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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粉碎机》

前言

　  序一 人人有台“粉碎机”　  徐来（果壳网主编）　  “谣”，用《尔雅》中的解释就是“徒歌”
，随口唱唱的，所以古人常常谣谚并称。后来，这种“口头文学”被用来制作预言，也就是所谓的谶
谣。再后来，谣又长出了各种枝蔓，收进各种上下左右前后古今的离奇故事。随口唱唱的，变成随口
说说的。谣谚成了谣言。　  科技领域是谣言的重灾区。这并不难理解，正如阿瑟克拉克所说，任何
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辨差异。既然是巫魔一路，自然也就有了被叉上火刑架的资格，使人避
之唯恐不及。然而，科技这玩意在日常生活中又不是想避就能避得了的。无论愿不愿意，它已经而且
会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不过，科学话语的专业性、奇怪的创作冲动、复古思潮的影响、由不信
任引发的阴谋论以及逐利的商业动机随时都可能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科学生活使一个绊儿。　  从这个
意义上说，做科学传播就是不停地与那些科学谣言做斗争：食物相克、养生产业、食品安全、外星文
化⋯⋯　  其时，正当果壳网草创。以唤起大众对科技的兴趣为主旨，以科技已经且必将继续改变每
个人生活为信念，我们建立了“谣言粉碎机”这个主题站，以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介入公众最渴求
、最希望得到解释的内容。　  多年以来，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信息洪流一直都脱不了“泥沙俱下”的
评价。如何在这个局面下生产优质的、足以让读者信赖的内容，自然就成了果壳网及谣言粉碎机主题
站工作的核心。　  此前，在面对专业领域的疑惑时，大众媒介习惯于通过对专家的采访来梳理、解
答专业问题。这个做法快捷、直接，对大众媒体来说或许是恰当的。不过，专家的答复很有可能会受
到研究领域、答复准备等条件的限制，大众媒体在信源选择、内容剪裁方面也很有可能出现误差，所
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疏漏，造成乌龙报道、瑕疵报道。“专家变成砖家”的结果，与此
类报道关系密切。　  谣言粉碎机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并不谋求资深业内专家来为公众
解说专业知识。我们更倾向于与相关专业的学生，青年教师及技术、研究人员合作，一方面提供更为
快捷、详细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协助青年科学作者们提高与一般公众沟通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
谣言粉碎机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查证与解说来分析流言。这使得我们所制作的绝大部分内容，以科学共
同体的集体认知作为基础。我们力求每一个数据、每一个重要的观点都来之有源，建立在科学界具有
一定普遍性的共识之上。这个做法会尽可能避免因为个人的认识、判断或者疏漏而导致的事实偏差。
在内容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厌其烦地将探索过程描述完备，相应的“参考文献”也一一胪列。这
个过程，也为普通读者理解科研工作、掌握分析技巧提供了可能。　  如前所述，泛科技谣言的来源
，大概有5种情况：科学话语的专业性、奇怪的创作冲动、复古思潮的影响、由不信任引发的阴谋论
以及逐利的商业动机。　  ○ 科技话语的专业性使大众媒介和一般读者很难确切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
，再加上大众媒体在制造新闻兴奋点的时候，又常因为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歪曲、掩盖、模糊一部
分事实，造成误会。同时，由于媒体在新闻技巧上的疏漏，比如使用不当信源，对内容给予不当解读
甚至误报，也会成为泛科技谣言的源头。　  ○ 奇怪的创作冲动，说的是一种名为“钓鱼”的行为。
造作者故意撰写包含伪术语、伪理论，但又符合一些人内在期许的文章，诱使后者转载、援引，起到
嘲弄的效果。著名的《高铁：悄悄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文即是“钓鱼”的典范，在温州动车事故之
后，它甚至被误引入公开报道。一些典型的搞笑新闻，比如《洋葱新闻》、《世界新闻周刊》的内容
，也曾经被媒体、网友误作真实信息引用。此外，一些科技媒体的愚人节报道，《新科学家》就曾遭
遇此种情况。　  ○ 复古思潮的影响表现为，人们更倾向于信任传统的观念与方法，而排斥新的或者
自己不熟悉、没有听说过的方法。特别是当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对实际生活并不产生恶性影响，或者成
本很低时，人们尤其倾向于保守态度—各种“食物禁忌”即属此列。　  ○ 由不信任引发的阴谋论，
最典型的案例是各种灾难传闻以及与外星人、UFO有关的流言。在此类话题面前，很多人将官方、半
官方机构视为“信息隐藏者”，将科学报道者视为其同谋。在自然灾害之后，阴谋论横行的情况通常
都会加剧。　  ○ 逐利的商业动机造就泛科技谣言的案例，最著名的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案
例。当时有谣言称，美国一家著名日化公司的圆形老人头像商标被诬是魔鬼的标识。这个谣言给该公
司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后的调查发现，这个谣言的源头来自另一家公司的产品销售商——相关
的诉讼一直到2007年才终于尘埃落定。　  泛科技谣言的成因如此多样，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也面广量大
，乍一看或许确实会让人产生目迷五色的无力感。不过，其实利用一些恰当的资源、方法，对相关信
息进行简单检索、分辨，一样可以对流言的真伪略有心得，虽不中亦不远。　  我们曾经如此描述“
谣言粉碎机”的工作流程：果壳网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将分析流言的全过程尽可能完备地记录下来
，甚至让急于了解“最终结论”的读者看起来觉得有些冗长，在文章的篇末，我们也总是尽可能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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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粉碎机》

