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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看视频时有“开倍速”的习惯，
认为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快速掌握全部
剧情。事实上，这种操作可能伤害大脑。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行为
科学家近日发现，以较快速度播放的视频虽
然确实有助于观众在短时间内领略大致剧
情，但一些低频的声音（如街道噪音及吸尘
器、飞机飞过天空的声音）却被忽略，这就
妨碍了对剧情的充分理解，尤其是人们相互
谈话的场面。中耳中的肌肉有助于抑制低频
的声音，但如果长时间不锻炼这部分肌肉，
它们就荒废了。对于听力较差的人来说，他
们有时候不得不特意放慢播放速度，甚至回
放，才能理解意思的细微差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行为科学家考察了
大脑如何处理速度加快的语音。结果显示，
即使是以正常的速度播放，大多数人也无法

听清楚每一个单词。因此，用倍速的方式播
放视频会造成理解能力下降。具体来说，当
用2倍甚至3倍的速度播放视频时，理解能力
就彻底崩溃了。用1.5倍的速度播放时，对理
解能力的影响较小。不过，也有例外情况，
那就是盲人，他们习惯了依靠听觉来理解信
息。视频播放速度加快对他们理解能力的影
响并不大。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神经科学家表
示，“开倍速”看视频会对短期记忆功能产
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发育阶段的大脑。
以学生为例，快速播放会导致他们忽视韵
律、停顿、音调和声音的变化，妨碍对内容
的理解和分析。由于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处
理这种信息，因此加快播放速度会削弱杏仁
核的功能。
          据《北京青年报》

开倍速看视频 可能伤害大脑

   为什么我们又好奇又害怕

  科学研究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对恐惧的渴
望根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益———
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恐惧并迎接新的挑战，让我们在
多变的生活中更好地适应。
  查尔斯·达尔文对这一现象感到惊讶，他听说有
些被关押的猴子尽管害怕蛇，但仍然会掀起装有蛇的
箱子的盖子偷窥。他被这个故事吸引，于是将其变成
了一项实验：将一只装有蛇的袋子放在伦敦动物园的
笼子里，笼子里有许多猴子。一只猴子会小心翼翼地
走到袋子旁，慢慢打开，探头向里看，然后尖叫着逃
走。看到这只猴子这样做，其他猴子重复了相同的
动作。
  其后的很多实验也证明这种对危险的病态好奇心
不仅在灵长类中存在，在其他种类的动物中也非常普
遍，被称为“捕食者检查”。这种行为出现在从小丑
鱼到瞪羚的多种动物身上。
  乍一看，接近危险似乎是一个坏主意。为什么自
然选择会使动物对它们本应避开的事物产生好奇心？
  这些行为背后有进化逻辑。
  病态好奇心能让动物获取环境中最危险事物的信
息，还能让它们有机会处理这种危险状况。当考虑到
许多动物生活在它们的捕食者附近时，病态好奇行为
的好处变得清晰。
  例如，非洲大草原上的羚羊经常与猎豹交会。从
表面上看，羚羊在看到猎豹时应立刻逃跑，但逃跑在
生理上是“昂贵”的。如果每次看到猎豹就跑，羚羊
将耗尽宝贵的卡路里，错过其他对其生存和繁殖至关
重要的活动机会。
  从捕食者的角度看，猎豹应该在看到羚羊时立刻
开始追逐。但对于猎豹来说，捕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狩猎是一项消耗能量的活动，不是每次都会成
功。只要猎豹不饥饿，它应该只在有相对较高几率抓

