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动物物真真的的也也能能被被催催眠眠吗吗？？””
咱济南也有个“科学松鼠会”，粉碎了不少科普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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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松鼠会”是一个科学传播公益团体，担当科普硕士职责，由
科普作家姬十三等人创立。“科学松鼠会”的名字来自一个有趣的比
喻。松鼠会的创始者们认为科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像味道鲜美却
又不方便吃的坚果，而他们就是要像松鼠一样，把科学坚果外层的硬
壳剥掉，把味美的果肉献给大众。

名词解释

科学松鼠会

“漫无目的地聚会不如聊聊科学”
2013年9月，小明分享会由

五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小伙
伴发起，在济南成立。

已到而立之年的“伪唐僧”
是分享会的联合创始人。他对科
学的着迷在孩子出生后更加疯
狂。

在一次聚会中，“伪唐僧”与
好友聊起科学松鼠会与果壳网，
突发感叹：“聚会时吃饭、喝酒、

漫无目的地聊天不如聊聊有趣
的科学。咱自己办一个本土的科
学松鼠会怎么样？”这个想法一
提出，便得到了在座文艺青年的
响应。很快，文科出身的“伪唐
僧”、犯罪心理学硕士“三儿”、物
理专业的“宇正”、统计数学博士

“会呼吸的龙龙”、中国艺术研究
院硕士“长颈鹿驾鲨鱼”便齐心
协力把想法变成了现实。

不太爱说话的“三儿”头脑
中总能冒出好主意。他一拍脑
袋：“咱们就叫‘小明’吧！”“小
明”是“80后”从小学开始，在应
用题、作文，乃至阅读理解中接
触最多的名字。在他们看来，“小
明”是科学启蒙路上最要好的伙
伴。“小明”泛指一切人。“三儿”
笑言：“‘明’有明白的意思，我们
不求大明白，小明就行。”

“用科学的眼光和逻辑解读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小明分

享会形成了成熟的线上分享与
线下活动结合的运作模式。线上
分享主要依托微信公众平台、
QQ群、新浪微博，不定期发布科
普文章，随时就生活中的科学话
题交流互动。线下活动以各种趣
味科学主题的分享会为主。

在线上平台中，可以不时
看到“小明”们对生活现象的科

学解读和分享。用“三儿”的话
来说，他们做文青那些年，看到
好东西就喜欢分享，现在依然

“旧习难改”。
今年五月底，“小明”看到

有个萤火虫展览却打着环保的
旗号，便立即写了篇萤火虫生
物习性的科普文章发到微信平
台，论证萤火虫展和环保的自
相矛盾。“萤火虫的生命只有5

到14天，且对温湿度要求非常
苛刻，温度在18摄氏度到25摄
氏度，湿度在80%到90%。如果
是外地的萤火虫运到济南，可
能活动结束后，甚至活动没开
始，这几万只萤火虫就会相继
死亡。另外就济南5月底的天气
来看（2 4℃～3 3℃，相对湿度
18%），这个环境条件根本不适
合萤火虫生存。”

辟谣，把真正的科学传播出去
“伪唐僧”说，他是怀着“传

教”的心态在做科普。当他看到很
多朋友表现出违反科学的行为或
被一些谣言迷惑时，感到很心痛，
想要把真正的科学传播出去。

目前小明分享会已经分别
在济南、烟台等地举办了16场线
下活动，并取得了果壳网“万有
青年烩at品牌”授权。

《催眠大师》上映不久，在首
期万有青年烩at小明分享会活

动中，催眠领域资深研究者吕艳
朋带着一只鸡和青蛙出场，立即
吸引了在场观众的目光。他现场
做了一个“动物催眠”的演示，活
蹦乱跳的鸡和青蛙在他手中变
得一动不动了。吕艳朋说：“事实
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催眠状态，只
是动物的一种假死本能，这种状
态下动物不会产生心理上的变
化。我表演这个节目是为了粉碎

‘动物催眠’的谣言。”

此外，“小明”们还做过《饮
用水卫生安全》、《家用电器辐射
辟谣》等线下分享活动来打破

“功能饮用水的保健作用”、“家
用电子设备对人体辐射危害大”
等生活中的一系列谣言。

“伪唐僧”说，把科学引入生
活后，不会人云亦云，别人告诉
什么就相信什么。而是会亲自求
证思辨，去伪求真。他希望这种
科学态度能影响更多人。

“中西方鬼节的时间重合是偶然还是必然？”“动物真的
也能被催眠吗？”这些生活中的科学疑问都可以在小明分享
会中探寻答案。本周是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传播科学乐趣的

“小明”们在用青春演绎着“科学就在你我身边”。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催眠领域资深研究者吕艳朋正在做“青蛙催眠”表演。
见习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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