上相关的“参考文献”。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不了解探索过程的读者提供一种线索，使之逐渐
熟悉自行探索的工具和方法，最终实现“人人有台谣言粉碎机”的愿景。　  道路看起来很漫长，但
幸好它就在脚下。　  序二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维舟（著名博客作者，知名书评人）　  这个时
代有两个看似彼此矛盾的趋向：一方面，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获得消息渠道的极大多元
化，人们能对各种传言作出更清醒的理性判断；但另一方面，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和技术进步也使谣言
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往往来不及一一分辨各种信息的真假。在中文里“听信谣言”似乎总是暗
示着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状态，但正如博尔热所言：“在自身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
人们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缺乏直接经验和切身体会的事物都难免
轻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每个人不管受过多好的教育，他的既有知识储备终究是有
限的，你如何知道世界是球形的？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极少有人亲自做过论证。到最后，这只
不过是一个“你到底是否愿意相信”的问题而已。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在我看来主要目的并不是
所谓“启迪民智”，而是提供一种对未经证实的传闻的合理怀疑态度：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其限度，你
也许无法亲自论证某个说法，但至少在它得到确切论证之前不必热烈拥抱它。　  谣言背后的风险社
会　  虽然人们总是假定：只要不断提升人类的理性，并使信息透明化，就能消弭谣言产生的土壤；
但迄今为止这一直只是个理想，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没有哪个社会的人所传播的信息都完全
是正确的（那也将是个极其乏味的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为了尽快获知自己所关心的真相，常
常都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着那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谣言折射的正是群体心理：他们
的希望、恐惧、焦虑。　  这种情绪在大部分谣言中都表露无遗：磁铁能预报地震、普通人的大脑只
被开发利用了10%、牙刷比马桶水还脏、转基因食品吃死了德国奶牛、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
火灾⋯⋯这些已被粉碎的不实传言其实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主谓结构，如：（我希望）磁铁能预报地
震、（我恐惧）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火灾，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越是恐怖恶心的谣言，常常
生命力越强，因为它们似乎印证了我们一直在担忧的某些危险。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与焦虑
，只不过其指向有些不同——在古代也许谣传的是妖怪会吃人，而现代则是担心那些不可见的细菌、
病毒、辐射对经过消毒的中心领域的入侵。谣言是世上最古老的传媒，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很多民
间故事其实不过是已经变成社会集体记忆一部分的谣言，这其中常常充满了偏见（谣言通常也是耸人
听闻并迎合人们偏见的）和极其保守的价值观，但却包含了人们最关心的核心信息。　  和其他口语
文化一样，谣言从来没有长篇的、渐入高潮的线性情节，也没有精心设计来组织叙事的做法，但它能
以非常简单的（虽然常常是错误的）方式满足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事态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天
灾之类的紧急事件面前，特别容易爆发出大量谣言：人们想要知道日本地震后有没有核辐射尘埃飘到
中国、有没有危害、后果会如何，他们不但急于知道，而且希望答案最好尽可能地简单。糟糕的只是
，答案往往是他们早已持有的那些观念，所以他们往往听到谣言后的第一反应是：“我早就知道”（
那应该有危险，等等），仿佛事情的发生只是证实了一直深埋在他们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很多谣
言已经演变成一种都市传说——谁都听说过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现代传说，正因为现代人“食品被污
染”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因此才偏偏会生出关于种种这类讨厌之物入侵的故事。这种恐惧并非全
无根据，因为现代社会确实有着种种食品安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方便面都经过油炸，含有致
癌物质”之类的传闻会久经不衰。研究现代都市传说的《消失的搭车客》中曾指出：这类故事往往有
三个特点：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一定可信度、有一定警示意义。有趣但并不意外的是，同一个主题
的谣言，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同样是食品污染，德国的故事强调提防
外国工人，而美国传说则重在抨击大企业唯利是图。　  尽管谣言所披露的“事实”往往包含某个可
怕的因素（手机辐射、致癌物质、快餐店培养出了多翅多腿鸡这种怪物），但它自有办法使人相信。
有句格言说：“古代科学常常以迷信的面貌出现，而现代迷信则常常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在关于食
品安全、自然灾难、科技带来的灾难等主题的谣言中，包含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是寻常之事—
—例如说维生素C和虾同吃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的三氧化二砷并致人死亡，这里“三氧化二砷”
这个术语本身就会大大提高谣言在表面上的可信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
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恐惧什么。现代之所以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与科学相关的不实传
闻，恐怕也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在上帝死后，人类社会从一个“命运社
会”转化为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没有更高超自然力量可以祈求，人们只能独自面对不可控的风险。
谣言中所反映的那种恐惧和烦恼，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小心翼翼的担忧，因为人们面对着三个词：不
确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总之，人们所秉持和相信的那些谣言与错误观念，不过是他们试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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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粉碎机》