住猎物时才追逐猎物。
  对于羚羊来说，如果在猎豹狩猎时逃跑最好，那
么它们能够确定猎豹何时饿了，就会受益。而羚羊了
解猎豹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密切观察
它们。
  例如，如果周围的草很短，猎豹很容易被看到，
羚羊会感到相对安全，可能停留一段时间观察猎豹，
如果羚羊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中，这一点就更重要。
  此外，羚羊的年龄也很重要。年轻羚羊即那些能
够快速逃跑且没有太多面对捕食者经验的羚羊，最有
可能去密切观察猎豹。
  这种权衡是有道理的：这些羚羊对危险的猫科动
物了解不多，因此它们可以从观察中学到很多东西。
相对安全和经验不足是动物捕食者检查行为和人类病
态好奇心的两个重要因素。

   沉浸于恐怖中的好处

  描绘捕食者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口头传说中随处
可见。豹子、老虎和狼经常出现在民间传说中。我们
通过听故事和看电影，了解可怕的虚构捕食者，如凶
猛的狼人、强大的龙、聪明的吸血鬼和嗜血的怪兽。
  沉浸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是一种非常有效和有价
值的策略。这些故事让我们了解其他人遇到潜在捕食
者或威胁的情况，而无需亲自面对。
  虚构怪物的夸张危险刺激了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反
应，使我们熟悉这些反应，以便在面对更现实的威胁
时能够应对。
  迷恋那些可能伤害或杀死我们的事物不仅限于捕
食者。我们也会对大规模恐怖情境的故事产生病态好
奇心，如火山喷发、大流行病、危险的风暴等。听恐
怖故事是了解和演练面对我们尚未面对的危险的唯一
方式。
  学会在意外和不确定性事件面前恢复镇定并适

应，似乎是娱乐的一个关键进化功能。参与模拟危险
情况的娱乐有助于幼年哺乳动物（如小老虎、小狼
崽）快速恢复稳定的运动或镇定状态。
  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小时候就能听到各类恐怖故
事，比如“吃小孩的大灰狼”“夜晚会活动的僵尸”
以及各种大人和小孩之间追逃的游戏。
  这是一种愉悦和安全的恐惧，故事或游戏结束
后，父母就会安慰孩子并告诉他们一切都没事。
  此外，恐怖娱乐不仅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危
险，还可以帮助我们释放紧张情绪。
  在现实世界中，恐惧和紧张情绪可以累积并对身
体产生有害影响。恐怖电影和恐怖故事提供了一个安
全的环境，让人们释放这些情感。当你在电影院中尖
叫时，就是在排解紧张情绪。
  研究发现，看恐怖电影或阅读恐怖小说时，人体
会产生一种“兴奋性情感”的生理反应，包括心跳加
速、出汗和瞳孔扩大。然而，这种生理兴奋很快就会
减退，被一种愉悦的感觉所取代，这种感觉来自通过
媒体消费的恐怖体验。这就是为什么在观看一部恐怖
电影之后，人们可能会感到轻松和满足，而不是沮丧
或愤怒。
  我们可能在理性上明白，恐怖电影和故事只是虚
构的，但它们引发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当大脑对潜
在危险产生兴奋的生理反应时，我们可以在安全的环
境中体验恐惧，而不必担心真正的风险。这是释放紧
张情绪的一种有效途径，有利于情感健康。
  娱乐中的恐怖也可以增强社会联系。在某种程度
上，恐怖故事和经历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朋友或家
人一起看一部恐怖电影或共同参观一个恐怖景点时，
会共享情感体验，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因此，无论是观看恐怖电影或者是探访恐怖景
点、听恐怖故事，害怕的时候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
为你正在增强自己的应对能力，释放紧张情绪，并加
强社会联系。
         据“中国科普博览”微信公众号

越怕越爱 恐怖片为什么令人“上头”

  有些人爱看恐怖片，即使被吓得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也要坚持看完。还有一些人对鬼屋
有莫名的好奇，总想体验在鬼屋中被吓得尖叫的感觉，当然，现在很多鬼屋因为过于老旧已经
停业了，但是更具有沉浸感的恐怖主题密室逃脱却在各地生根发芽。不论是哪种形式，总有一
部分人对于恐怖的事物保持一种既害怕又好奇的态度，而这种悖论也一直令学者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