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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的一项研究中，最引人瞩
目的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人，其
心脏病例非常少见。别忘了！中国农村的
心脏病比例也很低——— 美国男性死于心
脏病的比例，为中国男性的17倍。

为什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人容易罹患心脏病，但许多其他国家的
人相对而言却安然无恙？答案很简单：死
亡，是食物造成的！只要是饱和脂肪与动
物性蛋白质的食用量较少而全谷类与蔬
果的摄取量较高的文化，患心脏病比例
就会较低，也就是说，这些文化多靠植物
性食物维生，而美国人则多倚赖动物性
食物。

但是，会不会是基因作祟，导致某个
族群比较容易罹患心脏病呢？其实实情
并非如此，从一群遗传基因相同的人身
上，就能看出饮食与疾病的关联，也差不
多和上述情形类似。此外，烟瘾也不是心
脏病的原因，因为日本男性可能是全球
最爱抽烟的人，但是发生冠状动脉心脏
病的情形仍比日裔美籍人士低。研究者
在报告中把矛头指向了饮食，他们写道，
血胆固醇会随着“饮食中所摄取的饱和
脂肪、动物性蛋白质与饮食胆固醇”而增
加，相对的，血胆固醇“与饮食中所摄取
的复合碳水化合物呈负相关……”

简言之，动物性食物与血胆固醇浓
度较高有关，植物性食物则与血胆固醇
较低有关。

这项研究意味着饮食可能导致心脏
病，不仅如此，早期研究结果也勾勒出一样
的情景：吃进愈多饱和脂肪与胆固醇(摄取
动物性食物的指标)，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也
愈高。而当其他国家开始模仿美国的饮食
方式时，心脏病的比例也就跟着蹿升。

死亡，是食物造成的！罹患心脏病既
不是基因在作祟，而烟瘾也不是真正原
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心脏病，也
知道影响心脏病的因子为何，但是，罹患
心脏病时该怎么办？弗雷明汉心脏研究
计划之初，已有医生除了设法预防心脏
病，还试着寻找治疗方式。他们以当时最
创新、最成功的治疗计划来治疗心脏病，
然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最原始简单的技
术：刀与叉！这群医生在密切注意当时持
续进行的研究之余，也不忘联系到常识。

他们知道：在动物实验中，摄取过多
脂肪与胆固醇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动
脉变硬、硬化斑累积)。吃进食物里的胆
固醇，会造成血液中胆固醇浓度提高。血
胆固醇高可预告心脏病的发生，或导致
心脏病。世界上大多数人皆未罹患心脏
病，而这些不会罹患心脏病的饮食文化
中，脂肪与胆固醇的摄取都较少。

因此，这些医生们决定让患者改变
饮食，要他们少摄入脂肪与胆固醇。这其
中的一名先驱，就是洛杉矶的莱斯特·莫
里森医生。在弗雷明汉研究展开前两年
(1946年)，他就已经先进行了一样研究，
“以判断饮食脂肪的摄取和动脉粥样硬
化发生率的关联”。

在实验中，他让50名曾经心脏病发
的病患维持一般饮食，而另外50名也曾
心脏病发的病患则采用实验饮食。他把
实验饮食组的脂肪与胆固醇摄取量减
少，根据他所公布的样本菜单，病人一天
只能吃两次少许的肉：中午是同分量57

克的“冷的烤羊肉(瘦肉)配薄荷酱”，晚上
也是同分量的“瘦肉”，就算再怎么爱吃
冷的烤羊肉配薄荷酱，也不能多吃。事实
上，实验饮食所禁止的食物可有一大串，
包括奶油浓汤、猪肉、肥肉、动物脂肪、全
脂牛奶、奶油、牛油、蛋黄、牛油制成的面
包与甜点，以及鸡蛋。

这种进步的饮食有什么成效呢？维
持普通美式饮食的50名病人，8年后只有
12人还活着(24%)，至于实验饮食组的病
人，则有28人还活着(56%)，人数几乎是对
照组的两倍半。12年之后，对照组的病人
已全数死亡，但是实验组却有19人还活
着，存活率达38%。