求确定、可靠、安全，并躲避风险的一种本能，虽然他们的想法令人遗憾的错误，但这背后的心理却
是可以理解的。　  利他型谣言传播　  在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信息发布门槛的急剧降低以及传播速度
的加快（简言之，更多人可以将更多信息发布得更快），令人无从判断其真假的谣言往往充斥于网上
——网络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个人成了媒体，而普通人在发布小道消息时常常不会或认为不必核实
其真实性。　  许多谣言之所以能传得那么快、那么远，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的许多谣言都属
于“利他型谣言传播”，就像2011年春抢盐风潮时许多人在亲友之间奔走相告“补碘盐、海带可以防
辐射”，除了极少数炒盐价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并非“别有用心”，相反他们可能都觉得这是为了
亲友好—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他们躲过一劫，但这种“良好用心”的结果却是几乎所有人都相
信了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　  在关于人体健康、食品安全、手机辐射等主题时，这一谣言传播的心
理更加明显。首先，它常常以一种“我才是真相”的面目出现，然后“为了你好”告诉你一个值得警
惕的信息——比如，什么能吃/用，什么不能吃/用，万一不得其法就可能为你个人带来灾祸。诸如“
宿便是健康杀手”、“转基因食品不能吃”、“牛奶有利于睡眠”等等都属这一类型，这类谣言实际
上构筑起一个禁忌体系，让人们遵守着这些警示来生活，而禁忌的特点就是“尽管你不知其所以然，
但你最好遵守，因为谁也不知道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　  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好心”，这些谣
传才得以在人群中经久不息地流传。许多人正因为觉得自己是利他的，所以在传播谣言时不仅没有负
罪感或心理负担，相反他们还觉得是在做好事，最终反倒导致了谣言的猖獗。利他型传播者常常对事
实真相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更容易坚持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中国的许多谣言传播者其实都是利
他型的。人们在传播谣言时的潜台词常是：“相信我，我是为你好。”而且大多数人内心确实是这么
想的。尤其在发生某些灾害的时候，这几乎变成了一种防范风险机制。2010年著名调研公
司A.C.Nielsen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受调查的20多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最倾向于和人分
享负面体验（其比例约为最低的韩国的两倍），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这可能也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人抱有更强的不安全感吧，因此更容易去“提醒”亲友们注意各种或
真或假的危险。　  在所有情况下，谣言通常都是通过人际网络来传播的——无论是在熟人之间，还
是网上意见领袖与粉丝之间的那种虚拟人际网络，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效应
，即所谓“社会流瀑”。一个从理性的角度看不可信的谣言，如果是你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你，并坚持
说“相信我，我绝不会骗你”，出于对他们为人的信赖（你当然相信父母不会骗你、害你），你很可
能会产生思想上的动摇甚至采信。　  在此，有必要破除那种幻觉：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常常并非利
他，相反，这可能倒是导致不必要的恐慌，其最终的结果是“害人”而非“利他”。确实很少人能分
辨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但每个人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在这个消息被正式证明属实之前，不要急于把它
传播出去，因为那很可能并未减轻别人的恐慌，反倒加剧了那种恐慌。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消
息是否属实其实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需要通过这样一种信息分享进一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社
会群体归属感。当一些口头信息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时，它只不过是从现实的人际圈子转移到了一个
虚拟的社会网络，人们得以和从未谋面的人也进行“对话”。和口头传播一样，网络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可以互动：信息并不只是单向地从甲传给乙，乙也可以迅速给出自己的反馈。因此在这个时代，如
果说这种新的口头文化提供了谣言爆发的一个良好时机，那么它也同时提供了一个鉴别谣言的良好机
会：人们得以在公开讨论中学会如何养成独立思考的判断。毕竟，要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塞给
每个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人们知道怎样去寻获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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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纷纷谣言，谁来调查真相成了大问题。虚假事实、夸张的表述、专家学者的名号、貌似科学的实
验或者报道本身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解读，给流言创造出没机会。一群活跃在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社
会公益辟谣领域的科技青年从科学的视角出发，秉持“严谨思考、分析真相”的理念运用专业知识为
公众粉碎谣言、揭示真相，树立理性思考的生活方式，让谣言止于科学！

