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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美国 Harry
N.Abrams 出版社出版的

（本文作者
译为“被遮蔽的女性：揭
露为男性而设计的世界
中的数据歧视”）一书，荣
获英国皇家学会 2019 年
科学图书奖，奖金为 2.5
万英镑。该书 2019 年 3
月 出 版 ， 作 者 Caroline
Criado Perez （卡罗琳·克
里亚多·佩雷兹）是作家、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和
女权主义活动家，曾获英
国女王颁授的官佐勋章。

本书主要想说的是：
在数字时代中数据极其
重要，但在与人们的生活

（从家居、就业到保健）密
切相关的数据收集方面
存在着巨大的性别鸿沟。
比如，无论是语音识别软
件还是防弹背心，无论是
临床医学实验还是办公
室温度控制，很多领域的
数据收集都是围绕男性
进行的。本书所阐述的内
容都是精心调研的成果，
脚注里列出的大量文献
还可供想进一步研究类
似问题的读者参阅。

佩雷兹认为，我们至
今仍生活在一个不平等
的世界里。女性本来承担着很多无偿劳动，
如养育子女、照料老人、料理家务等，却不
被承认。现在，女性在大数据中又继续缺
位，这就使女性的生活更艰难，因为数据缺
位就意味着她们被遮蔽了。

本书分为几大块进行论述：日常生活；
工作场所；设计；寻医问药；公共生活；错误
做法的后果。佩雷兹说，数据方面的性别歧
视比比皆是。例如，小汽车座位的设计完全
是按照男性体型来做的，万一发生碰撞事
故，车座上女性受重伤的概率要比男性高
47%。又如，电话听筒的尺度对于很多女性
都太大，不好抓。

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的英语文学高级
讲师 Serena Trowbridge 在对本书的评论文
章中写道：她是女权主义者，本来就十分关
注与性别歧视相关的事实与数据，但直到阅
读本书后她才震惊地了解到一些前所未闻
的事实。例如，很多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接受
别人捐赠的避孕套，但不接受女性卫生巾。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面向女性用户的类
万艾可药品却是在男性身上进行临床测试
的。自然灾害之后为安顿灾民迅速建成的
房屋往往不包括厨房。由于很多女性不是
全职工作的，一些城市规划部门和交通管理
部门根本不考虑女性的需求。出现这些问
题的原因之一，是作出相关决策的组织、政
府机构、理事会、委员会中女性的代表性不
足。试想一下，安顿灾民房屋的设计过程中
若听取女性意见，她们怎么能让没有厨房的
房屋设计图通过呢？

佩雷兹强调，有三方面应引起人们特别
注意：一是不可见性。比如，女性从事了家
务劳动、照料老人孩子等巨量工作，但这些
都进不了 GDP 统计，因而其价值被大大低
估。本文作者知道，波兰一位女学者的博士
论文题目就是“城乡家务劳动价值之研
究”。她估计，家务劳动的价值大约等同于
平均国民收入水平。她说，在波兰，“家务劳
动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使得国民总收入增加
了大约 23％”，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对应百分
比是 40％。可见，对女性不可见劳动的价值
低估是多么严重。二是可见性。用不当的方
式表现女性，易于使男性蔑视女性，甚至导
致家暴或性侵。三是女性身体的生理特质
在设计和医疗保健中未被充分涉及。

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评委会主席、
南安普顿大学人工智能教授 Nigel Shadbolt
对此书赞不绝口。他说，作为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和数据科学家，本书逼着自己重新审视
自己的研究领域。该书用充分的事实和数
据来支撑作者的论点：在一个为男性和由
男性构建的世界里，数据和算法中的性别
鸿沟、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无处不在。

我们能让今后的数据世界继续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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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星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评《采药去———在博物王国遇见中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健康科学与医学院院
长、心脏病学家李·戈德曼博士的著作《反本能
生存学：我们是如何被四项关键生存特性摧毁
的》最近在国内出版，原著名为