提要：
弗雷明汉心脏研究计划可说是史上最知名的一项研究，但美国在过去60年里，还

曾进行许多其他的研究。早期研究的结论都是：美国人罹患心脏病的比例居全球之
冠，这点值得美国人提高警觉。

使用一款苹果产品可以像走在
乔布斯喜爱的京都禅意花园里一样，
让人肃然起敬，而这两种体验都不是
通过崇尚开放或百花齐放来实现的。
落在一个控制狂手里的有时候感觉
也不错。乔布斯的极致还表现在他的
专注力上。他会设定优先级，把他激
光般的注意力对准目标，把分散精力
的事情都过滤掉。如果他开始做某件
事—麦金塔早期的用户界面，iPod和
i P h o n e 的设计，把音乐公司引进
iTunes商店—他就会非常专注。

但是如果他不想处理某件事—
法律纠纷，业务事项，他的癌症诊断，
某件家事—则会坚决地忽视它。那种
专注使他能够说不。他只保留几个核
心产品，砍掉一切其他业务，让苹果
回到正轨。他剔除按键让电子设备简
单化，剔除功能让软件简单化，剔除
选项让界面简单化。他把这种专注的
能力和对简洁的热爱归功于他的禅
修。禅修增强了他对直觉的信赖，教
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
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
于至简主义的审美观。

遗憾的是，禅修未能使他产生一
种禅意的平静或内心的平和，而这一
缺憾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他常常深
深地纠结和不耐烦，这些个性他也无
意掩饰。大部分人在大脑与嘴巴之间
都有个调节器，可以调整他们粗野的
想法和易怒的冲动。乔布斯可不是。
他很看重自己残酷诚实的一面。“我
的责任是当事情搞砸了的时候说实
话而不是粉饰太平。”他说。这一点使
他富有魅力又能鼓舞人心，但也使他
有时候，用技术词汇来说，像个浑蛋。

安迪·赫茨菲尔德有一次告诉
我：“我真的特别想让史蒂夫回答的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要那
么刻薄呢？’”甚至乔布斯的家人都奇
怪，他到底是先天缺少能避免乱箭伤
人的过滤机能呢，还是有意回避了那
个机能。乔布斯称是前一种。“我就是
我，你不能期待我成为另外一个

人。”在我问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
但我认为他其实本来可以控制自己，
如果他想的话。当他伤害别人时，并
不是因为他感情上意识不到。正相
反，他可以把人看透，明白他们内心
的想法，知道如何随心所欲地结交他
们，诱惑他们，伤害他们。

乔布斯的传奇是硅谷创新神话
的典型代表：在被传为美谈的车库里
开创一家企业，把它打造成全球最有
价值的公司。他没有直接发明很多东
西，但是他用大师级的手法把理念、
艺术和科技融合在一起，就创造了未
来。他欣赏图形界面的威力，就以施
乐无法做到的方式设计了Mac；他领
会了把1000首歌装进口袋的快乐，就
以索尼尽其全部资产和传承都无法
成就的方式创造了iPod。有些领导者
通过统揽全局去推进创新，有些是通
过把握细节。乔布斯两者兼顾，不懈
地努力。正因如此，30年间他推出的
一系列产品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产业。

应用和执行的方式极具创造力，使
苹果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他很
聪明吗？不，不是格外聪明。应该说，他
是个天才。他的奇思妙想都是本能的、
不可预见的，有时是充满魔力的。他真
是数学家马克·卡克所说的那种魔术师
天才，他的洞见会不期而至，更多地要
求直觉而非大脑的处理能力。他像个探
路者一样，可以吸收信息，嗅到风中的
气味，对前路先知先觉。

史蒂夫·乔布斯就这样成为我们这
个时代的一位企业管理者，一个世纪以
后他一定还会被人们铭记。在历史的万
神殿里，他的位置就在爱迪生和福特的
身旁。在他的时代，他超越众人，创造了
极具创新性的产品，把诗歌和处理器的
力量完美结合。他的粗暴使得跟他一起
工作既让人不安又令人振奋，而他借此
打造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他能
够在苹果的DNA中融入设计的敏感、
完美主义和想象力，使之很可能，甚至
此后几十年，都是在艺术与科技的交汇
处成长得最茁壮的司。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朋友举了一例，说明朝宪宗时候的
张太医，手术高超，把几乎气绝身亡的朱
见深硬是治得起死回生，而自己却好像
是替宪宗去完成阎王死亡指标，把生的
希望留给皇上，把死的定数自己顶缸，以

己命换他命，命赴黄泉了。
我与朋友本来聊的是医疗现象，他

说师爷难自治，放的是野枪，却是正中靶
心；而切正题的医患话题，他放的是正
枪，却几乎是打偏了。其他情形不说，他
举的张太医治疗明宪宗这例子，我是很
不以为然，张太医之死，哪里是医治不了
而死？分明是被医闹给闹死的，尽管我们
看不到医闹的影子，尽管我们看到的是
医患关系琴瑟和鸣的模样。