Page 5



《谣言粉碎机》

作者简介

果壳Guokr.com
果壳网（Guokr.com），国内首家泛科技垂直网站，一个开放、多元的泛科技社区，秉持“科技有意
思”的理念，致力于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泛科技主题内容，对身边的生活进行有意思的科技解读，
并唤起大众对科技的兴趣，让科技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科技将为你打开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
一群活跃在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社会公益辟谣领域的科技青年，拥有高学历和出色的职业履历，秉
持“严谨思考、分析真相”的理念，聚集在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主题站，运用核查信息源、检索科学文
献、简单实验等方法来击破或证实一些长期流传于人群中的流言。

Page 6



《谣言粉碎机》

书籍目录

序一  人人有台“粉碎机”
序二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食物现场调查
致命食物不可不防
咖啡超三杯，胸部会变小吗
转基因食物导致仓鼠不孕是真的吗
不可迷信的解酒
草莓畸形膨大会致癌吗
转基因玉米惹的“祸”
转基因作物的准入是非
圣女果是自然的恩赐还是转基因产物
泡面，你敢吃吗
西瓜变炸弹的“幕后推手”
转基因玉米和帝王斑蝶
“晚上一杯奶，有个好睡眠”
健康，不简单
隐形眼镜会导致白内障吗
你也被酸性体质忽悠了吗
维生素C预防和治疗感冒可靠吗
经期洗头容易患癌吗
分血型减肥——幻想中的捷径
“宿便”，想当然的健康杀手
家庭厨房也能自制春药吗
去屑洗发水会导致胎儿畸形吗
疫苗与孤独症的是是非非
喝小分子水治心血管病可能吗
“咖啡不加糖，香浓好灌肠”
危机边缘：阴谋与真相
日本地震可能是核试验吗
亚丁湾“星门”之谜
“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是骗局”
快餐店的恐怖流言
墨西哥“外星婴儿”现形记
“迷魂药”有可能存在吗
激光手术矫正近视：医学界的惊天“阴谋”
关于地震的数字游戏
数字陷阱&概念坑
豆沙绿—护眼并非如此简便
远视、老花，傻傻分不清楚
“维生素C+虾=砒霜”
安全套究竟安全吗
牙刷比马桶水还脏吗
小强的大众神话与草根人生
鹰的重生传说
斑羚飞渡是梦一场
“手机一格电，辐射大千倍”
用手机号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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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卡窃听通话吗
人的大脑真的只开发了10%吗
“好心肠的”谣言
扬起流言灰尘的“建筑物扬灰层”
被科学的“先父遗传”
木瓜丰胸—那只是个传说188
“要知性取向，只要看手相”
遇险手机没信号拨打112有用吗
催熟的香蕉会导致性早熟吗
碘酒碘盐海带，全部都是浮云
手机充电时接电话会触电吗
X光安检仪的辐射有多可怕
充电误区那点事儿
飞机上为什么禁止使用手机
谣言粉碎实验室
“生命三角救生法”
“湿猴理论”—被科学的寓言
磁铁能预报地震吗
微波炉充值—不可能的任务
一次性筷子变笋干造假现形记
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不可能的亲密接触
可乐罐上的老鼠尿
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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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脑屏障的通道--就像高峰时间段的地铁入口一样--反而会降低色氨酸穿过血脑屏障的能力。　　
所以，与其喝牛奶助眠，不如吃些饼干。碳水化合物会刺激胰岛素的合成，而后者可以促进支链氨基
酸（包括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进入肌肉组织，间接导致支链上芳香族基团的色氨酸的相对浓
度上升。这么一来，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大脑，人就会变得昏昏欲睡。如果你用一大碗夜宵取代牛奶，
你也许会更易入眠（当然，也更易体会到什么叫“马无夜草不肥”）。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
已经想到空腹服用色氨酸可以帮助入睡吧，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美国曾有L-色氨酸补剂（每日剂量
约1000～2000毫克）出售以治疗失眠、抑郁等，但FDA在1989年召回了这种补剂，因为研究发现，这
种补剂有可能造成一系列健康问题。不过，也只是有可能而已，它们与L-色氨酸补剂的具体关联至今
尚无定论。　　其实，让人感觉有助入睡的很可能是牛奶的热度而非牛奶本身。有研究证明，皮肤温
度上升则入睡速度加快。但大部分时候，一杯到胃肠道里的牛奶并不足以让你的皮肤温度有明显上升
。相比之下，一个热水浴会有效得多。　　结论：谣言粉碎。牛奶可催眠主要是心理上的安慰剂效应
。牛奶中的确含有能助人入睡的L-色氨酸，但其含量并不足以助人入睡，且牛奶中的色氨酸并不能很
好地被大脑吸收。与其靠牛奶催眠，不如在睡觉前吃个夜宵，或是洗个热水澡效果来得更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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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狭隘的来源往往是无知，启蒙的意义就如康德所说“敢于知道”。　　——柴静　记者　　　　