。

一

在这部著作中，戈德曼详述了曾经保证人
类种族延续下来的几个关键生存特性———饥
饿、口渴、恐惧以及血液凝结———如何在现代社
会成为造成全球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比如，
储水储盐的生理特性，曾经保护人们免于脱水，
如今却造成了高血压、心脏病等。

本书实际上阐述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科学与人类演化、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就
是过去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极其缓慢的基因演
化与今天科技发展赋予人们更强大的力量、更
好的生存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
主要体现在健康、疾病和生存的悖论之上。提出
和阐述这个悖论也就是该书的精髓。

从前的日子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是，
这个慢与生命的演化比起来，已经够快了。今天
人类的所有关键性的生理功能是在大约 20 万
年的演化中形成的，至迟也是在几万年的时间
里定型的，例如对食物和热量的需求和贮存；对
水和盐的需求；知道何时战斗、何时逃跑、何时
服从；凝血的功能。

这 4 种功能是从身体到精神的缓慢演化，
但是又呈现为让人生存下去的极为重要的保证
和条件。能够获得和贮存食物不至于让人饿死；
善于汲取盐和水并保存它们可保证人们不会脱
水而虚脱；面对危机时选择战斗还是逃离会让
人们有更大几率存活；凝血功能可以让人们在
即便没有止血、包扎、缝合、输血和手术时也能
生存，如战争、灾难和意外伤害时的流血，以及
最重要的决定人类繁衍的女性在生育分娩后的
自动止血（主要依靠血小板和子宫收缩来压迫
止血）。

然而，在 200 年的时间里，研发创新和技术
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尽管自然
环境还是那个自然环境，而且也因人类的快速
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科技却为人们提供
了更好的生存环境。

二

在蛮荒时代的狩猎和捡拾果实，以及随后
的刀耕火种的饥一顿饱一顿的环境下，为了生
存下来，人们会极尽全力地保存所摄入的营养，
从而演化出节俭基因，这是由美国遗传学家尼
尔于 1962 年提出的，这也使得今天的人们在现
代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提供的丰富多样的食物环
境下，诱发糖尿病、肥胖等慢病。有了丰富的食
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吃，远远超过了身体真正
的需求，在美国至少导致了 35%的人患有肥胖
症、糖尿病、心脏病，甚至癌症的风险也在增加。
因为，当饥荒逐渐远离人类时，体内适应过去饥
馑时代的节俭基因仍然在表达和发挥作用，在
机体摄入超过机体需要的能量时，多余的能量
转化为脂肪，导致身体发胖，从而诱发糖尿病、
心血管病。

同样，在过去漫长岁月中，人体内的蓄盐、

蓄水基因对水和盐极为珍惜，以保障人的重需求
和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延续生命，以致人体在今
天也对水和盐有着原始的渴求和保存它们的冲
动。因此，今天人们摄取的盐也远远超过了身体的
需求，盐的过量摄入必然导致水的大量摄入，也导
致现代人之中 30%患上高血压，后者又大大增加
了人们患心脏病、卒中和肾衰竭的风险。

在史前洪荒时代，人群中高达 25%的死亡是
由暴力所致，保持高度警觉是至关重要的。但
是，随着世界变得更安全，暴力事件也减少了。
另一个现象却出来了，人们的自杀增多了，甚至
比谋杀和致命的动物袭击更普遍。原因在于，在
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促使人们高度警觉、恐惧
以及担心的基因还在起作用，从而导致了人们
越来越多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遗症，这些因素
又促成了现代人较多的自杀。

凝血的功能可能是最不容易与现代科技营
造的人类更易于生存的环境相冲突，人们受伤
后血小板有凝血作用，以及现代科技为人们提
供的包扎、缝合、输血和手术的止血、补血是目
标一致的，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并行不悖，可为
何还是在现代社会造成了人们的疾病，如心脏
病、卒中，甚至死亡呢？

