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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探索

你现在可以做到，就在一个
下午的时间里，查找到比亚历山
大图书馆里存储的全部资料还
要多的信息，亚历山大图书馆据
说是古代世界知识的宝库，而这
都要归功于你面前的这台计算
机。

除了一道知识产权的篱笆
外，人类的所有知识似乎都在这
儿，数据的喧嚣每时每刻都在这
里沸腾着。互联网代表着自印刷
术发明甚至人类学会书写以来
从未有过的一场知识革命，它给
知识大众化的最终实现带来了
美好的前景。

网络让人

“分了心”

在大多数情况下，互联网的
出现被视为是一件好事，但并非
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几年前，美
国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卡尔写下
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题目就
是：网络会让我们变愚蠢吗？

卡尔的论文现在已经扩展
成了一本同样具有挑衅性的书，
书名就叫《网络也有黑暗一面》。
书中说，互联网上不仅有色情污
染，还有更险恶的东西，那就是
互联网正在让我们停止思考。

卡尔写道：“过去几年中，我
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
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摆弄我
的大脑，重塑中枢神经系统，重
置记忆。我的大脑正在变化，我
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截
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能最为强
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全神贯注于
一本书或一篇长文，曾经是易如
反掌之事，我的大脑能够抓住叙
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我曾耗
费数个小时徜徉在长长的诗行
里。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阅读
两三页后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漂
移了。我变得焦虑不安，开始寻
找其他事情来做。我感觉我一直
在试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
到书本，过去曾经甘之如饴地阅
读已变成一场战斗。”

卡尔询问了一些朋友，发现
他们也都有同感，有些人甚至还
完全停止了阅读。他的一个医生
朋友说：“我现在几乎失去了在

网络和印刷物中阅读和理解长
篇文章的能力。”卡尔的另一个
朋友谈到了思维“断片”现象。“我
再也没法儿读《战争与和平》，我
已经不具备那种能力了。哪怕一
个长于三到四段的帖子都让我
吃不消，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卡尔预感，有一些讨厌的东
西正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生，他怀
疑，互联网是产生这种变化的罪
魁祸首。

卡尔意识到，他需要一些证
据来支持他的预感。于是，他与
语言学家、神经学家、精神病学
家和心理学家展开了交谈，并得
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是的，互
联网(以及所有的电子分支———
推特、短信等) 正在我们的大脑
中进行重新布线。

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
家玛丽安娜·沃尔夫是研究阅读
的权威专家，她说：“我们并非只
被阅读的内容影响，我们也被阅
读的方式所影响。”

沃尔夫担心，网络所倡导的
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
的新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
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
年前的印刷术，让阅读长而深奥
的作品成为寻常之事，也让人们
能坐下来静心阅读，而我们在线
阅读时，只不过就是个“信息解
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诠释，
心无旁骛、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
富精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
弃我们而去。

网络改变

大脑神经回路

利用书籍和图书馆，你不得
不做出知识的跨越才能到达研
究的下一站，现在也许再也不用
这样了，机器会帮你完成这一
步。当我们把记忆“外包”给一台
机器的同时，我们也“外包”了我
们的智慧甚至是身份。

卡尔说，互联网的作用有点
儿像毒品，它能使你得到即时的
满足，而且还很容易得到，价钱
也便宜。就像化学麻醉品一样，
网络的“尖锐刺激”造成了意识
和无意识思想的短路，阻碍了我
们的大脑进行深度的或创造性
的思维。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事
实，但这也并不等于说，
网络正在对我们的
大脑进行重新布
线。那我们怎么
知道这是否
只是简单的
分心而已？
因 为 ，无
论 是 听
音 乐 还
是 看 电
影，只要
电 源 一
关，我们
很 快 就

能回过神来。
答案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成人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
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的精神

网络，那些头盖骨中约1000亿个
神经元间形成的致密连接，在我
们达到成年的某个时期就大致
固定下来了。然而，脑研究者已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其大脑
都具有可塑性。这种可塑性为卡
尔论文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虽
然间接但强有力的证据。