今天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不仅仅是崇敬。流言造成了对科学的不信任，不信任又进一步为谣言的滋生、
传播、泛滥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土壤。当许多人被林林总总的谣言所惑而不知所措时，果壳一群科学
青年出色地承担起了辟谣的责任。《谣言粉碎机》地展现了如何遏制科学谣言造成的灾害性破坏，重
塑了科学和人类这一对伙伴的和谐关系。　　——罗云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
长　　　　在网络发达和信息爆炸的今天，通过微博等平台，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媒体，拥有自我的信
息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明辨事实和谣言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努力接近人生的真相，也努力破除科学的
谣言，与果壳的青年们一起同行，让信息更真实，生活更纯粹。　　——姚晨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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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果壳阅读是果壳传媒旗下的出版品牌，秉持“身处果壳，心怀宇宙”的志向，将人类理性知识的
曼妙、幽默、多变、严谨、有容以真实而优雅的姿态展现在读者眼前，引发公众的思维兴趣。　　柴
静、姚晨、罗云波真诚推荐　　国内首家泛科技垂直网站果壳网，教你识别生活谣言，看透真相　　
狭隘的来源往往是无知，启蒙的意义就如康德所说“敢于知道”。　　——柴静  记者　　面对纷纷
流言，你能一眼洞穿谣言和真相吗？“Yes”or“No”？　　维生素C能与虾一起吃？　　催熟的香蕉
会导致儿童性早熟吗？　　牙刷使用三个月一定要更换吗？　　手机剩一格电时，辐射会增大上千倍
吗？　　发生地震时，传说中的“生命三角救生法”靠谱吗？　　⋯⋯　　答案尽在《谣言粉碎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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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很多流传很广的说法，比如电磁辐射脑肿瘤、充电时不能接电话、木瓜丰胸、小分子水、地
震三角区等等，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反驳。一种说法对还是不对，不是看它是谁说的，而是他说的是
否科学是否有依据。这本书的观点我比较认同，观点有理有据，摆了事实也讲了道理。
2、生活中听到的很多事情 往往不加揣测 就直接相信
3、这种书不适合花很多时间细看，对自己感兴趣的topic瞟两眼就行了。
4、谣言粉碎机，果壳网太有意思啦。
5、在信息爆炸的当前，谣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看了果壳网的经典之作，原来很多谣言并非就
是现实。曾有个医生和我说过，西红柿有利于健康，小番茄是转基因食品，最好别吃，至此一年的时
间没有吃过小番茄。看过此书，才知道圣女果是番茄的最原始的品种，现在吃的大的西红柿，反而是
人工进化的产品。还要泡面，一格电的手机，解酒的妙招，等等，注入此类的谣言，只要看了明白了
，才能知道，这些并非如此
6、早就知道果壳网了，当时在是一份经济类的报纸上了解的，从此以后就不断地接触他们的网站，
书里的内容是我们常常也搞不清楚的一些“传言”，看后，正视听。
关注：科学松鼠会，了解科普知识。
7、立马决定买给爸妈看！
8、谣言太多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
和同时买的另一本《我知道你不知道的自己在想什么》相比，这本书的文字生动有趣，书中的内容看
上去也浅显易懂，是本好书。ps，本身是学生物的，看这类书应该要轻松点吧
9、建筑扬灰层、加油站用手机存疑
10、长了不少知识
11、识3rd。科技有意思哈哈哈。看完这本更加坚定了要保护好视力的决心。
12、收到这批书后，最先看的是这本，对于网上流传极广的谣言给出科学的评判，语言不失幽默，很
容易看下去，看完这本《谣言粉碎机》，相信可以很长时间无视那些“伪”科学围脖啦~\(≧▽≦)/~
。很省心。
13、真的只是粉碎谣言的⋯没别的啥，有点失望
14、粉碎谣言健康生活
15、我和老公都喜欢访问果壳网。原因很简单，至少上面说的一些东西看看没有坏处。最喜欢的还是
谣言粉碎机。为什么砖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判断力在哪里？究竟科学是怎么样的？这本书可以
当做一个标尺，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16、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科学，这书确实很有意义，果壳网的精品贡献。读完难免会觉得，1、文
科生在科学面前略显无知，2、希望这书像字典一样正确，否则再来一本《粉碎谣言粉碎者》立刻就
会蒙圈
17、梁文道先生写过一篇时评类的书《常识》，在书的序言中，他说道，自己所写不过是人之常识，
他整理了下写出来而已，他说，常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体系。慕容雪村写过一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
》，批判伸出传销组织中的人缺乏常识。 