这要从血液栓塞和其他因素谈起。旧石器
时代人类的祖先有 12%、早期农耕时代先民有
25%死于他杀和致命伤害，自然而然，人类的凝
血止血功能便演化和出现，以拯救人们的生命，
尤其是在没有医疗条件之下，身体能够自我止
血是最好的救命方式。

另外，虽然不清楚人类早期的女性分娩时
有多少是死于大出血，但是，直到 1990 年在最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每 100 名分娩的女性就有 1
人死亡，其中又有 1/3 是因失血而死亡（每 300

名女性分娩有 1 人死于大出血），因此无论是机
体的自我凝血功能，还是现代技术的止血功能
都能很好地保护生命。

但是，现代生活的富足导致了现代人的凝
血太多。大量摄入胆固醇和其他脂类时，可以堆
积在动脉中，尤其是冠状动脉的内膜上，过多的
脂肪会让动脉变窄，但还不至于阻塞动脉。问题
在于，动脉被脂肪堵塞后，严重时产生动脉粥样
硬化，脂肪堵塞较少时也会在表面产生斑块，从
而导致血管内膜的裂隙和破裂，然后让动脉内
膜的细胞层撕裂，暴露出其下的动脉组织。

这时，机体的凝血机制就会触发，动脉会发
出动员令，召唤血小板和凝血蛋白来修复裂口。
由此会产生血凝块，后者不只是堵住了血管裂
口，还可能部分或完全堵住动脉血管，让血液无
法流向其他器官和组织。所以，动脉粥样硬化和
动脉血凝块会导致严重问题，而心脏病和卒中
这两种疾病在旧石器时代非常罕见。但工业化
后，依靠科技而让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们的生
活水平大为提高，吃得太好也产生了让凝血过
分的问题，从而让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凝
血机制致人伤亡。

三

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缓慢形成的上述 4
种极为重要的生理功能不只是与科技改变人们
的生存环境产生冲突，还由于科技的保护让人
类的寿命延长而产生了更剧烈和严重的抵牾。

19 世纪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与几万年前
差不多，但从那时之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
了一倍，1990 年后就增加了 6 年多。一方面人
类寿命的延长让这 4 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功能
处于与现代社会冲突的时间增多，造成的死伤

也自然增多。
人类试图躲避饥饿、脱水、暴力和流血时幸

存下来的特征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最主要的死亡
原因。但在今天，这 4 个功能要为美国超过 40%
的死亡人数负责，并且占了 8 个造成死亡主要
原因中的 4 个，它们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它
们所阻止死亡人数的 6 倍以上。

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身体只能用 10 代人的
时间（约 200 年）来适应科技创造的新世界，人
们的基因根本没法改变那么快，结果便是，基因
的演化落后于科技创造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过
去漫长岁月中为对抗自然挑战而演化出的保护
身体和生命的特性在今天反而成了导致人们死
亡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基因演化之慢与科技发展之快导致
的生命悖论和危机，如果不对这样的危机进行
干预，一切将变得更糟———更多的肥胖、糖尿
病、高血压、焦虑、抑郁、自杀、心脏病和卒中会
产生，而且很多人患病后活不到有孩子的年纪。

四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危机？作者在该书中提
出了几种方式。

一是人们共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
持更健康的状态。在现有的生活水平之上虽然
会吃得更好，但是可以通过锻炼、少吃一些和实
行其他有益的生活方式来拯救自身。不幸的是，
这些方法虽然有时在个人基础上是成功的，但
在人群里却是出了名的没效果，形象的说法是

“悠悠球式减肥”，大多数人减肥成功后通常会
反弹，因而许多短期的减肥成功会被长期失败
抵消。

另一种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全面利用科技
作为继续改善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补充，例如
用药物治疗高血压，用缩胃手术治疗肥胖，用抗
抑郁药物对抗抑郁和自杀，每天服用一片阿司
匹林防治心血管病（对此也有争议），以及研发
出药物以控制身体对食物和盐的渴求。