医闹在皇家，闹是必然，不闹是意
外。朱囯桢在《涌幢小品》里记载太医
故事云，明孝宗36岁，患了重病，御医局
成立了医疗小组，组织了以太医张瑜
为首的专家组，全面会诊，不敢向皇帝
开刀，只敢开药。可以绝对肯定的是，
张太医对皇上是百分百忠诚的，他们
都想靠给皇上把病治好，赢取天下第

一名医的名声呢。只是，孝宗皇帝喝了
张 太 医 的 药 ，“ 腰 不 酸 了 ，腿 不 痛
了”——— 死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孝宗要死，
怪得了谁？因为孝宗是皇上，他拥有要
怪谁就可怪谁、要杀谁就可杀谁的职
务性权力，所以，他就把这正常医疗硬
说是医疗事故，开闹了。一般医闹闹起
来，多半是要两个钱，人家是皇帝，职
务高，职务高的职业医闹闹起来，闹得
大不一般了，他不要你的钱，要的是你
的命。孝宗这一闹，连专家组的医生，
连卫生局的干部施钦、刘文泰等，都要
斩脑壳，将这事定为“误用御药，大不
敬，当斩”。这个定性看来蛮像回事，给
皇上治病也乱开药，那当然是罪该万
死，只是谁来判断这是“误用御药”呢？
这个结论是读《千金方》与《本草纲目》
的人定的，还是读《四书五经》的人判
的？这医闹实在算是胡闹，也有人看不
下去，左都御史张敷华就觉得处理过
分，将这次医闹提交法院审理，法院懂
什么医学原理？他们只懂得皇帝政治，
最后，张医生等人，还是不按科学逻辑
按政治问题全部处斩了。

光绪六年，慈禧不知道生了妇科
病，还是心科病，太医都治不好了，急
得许多人团团转，慈禧若医治无效，于
某时某分逝世了，那就连膝盖都没地
方跪了，所以各地都把延请名医当政
治任务来做。两江总督刘坤一推荐了

江苏武进神医马培之，挑担药箱上京
城，这是何等荣耀事？马培之接到通
知，却是如丧考妣，抱着妻妾子女号啕
大哭，“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他
哭什么呢？他怕皇家医闹啊，京城名医
都治不了的病，他哪有把握治愈？治活
了，好说，治死了，绝对医闹。朱元璋毒
死了徐达，老朱说是医生将徐达治死
了，“至太傅第，收斩医徒”。皇家医闹
事情，他哪不知道？皇家医闹，那是要
命的事情。谢天谢地，这回他运气好，
把慈禧治好了。慈禧要留他做保健医
生，他不好拒绝，然则，他哪敢久留？趁
慈禧医闹前，伪装中风跌倒，跑回了
家。他跑得快，回来可做《记恩录》，要
不，也许是后人替他做《医闹录》了。

一般医闹，闹一闹也许是可以的，
医患常常不对称，医家垄断着医术与
信息，把患者当弱者，宰起人来也气
人，搞得患不聊生。职业医闹就有点可
厌了，有理没理都要闹，都要打个平
伙，碰回瓷，不诈一把银子不罢休，搞
得医不聊生。职业医闹可厌，却不可
怕，他要闹，后面还有公检法机关嘛，
可怕的是职业医闹加职务医闹，比如
皇家医闹，那可是恐怖了。比如明宪
宗、明孝宗那次医闹，比如唐懿宗那次
医闹，他不组织“专家鉴定组”来给医
疗事故定性，只派司法机关直接闹，闹
得人头落地，可不是耍的。慈禧的医生
马培之很懂这道理，他抛了在首长身
边工作的无限荣光，觉得小命要紧。三
十六计，走为上，实在是个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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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对于乔布斯来说，一体化的理念事

关对错。“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
们是控制狂。”他解释说，“我们做这些是
因为我们想创造伟大的产品，因为我们
关心用户，因为我们愿意为全部的体验
负责，而不是去做别人做的那些垃圾。”
他相信他是在为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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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死死亡亡，，是是食食物物造造成成的的

提要：
有位朋友对我说，师爷医士难自治。

他意思是，那些专门教育人民提高思想
觉悟的人，其自身的道德境界往往在低
位徘徊。与此类比，医生医术高超，治疗别
人之病，药到病除，手到疾愈，然则，对自
家之病常是百筹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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