   什么是常识？你可以说常识就是1+1=2，人不吃饭就要饿，你也可以说，常识就是这个世界上两只老
虎生下来的只能是老虎，不能是别的动物，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农民，更高层一点，你可以说，常识
就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中所与时俱进的不断增长的基本知识，就类似于，以前识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
技能，现在能读懂文章成了一个在社会立足的基本出发点。

   我本人倒也从不觉得自己缺乏常识，平时很喜欢知识竞赛的节目，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回答得出或猜
准，但直到在网上看到有人评价这本书，说看过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人缺乏常识
，一个自认为几乎每方面都涉及一点的我当然不能承认这件事，再有就是对这类科普性的书籍比较感
兴趣，当即买下了这本书。

   看完之后，满头大汗，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自己独到的一篇新闻，说有个男孩在网吧呆了3天，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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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吃泡面，玩游戏，第三天的时候猝死了。医生诊断说是由于精神长时间紧张，加上方便面碗上
的蜡堆积在胃中不能消化，所以造成了突发性疾病死去。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此书却讲，这件
事情是可能的，但因为胃中有蜡而死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文章从方便面碗的材料。蜡的成型与材质，
和加入万众的味道判定，方便面的碗的四周不可能会含蜡，或者说即使含有，也绝对不会造成生命危
险，看后一阵震惊，震惊的不是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是因为自己就从未怀疑过这件事，可能是因
为死亡的威胁以及这个消息的利他性让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打消了怀疑之心

   类似的事情还有更多，比如：手机只有一个点的时候不能打电话，手机充电时不能接打电话，富兰
克林的风筝试验是否属实，可口可乐是否杀精，可口可乐加味精是否就可以自制春药，二战时期日本
是否真的被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看完作者的分析之后感觉到，其实只要我们跟随者耀眼的一个突破点着手，随手一查，很多谣言便
不攻自破，在感叹被太多的谣言欺骗的同时，我们是否也想过反思下自己那要别人喂养的心态。

    原来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常识，我们需要的，是思考。
18、科普书的写作和普及需要适中的考虑难度，在学术圈内，业内人士使用通用的术语交流，是因为
有共同约定，并且可以节约交流时间。但是对大众来讲，通篇的术语，专有名字显得晦涩，陌生，产
生距离感，而谣言粉碎机却少有的出现专业的术语和名词。广大民众的无知多半出在认知学习范畴的
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源于掌握话语权的众多一线学者囿于小范围的共鸣和故作高深的治学心态造成的
传播隔阂，人们和科学之间的距离，不是对观点和内容折服，而是被故弄玄虚的艰深理论所吓倒，科
学知识被束之高阁。从这一点上来讲，简单实用，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对于民众素养提高是多么重要
。致命食物不可不防，咖啡超三杯，胸部会变小吗，转基因食物导致仓鼠不孕是真的吗，这些别开生
面，和生活休戚相关的话题，像是带人走进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科技含量的事情被
融入科学的元素。 
　　 
　　 果壳网CEO姬十三在2011年的光棍节上征婚，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中说道 在果壳抗谣性测试中高于
四分，我和同学也尝试去做了久负盛名的果壳抗谣性测试，遗憾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
年，也不过是在4-5分徘徊。一个国家的发达不在于民众掌握的知识有多么丰富，而在于他是否可以找
到需要的知识去支配自己的行为，一个人阅读量再大，必然会有盲点，如果可以迅速找到所想，便也
是一部移动的百科全书了。有次一个美国朋友刚生完孩子，每天都会上网，原来美国有个网站可以告
诉新晋母亲每天该怎么做。来自纽约城的群体博客网站Gawker Media，其中充满了大量科技和科幻博
客，而每天的访问量都在千万级，而周遭亲友对于果壳的喜爱也使得这个新生命以几何级的速度壮大
。 
　　 
　　文章的内容关乎科学，但文笔优美，风趣，像木遥，姬十三这样的理工科博士，有着让人惊诧的
阅读量和不亚于国内一线作者的文字功底。王小波说过，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科
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谣言粉碎机提供了这样一个载体和契机。
19、科普读物一本。
20、本来是在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中看到的介绍，很不错，确实是谣言粉碎机
21、虚假事实、夸张的表述、专家学者的名号、貌似科学的实验或者报道本身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解读
，给流言创造出没机会
22、记录
23、让谣言止于科学。知识就是力量。
24、科普是一件严谨的事，但是严谨又会显得无趣。
25、给了5星，其实按照书中的内容来看，看到后面基本都是一样的科学论断方式，对于我这样一个自
从高二之后就和理工科说“再见”的人来说，其实大部分的的论证是枯燥无聊的。但是还是十分要感
谢这本书，这本书让我收获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果壳网”，果壳网上的文章基本都和本书一样的
论调的科学类著文，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在科学之余，果壳er的笔锋也可为清新脱俗，在严谨至于
又不是充满了幽默与轻松。第二个就是书中对于事物严谨的科学精神，在这个娱乐时代一切都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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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以为豪信息的传播当然是越简短并且越快越好，然而反观我们自己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无意中成
了谣言的推手，以前很喜欢上人人、微博，经常看到朋友转发一些“生活小知识”当然这些“小知识
”我也十分“恰巧”的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他们。或许我们是无意的，甚至为了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
是怀着关怀的心情来传播这些信息。但是在恐慌面前我们是否也能保持住自己的冷静与智慧呢？我们
又如何在一个快速变化、并充满了诸多未知的世界，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呢？我想着就是这本书带给
我的思考。
26、儿子自己挑选的，真谣言是需要粉碎，实言就没必要辟谣了。
27、谣言止于智者。果壳还是一如既往的认真啊。其实无比痛心的是，受到党国本科教育的父母，依
旧在微信朋友圈里散发谣言。似乎，这么多年的教育，换来的似乎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28、谣言止于智者，果壳靠谱！
29、从来就不相信流言蜚语，抢盐那阵子开始在网上看谣言粉碎机的，才不去凑那个热闹虽然也不是
很清楚到底是真是假。看“谣言”很上瘾，现在根本离不开它，不看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又被愚弄了。
。。