当然，本书也讨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
让基因发生改变，以适应现在科技改变的环境，
一是通过自然选择来淘汰这 4 种过去岁月中形
成的功能基因，二是让基因发生突变，不再拥有
解决饥饿、口渴、恐惧以及让血液凝结的功能。

但是，作者认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一则是
时间太短，不够基因的演化，二则是拉马克的生
物获得性性状的遗传机理并非完全得到证实。
所以，比较可行的是，尽管改变生活方式可能会
在某些人群中失败，但还是应当坚持下去。可以
体现在几个方面，规定饮食或限制饮食，减少盐
摄入量，以充实的工作和保有与家人、朋友的良
好关系来防止抑郁，以及坚持锻炼。

当然，对基因进行改变也并非完全不行，例
如，通过基因疗法改变部分基因，以及针对基因
的个性化进行治疗。

所有这些都是在对抗人类几十万年来形成
的特定基因和特定功能所决定的人的本能。也
许这些方式综合运用之后，会有部分作用。

但是，如果超出这本书的视野，给予人类足
够的时间，当人们适应了现代科技所改变的环
境，让基因与现代环境不再冲突呢？这需要时间
来检验。

在史前洪荒时代，人群中高
达 25%的死亡是由暴力所致，
保持高度警觉至关重要。

随着世界变得更安全，暴
力事件减少了。但在长期的演
化中形成的促使人们高度警
觉、恐惧以及担心的基因还在
起作用，从而导致了人们越来
越多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遗
症，这些因素又促成了现代人
较多的自杀。

“

“基因慢”与“科技快”导致的生命悖论
■张田勘

你听说过“采药”也能成
为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吗？在
拿到这本《采药去———在博物
王国遇见中药》之前，我也没有
听说过。因为，我总觉得：采药，
那是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才
能做的事情，对于我们每天过
着两点一线的城市人群来说，
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直到有
一天，在书店的一角，发现了这
本不大的小书后，我开始留意
身边的一花一木、一草一虫。

本书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的一本中医药科普读物。
该书的作者段煦是一位医科出
身的博物学者，通过记录他在
大自然中遇见药用动植物的故
事告诉我们，神奇的药用动植
物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
边。从楼下的草坪、厨房的菜
篮，再到市郊的乡野，到处都能
找到药用动植物的身影。

作者在书中说：人，是大自
然的孩子，如果长期憋在水泥
做的壳子里是不行的。所以，我
便把几乎所有看电视、聊大天
儿的功夫，跑到屋子外面去，来
到花园儿里、空地上、树林里，
找自己喜欢的药材，不为别的，
就是种休息。今天，先进的科技
为我带来了数码相机，不需要
对我所热爱的大自然过多索
取，我，轻松多了。

现如今，你只要背上一个
包，里面除了水壶和你所喜欢
的零食，还必须带上一本药用
植物手册和数码照相机，接下
来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徒步

健身，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寻找
你所认识或不认识的药材（或
动植物），认真比对进行分类，
拍照留作资料，回家进一步鉴
定和研究。OK，这样的“数码采
药”，有意思吧？

是啊，到大自然中去，寻找
并采集药用动植物的影像，这
样的休闲方式非常环保，不仅
能够放松心情、强健体魄，还会
有获取知识的快乐，真是一举
多得。同时，作为家长，我觉得
这样的活动特别适合带着孩子
一起参与，让他们从小就能感
受并体验到祖国医药文化的博
大精深，培养对自然、对生活、
对健康的热爱，对于他们今后
的成长大有裨益。

《采药去———在博物王
国遇见中药》（第二版），段煦
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年 9月出版

微评

域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
也是与疾病斗争的历史，而疾病的发
生往往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毛利霞博士的专著《从隔离
病人到治理环境：19 世纪英国霍乱防
治研究》就是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 19
世纪英国防治霍乱的历程，并进一步
探讨人与疾病和自然的互动关系与内
在关联。

