好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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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科学家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们拥有比谁都旺盛的好奇心；否则，他们怎么会想到把猫弄得
欲求不满，无聊到让蟑螂赛跑？

    人类连续11天不睡觉会发生什么事？
大象吃了迷幻药之后会High到摇头吗？
在水底下背单词效果更好？
听莫扎特的音乐能更聪明？
如果世界毁于一次核爆炸，谁最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
    亚历克斯·伯泽编著的《最后的幸存者：史上最真实de75个疯狂实验》是一本蹲厕所时也能轻松阅
读的科学入门书，汇集了超乎想象却绝对真实的75个疯狂实验，挑战你的好奇心与接受极限！
《最后的幸存者：史上最真实de75个疯狂实验》这些百年来科学档案中最怪异、最有趣、最疯狂的各
式实验，加上精彩的图片和想象不到的新奇结论，让你在娱乐大笑、惊讶傻眼之余，轻松赚进科普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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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要一步，白酒变红洒    品酒师举起一杯红酒，对着光看。
“色泽深红。
”他喃喃地说。
他晃了晃酒杯，看着酒汁沾附在酒杯内侧，接着又嗅了嗅，深深地吸了一口酒香味。
“带有研磨咖啡、香料、皮革及黑加仑的气味。
”他又喃喃地说。
最后，他啜饮了一口，让酒在口腔里打转，缠绕着的舌头，享受着这美妙的口感，最后才让酒汁顺着
喉咙滑下去。
    他把酒杯放到桌上，说：“质地丰富而圆润，上等水果，有着丁香、甜太妃糖的味道，口感细致，
绝佳的葡萄酒，依我猜是——1989年的教皇新堡。
”    品酒师品起酒来可真有得瞧呢，但这当中究竟有何奥妙？
他们真的只要尝一口，就能精准地指出酒的确切年份吗？
如果有人真的自称有这本事，那最好不要去参加布罗谢（Federic Broczher）的实验，因为他有办法让
品酒师看起来像呆瓜一样。
    布罗谢是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他于1998年邀请了54位专家来品酒，并写下对这些酒的感觉和印象。
首先，他给每个人尝了一杯红酒和一杯白酒，让他们写下评语；接着，他再让每个人尝另一杯红酒和
另一杯白酒，再次写下评语。
他们描述前后两杯红酒的用语都是丰润、浓醇、色深、黑加仑味、樱桃味、水果味、覆盆子味、香料
味等，描述前后两杯白酒的用语则是金色、带有花香、浅淡、无果味、杏仁味、柠檬味、蜂蜜味、麦
秆味、清爽等。
这两组词汇在酿酒业内都耳熟能详，分别用来形容红酒和白酒。
    这些专家以为自己只是在品酒，殊不知他们其实是某项实验的受试对象，实验目的是要看看品酒师
是否能分辨得出红酒和白酒。
    这些专家并不晓得，第二组端上来给他们品尝的红酒和白酒其实根本一模一样，布罗谢只是加了点
无味的食用色素到白酒里去，制造出假的红酒。
照理说，如果品酒师的味蕾敏感到足以分辨得出酒的确切年份，那么他们应该分辨得出这两杯酒是相
同的才对一一即使其中有一杯被染得有点红也不成问题。
但结果并不是。
没有一个人的评语写到第二杯酒跟第一杯酒味道很像，或者提到那杯“红”酒喝起来跟白酒一样，所
有人对那杯被染红的白酒的描述跟对红酒的描述一模一样。
结论再明显不过：这些专家都被耍了。
    接下来，另一项实验的结果对品酒师的自尊心同样也是残酷的打击。
布罗谢告诉这群专家他将会请他们品尝两种酒，第一种是普通的佐餐酒，第二种是上等葡萄酒。
    他把佐餐酒拿了出来，替每个人倒了一杯，然后自己啜饮了一口，然后立即像难以忍受一样把酒吐
出来。
接着，品酒师们也尝了一口。
并写下他们的感受——普通、不和顺、淡薄、过稀、不纯。
    接着布罗谢又拿出了上等葡萄酒，慢慢地呷了一口，双唇咂咂地发出赞叹声。
品酒师们品尝后都说这酒浓郁、和顺、别有风味、熏香、新鲜、香沉、醇美。
你八成已经猜到结果了，没错，其实这两种酒根本一模一样，都是普通的波尔多酒，    这是否证明这
些品酒师都是蠢蛋？
他们分辨不出好酒和劣酒，甚至连红酒跟白酒都分不清？
倒也不完全是这样，只不过布罗i身十的实验很容易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布罗谢设计这些实验并不是为了要贬低品酒师，他自己本身是个爱酒人士，并且在法国西部创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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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礼德酒庄。
他声明这些实验是要展现认知预期的效果：“实验对象实际上所认知到的，是他所预先认知的东西，
而且很难与之相左。
”    布罗谢想要说明的是，大脑不会将味觉当作一种独立的感官：相反地。
大脑会考虑所有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及味觉）传来的信息，去建构所谓的味道。
矛盾的是，大脑最注重的是视觉。
按布罗谢的说法，大脑对视觉的注重程度大约比其他感官高出了近20倍。
因此，如果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杯子里的是红酒，那么我们的大脑会比较相信眼睛传来的而非味蕾传
来的信息。
于是，我们所预期的东西成了真正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受过训练的品酒师，越容易被这“白酒染红”的把戏糊弄，这是因为品酒
师已经习惯了红酒尝起来应该要有的味道，他们没办法摆脱预先认知的影响。
    这是不是表示下次你开派对的时候可以把馊水倒进很漂亮的瓶子里请人家喝，而不会有人发现？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但不妨先想想：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被这样的把戏耍过？
布罗谢指出。
几乎所有的假酒案件都是因为假冒文件遭识破而曝光的，而不是因为顾客抱怨它的味道有异。
换句话说，你上个月花了50块美金买的红葡萄酒真那么好喝吗？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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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历克斯·伯泽编著的《最后的幸存者：史上最真实de75个疯狂实验》中有被注射迷幻药的大象、双
头狗、僵尸猫、赛蟑螂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事，有些可能会吓你一跳，有些可能会让你笑一笑，有些
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那不是真的！
”但我可以保证，除非另有声明，本书中提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这绝对不是一本小说。
    这些奇异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科学实验里的著名案例。
这本书汇集了有史以来最怪异的实验，看懂这些故事并不需要科学知识，只要具备好奇心以及对奇闻
怪事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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