电脑眼睛保护色那个最容易让人上当，虽然我的电脑现在还是豆沙绿，但心里很清楚根本没用，还不
如少上会儿网呢。

最大的谣言莫过于2012了，现在2012年真的来了，谣言粉碎机让我心如止水哇~
30、谣言止于智者~科学分析解决问题，不要人与亦云。
31、缜密的推论，数据支持，其实很多和我们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不用心惊胆战的活着了，本身
具有的技能就很强大！
32、文科生只看结论
33、果壳的，但也就一般吧。
34、做为非典型的理工女，对这类科普书还是相当喜欢的。
很多网络流传的谣言一一破解，对日常生活很有帮助。如今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各种耸人听
闻，开卷有益，避免无知。
35、（京东）原来沈石溪这厮才是谣言永动机，中小学课本基本就是个谣言仓库
36、十万个为什么（成人版）
37、信息时代好多谣言啊，科学也是有逻辑的，多思考
38、谣言粉碎机真挺不错
39、网上谣言传的很热，辟谣的工作也很多，买本书，收藏着看
40、谣言粉碎机这本书不错，内容丰富，并且用科学的方法论证了，分析了，很值得一看。
41、此处应有副标题：送给妈妈的一本书。作为理科无能生看到各种物理化学知识感觉找回了高中课
上觉得自己与老师生活在不同世界的距离感。但不得不说原来自己也在妈妈辈的絮叨中陷入了很多谣
言陷阱。
42、对日常的谣言做出了有力的反击
43、这一本倒是比较好看，比较接地气，看了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疑问，点赞。
44、不少都是流传了许多年的谣言，希望果壳有越来越多人关注
45、粉碎谣言，崇尚科学，让人们远离愚昧
46、谣言止于科学，知识源于科学。
47、看这本书宛如醍醐灌顶，粉碎了不少原来我信以为真的谣言，没文化很可怕，没知识更可怕，以
后要多看看这钟通俗易懂又好看的科学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是太有帮助了，大力推荐~
48、《谣言粉碎机》果壳网汇编 因为是果壳网的汇编，所以内容良莠不齐，选看即可，对市面上常见
的谣言进行了分析，有的篇幅不错，有的篇幅简直是凑字数
49、读完之后不得不佩服流言的力量，因此流言粉碎者也显得格外重要。不过，书的话，你直接目录
就能了解一大半内容了？
50、没啥意思，看标题就够了的一类书。还不如果壳的公众号好看。
51、谣，即徒歌，有人群的地方，便容易衍生出谣言来。此书科学辟谣，应当读读。
52、本人是本书作者团队中的一员，对于这本书的成书过程非常了解。本书是果壳网“谣言粉碎机”

Page 14



《谣言粉碎机》

栏目中所发表的文章的选集，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尤其针对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网上经常传播的热
点流言，从科学事实和主流观点上进行了解说。这些流言未必都是“完全错误”的，文章中会实事求
是地分析和列举证据，因此恳请读者不要浮躁地只看标题或者结论，文章中的分析过程以及寻找证据
、文献的方法才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一旦学会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谣言的抵抗力就会大大提高，每
个人都是谣言粉碎机。
53、很长的一本书，知识点密集。希望能多留下点印象～
54、作为果壳网的围观者和参与者，表示针对当下的微博、人人谣言成风的时候，这本书非常必要，
帮我们练就火眼金睛，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谣言粉碎机。。。。。
55、真科学和伪科学的打架，最后科学胜了。
56、这本书相当的好，让我们知道不要被谣言所欺骗，懂得了谣言的真相就不怕了。
57、破除了我很多年以及近些年相信的一些“谣言”，比如激光手术、圣女果、斑羚飞度、鹰重生、
西瓜爆炸之类的，觉得世界还是比较美好的，赞！欢迎并支持辟谣的书！
58、该书是果壳网至今谣言粉碎机系列的一个总汇，让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推荐。
59、不信谣、不传谣，最重要的还是要辟谣。