霍乱是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
一般通过饮用水、食物等传播，具有发
病急、传播快的特点。在 1831—1866
年间，霍乱曾先后四次在英国肆虐，而
彼时英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工业革
命，正处在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霍乱在这一时期的反复暴发暴露了英
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终促使英国在立法、行政、医学乃至
国际合作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霍乱本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区的
地方病，19 世纪初随着英国对印度的
殖民侵略不断深入，霍乱病菌也随着
印度门户的洞开，向世界各地传播。作
为出现在英国的一种“新疾病”，霍乱
的突如其来和巨大的杀伤力引起了民
众的极大恐慌。

关于霍乱的病因，当时英国存在
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传染派和非传
染派。非传染派不是从医学方面寻找
霍乱的病因，而是从道德、阶级、种族
等方面寻找答案，比如认为霍乱是上
帝对个人道德败坏或无信仰的惩罚，穷
人更容易感染霍乱，犹太人、爱尔兰移
民和非洲黑人是霍乱传播的帮凶等。而
传染派中则主要存在瘴气论和卫生论，
前者认为霍乱与瘴气（指污浊的或不干
净的空气）有关，后者则把霍乱产生的
原因归结于肮脏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
件。由于霍乱的受害者不分对象，传染
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霍乱从被看
作是“穷人的疾病”变为“一种社会病”。

为了防治霍乱，英国开展了一场
公共卫生运动。这场运动由社会改革
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及其主持编写的

《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
报告》拉开序幕。1842—1857 年间，查
德威克大刀阔斧地推行公共卫生改
革，包括城市垃圾清理、下水道改造
等。这场运动虽然使得城市的卫生状
况大为改善，但由于没有意识到下水
道排水、河水污染与霍乱的内在联系，
卫生派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把化
粪池移到下水道，反而在无形中加速
了霍乱的传播，因为下水道的污水排
入河流会污染河流，饮用这些河流的
供水，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英国还把改善住房作为
防治霍乱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在卫生
派看来，糟糕的室内卫生与霍乱也存在
着某种关联。19 世纪中期，英国城市人
口急速增长，而住房数量严重不足，结
果导致住房拥挤，常常几个人共用一张
床，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为此，英国政府
着手改造旧房屋、规范住房标准、提高
住房舒适度，以期改善居民的住房条
件。不过，事实证明住房改革在降低贫
民窟某些传染病比如肺结核、斑疹伤寒
等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
在防治霍乱上成效不大。直到人们意识
到霍乱传播与水污染之间的联系，通过
治理水污染，进行供水改革，霍乱在英
国才基本消失。

环境治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
工程，如何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在妥协
中前进，不仅彰显着一种政治大智慧，
也从侧面反映了环境治理的任重而道
远。自 1831 年霍乱首次登陆英国，英
国人就开始了防治霍乱的历程，直至
1866 年后才成功避免了霍乱。从公共
卫生到住房改革，从治理河流污染到
供水改革，国家与地方、不同地区和利
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在此过程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英国霍乱防治的
曲折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科学家已经知晓霍乱传播
的途径并研制出霍乱疫苗，但尚未彻
底消除它，尤其是在亚非较为贫穷落
后和环境破坏严重的国家，霍乱仍时
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因此，英国在 19 世纪防治霍乱的
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仍值得
人们参考，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正确处
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努力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
19 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毛利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8 年 11月出版

“自 1831 年霍乱首次登陆
英国，英国人就开始了防治霍
乱的历程，直至 1866 年后才成
功避免了霍乱。

从公共卫生到住房改革，从
治理河流污染到供水改革，国家
与地方、不同地区和利益集团之
间的博弈与较量，在此过程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英国霍乱防治的
曲折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疾病、环境与人
■高建红

试想一下，安顿灾民房屋的设计过程
中若听取女性意见，她们怎么能让没有厨
房的房屋设计图通过呢？
“

《反本能生存学：我们是如何被四项
关键生存特性摧毁的》，[美]李·戈德曼著，
刘洲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 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