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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什么是视错觉？
 有时大脑会欺骗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看到的图像和我们预期的不同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例如，当你回想一个眼前并不存在的事物，或对眼前存在的事物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时，视错觉便产生
了。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视错觉，希望借此了解大脑的工作情况。
然而，迄今为止人们产生的大多视错觉现象仍未得到科学的解释。
 即使是最简单的几何错视图也能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1510年出版的《数字的力量》一书中提到的T
形错视图。
水平线条和垂直线条其实长度是相等的，然而垂直线条看起来更长。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视错觉是无法避免的，有时候即使你很清楚自己看到的并不准确
也无法改变。
 第一个大错觉 人类产生的第一个大错觉就是认为存在一个能感知的独特的世界。
人类认为我们的思维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正是思维让这个世界有了意义。
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世界。
事实上我们脑中构建出的这个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并不完全一样，这只是我们的思维产生的错觉。
 所有生物，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生活在自己主观构建的世界中，符号哲学家称之为客观世界。
生物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界联系，从而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因此，对生物有一定意义的特定刺激会使主体产生特殊反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基本的感觉机器恒温器可以感知一个房问内的温度，如果室温和设定温度相差过
大，恒温器就会自动运行，保持室温恒定。
恒温器的感知能力是最基本的，它只能感知一个变量，即温度变化，它仅可以做出两种评估：“温度
太低”和“温度升高，达到设定温度”。
可以这样说，“温度”就是恒温器的客观世界，它与外界的交流只有“温度太低”和“温度升高，达
到设定温度”两种形式。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生物的知觉系统比这要复杂得多。
生物可以感知各种不同变量，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估，每一种评估都会引起特定反应。
 由此看来，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世界中，但不同种类的生物感知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这些独立的“现实”和我们并存于平行的空间中。
对一种生物至关重要的事物对另一种生物来说可能根本不足挂齿，反之亦然。
同样的风景在人类、猫和鸟儿看起来各不相同。
 经济性——少即是多 钢琴家弹钢琴的时候，总是用一只手弹和弦，另一只手伴奏。
在人类的感知过程中，视觉就扮演着和弦的角色，其他感官则是伴奏。
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感官“节目表”，每种生物喜欢的“节目”各不相同。
例如人类喜欢视觉，狗喜欢嗅觉，一些蛇喜欢味觉，蝙蝠喜欢听觉。
为什么大自然不赐予我们其他更厉害的感觉能力？
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和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息息相关。
有没有超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具有的感觉能力要适应自身的生物特性。
例如辨别颜色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区分红绿颜色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寻找食物。
学会从绿叶中找出熟透的红色果实十分重要，因为熟透的果实富含蛋白质，同时更容易消化吸收。
猫无法区分红色和绿色，但它们的夜视能力很强，因为猫是夜行性捕食者。
 对生物而言，行动力比感知力更重要。
在大自然中，某种感觉器官的缺失算不了什么，真正重要的是要学会感知外界不可或缺的事物，同时
迅速果断地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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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多长双眼睛，或者感觉能力更强，我们的大脑就太忙了，我们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分析外界
的刺激，根本无法果断行动。
有时候精简信息比拥有庞杂的信息更有用。
因此，忽略并过滤掉外界的一些信息更有利于我们生存，也更有利于我们享受生活。
 正是因为视错觉的存在，所以有时感知力的经济性更有利于我们生存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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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中奥秘:挑战脑力的错视图》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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