果壳网的这本小书给人以启迪，知识量很大。
60、学到了很多知识。
61、其实大部分文章在看过之后也只记得结论性的东西，如果不是在自己专业范畴内。 不过，positive
influence就是每当你看到一个结论，你会问自己，为什么。
62、昨天拿到，里面的文章都是果壳网里面的，所以我以前都看过。放在办公室里，让大家闲时就翻
翻看看。科普最重要的并不是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是通过对现象的科学分析来传播科学思想，这
本书就做到了。
63、一直很想买的书，之前逛书店的时候看到过这本书就被吸引了，里面都是平时我们听到的一些“
惊悚”的“震惊”的“不可思议”的一些定论或者现象，果壳团队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有理有据调
查研究使一些不靠谱的谣言粉碎了，让大家知道不可轻信谣言。这本书里有很多事情都是网上热炒的
或者是生活中父母朋友从小就告知的，但是看了书才知道那些都是三人成虎而出现的谣言，知道真相
之后有一种恍然大悟和惊讶的感觉。读这本书还是很轻松的，随便翻一页开始读起都可以引起自己的
兴趣。
64、大部分的内容都能在谣言粉碎机的页面上看到，但是不意味着买这本书就毫无意义了。没事的时
候是可以拿出来重温一下的。
65、果壳出品，向来优秀。科技有意思，多看智商不拙计
66、谣言止于智者，相信在集体的智慧下，谣言一定会被粉碎！同时，这本书也告诉我们要学会质疑
。
67、世界美好多了
68、果壳网新出的一本书，谣言粉碎机，书名就透着一股子霸气劲儿，书的内容非常好，只能说，谣
言真的很可怕，看了这本书会发现，一直自诩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见多识广，面对现在这些五花八门
、貌似真相的谣言，也难免被忽悠了。其实，科普对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至少多了
解一些可以避免犯低级可笑的错误，谣言就摆在面前，换个角度想想，真相也就不远了。
69、谣言粉碎机让我看世间万物更加理性了，不错
70、里面破解了很多谣言，网上很多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科学生活
71、这本书我看了几遍，其中讲的知识是自己很感兴趣的，同时这本书给我最大的益处在于它让我开
始不仅仅是只听从谣言，也会开始去思考。
72、果壳网出品，赞
73、有点用处，但其实基本上也明显看得出是谣言。
74、是的，也是在微信读书上看完的。
75、人人都有一台谣言粉碎机，科学很重要。这是本书的要旨！！！勿轻信谣言！！！
76、一直在果壳网里，终于出书了，希望这样的科普书能够有更多人看到，喜欢，把那什么《水知道
真相》等等类似物打下去
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科学的方法与态度，而不只是科学的清晰的道理，希望本书在粉碎谣言时，能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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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更多关于科学思考的感受
77、我尽力的去看了 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存疑
78、感觉简单翻翻就可以了
79、用真实的科学知识和角度击破一个又一个的谣言，看了你会懂得更多，受益匪浅
80、简单的科普读物
81、无知真可怕
82、涨知识
83、也就挑着看看，科普科普。
84、辟谣的时候过于追求稳妥，反而让人有模凌两可感⋯⋯
85、看结论就好
86、粉碎生活谣言，不盲目迷信
87、果壳的谣言粉碎机。
88、超爱。
89、诙谐幽默的科普集，科学性尚可，但不可从过于科研的角度当真。
90、感兴趣的问题太少了
91、让谣言止于科学~果真如此 看了没几篇 忍不住上了果壳网 各种文章看了我几个小时~丰富不失趣
味的科学性文章 受益颇多!
92、从科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专业知识为公众粉碎谣言、揭示真相.
93、冲着果壳去的。因为懒得去论证了，所以选择相信
94、谣言粉碎机就是谣言！
95、不要轻信谣言，用科学武装自己，也号召大家为大众科学尽一份力
96、这种辟谣的文章就应该多普及，很多谣言我都信了。或者有些谣言我不信但是不知道真相到底是
什么。
97、直接看结论了，论证过程对于文科生来说只能略过⋯⋯
98、果壳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他的书值得一读，总有一款文章让你激动不已。
99、没有知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常识。尤其那些包裹着科学外衣流传甚广的谣言，至今还大有市
场，且妇孺皆知呢。
100、粉碎了很多现在铺天盖地以健康为由误导人的伪科学谣言，也粉碎了一些故作神秘的假历史谜题
，这本书随身带，随时普及。
101、除了改变某些错误的认识外，更多的提供了分析真伪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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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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