乔治梅森大学神经学家詹
姆斯·奥尔兹说，果蝇就有对自
己大脑进行重新编程的能力，从
而改变了大脑的运行方式。即使
是成年人的思维也是“很有弹性
的”。神经细胞会定期断开旧连
接，生成新连接。当我们变老时，
大脑也确实会萎缩，但即便是一
个百岁老人，其大脑也能在某种
程度上持续重塑。

这么说，到底有没有证据
呢？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脑神
经科学家迈克尔·莫增尼契就在
猕猴身上进行过颇为惊人的实
验。说它惊人，是因为这些猕猴
都是具有智能、有情感的生物。

如果大脑是一个不变的实
体，一旦你切断了猕猴手部的外
周神经，允许它以随意的方式
( 和附近的其他神经互联) 生长
回来，那么大脑就会混淆。

莫增尼契将猕猴的一只手
的感觉神经切断，过一阵子后再
接回去。结果发现，刚开始时，触
摸猕猴的拇指，其脑部与食指相
关的区域反倒被“激发”了。但
是，几个月后，莫增尼契惊奇地
发现，大脑莫名其妙地实现了重
新归类，找回了那根神经应对身
体相应部分做出反应。大脑神经
回路实际上已通过重新布线对
损伤进行了弥补。

但在网上冲浪，肯定与切断
神经不一样。2008 年，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教
授盖里·斯茅研究表明，互联网
的使用，似乎正在真真切切地改
变我们头脑中的神经回路。他让
志愿者在网络上进行大量的搜
索，然后对其大脑进行扫描，结
果发现，网络“菜鸟”用户的大脑，
在经历短短几天的使用后，就和
“老手”用户的大脑相差无几，而
且这种变化是永恒的。

网络使人类

思维退化？

那么，互联网真的使我们变
愚蠢了？卡尔以具有说服力的论
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
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但这并不等同于说会使我们变
蠢。而且，电子技术也不是第一
次被指责可能会造成人类
思维的退化。

苏格拉底就曾
对写作这种最古

老的信息技术表示过担忧，他认
为用阅读取代记忆可能最终会
让我们变得不再聪明。类似的观
点也曾在印刷媒体和打字机发
明后提出过。事实上，每一项可
使书面文字更易产生和更快传
播的技术，都伴随着这样的恐
惧，即这些技术会在某种程度上
使我们的头脑退化。

然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
经历一场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
转变。新西兰心理学家詹姆斯·
弗林记录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在
过去50年里，大多数人的智商令
人费解地提高了，人们非但离愚
蠢越来越远，似乎还更聪明了。
说它令人费解，是因为人类智力
跨出的这一步，绝非基因改变或
是饮食和教育水平提高所能解
释的。

弗林认为，我们大脑中正在
发生的，不是我们比我们的曾祖
聪明，而仅能说我们与他们有所
不同。

也就是说，要活在当下这个
时代，你需要“科学”( 即使你不
是科学家) 地思考，要能够将事
物归类、操作机器、以线性的方
式思考以及运用现代技术。这样
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会在智商测
试中得高分，因此，人们将此改
善结果称为“弗林效应”。

网络重塑大脑

是否等于变蠢？

互联网可能是一个征兆，也
是一个原因。苏格拉底是对的，
当口口相传的学习传统被书面
文字取代时，我们确实失去了一
些重要的东西，但书面文字又令
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更为丰富和
深刻的世界，我们所获得的要多
于我们所失去的。

尼古拉斯·卡尔担心，网络
的不同是，计算机变得更加“人
化”，我们也将成为单纯的自动
装置，通过电子邮件、推特等通
信手段，我们可以同时进行36个
会话，但不会真正关注其中的任
何一个。

卡尔注意到的也许是这个
信息瀑布的最坏结果，我们将很
难集中精力，我们正在成为一群
智力蜉蝣，或是焦躁的一知半解
者。

我们是否会变得更愚蠢或
更肤浅？卡尔认为，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开放的。我们可能会终结
书写，但获得的应该再一次比失
去的更多。

据《科技日报》

你还能全神贯注于一本书吗？

网络会让我们变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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