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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在一种偶然的机会中出现的合作产物，由于三个合作者都对奇异的嗅觉器官有兴趣，所以走
到一起来了。
皮埃特·福龙（Piet Vroon）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最初的心理学的工作是在嗅觉的研
究上。
安通·万·阿默龙根（Anton van Amerongen）是生物学家。
汉斯·德·弗莱斯（Hans de Vries）是独立自主的心理学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和文本的可读性
上。
概括来说，全书要处理下列各章的论题：    第一章讨论气味的文化和科学的历史，包括气味在动物界
的一些事实。
    第二章集中论述嗅觉器官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以及嗅觉的产生途径。
这章的论述包括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生物学方法，如果对这方面的信息没有兴趣，可以跳过去，或者略
看一小部分。
然而，读者必须熟悉其中的许多概念，以便充分理解本书的其他章节。
    第三章是关于气味的“心理物理学”问题的阐述。
它将告诉我们，在刺激物的强度和跟着出现的知觉之间有什么联系？
各种气味之间的调节作用是如何产生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各种异味彼此会起到增强或抑制的作用？
这方面的信息将告诉我们哪些关于防止气味污染的知识？
    第四章讨论在人与人之间以及单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的嗅觉能力的差异和对气味的喜好的不同。
嗅觉器官在我们的一生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气味的知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性别、年龄、生活方式、职业、文化等？
    气味不仅被察觉，而且也被记忆和用言辞加以描写。
对此，我们的表达能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盲人对气味的知觉能力是不是要比各种感官都正常的人好一些？
香料商在气味测试中的表现是不是优于其他的人？
与此类似的一些问题都将在第五章内加以讨论。
    气味对于我们的行为举止，甚至对于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有相当的影响。
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从个人情绪和一般的活力的变化规律、行事和动机，以及在各种场合下我们彼此
了解的方式上找到（见第六章）。
    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除了我们每个人赋有的所谓的“嗅味护照”即个人的“身体气味”（这种气
味不难被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所辨认）之外，还添加了香水、香膏和洗涤液之类的人造气味（见
第七章）。
    第八章谈及嗅觉功能的紊乱以及气味和疾病之间的联系。
    本书结尾的一章收录不少有益的提示和建议。
    皮埃特·福龙（P.V.）    安通·万·阿默龙根（A.v.A.）    汉斯·德·弗莱斯（H.d.V.）    199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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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味:秘密的诱惑者》是在一种偶然的机会中出现的合作产物，由于三个合作者都对奇异的嗅觉器官
有兴趣，所以走到一起来了。
皮埃特·福龙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最初的心理学的工作是在嗅觉的研究上。
安通·万·阿默龙根是生物学家。
汉斯·德·弗莱斯是独立自主的心理学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和文本的可读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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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动物界的感觉器官 信息的有效提供，对于每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来说都具有巨大
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可供实验的范围本质上是有限的：因此，各种不同的动物物种理所当然具有适度可比的感官
工具。
它们在眼睛、鼻子、味蕾和触觉以及平衡等器官上，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类似性。
尽管如此，一个物种有时还可能具有自己特殊的感官工具。
例如，蜜蜂能探测出日光的极性的方向，响尾蛇在它们的眼睛附近有红外线探测器，借此帮助它们能
够通过温度的感觉来捕食。
 然而，这些感官的敏感度和作用范围，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却有极其多样的变化。
在大白天，鼹鼠的眼睛几乎是瞎的，但是它潜在地具备像鹰那样的眼睛。
就此而言，鹰几乎看不见近距离的东西；鸟类本是极端远视的动物。
猫在它的视网膜后面有像镜子一样反光的细胞层（tunicaluminosa），其效果是使光线两次通过它的视
觉细胞元。
因此，猫在微明中有卓越的视力，但是在大白天，它的世界几乎便是无色的。
而且，对颜色的知觉可以基于视网膜中的两种色素（二色性目），但是也可以基于三、四甚或五种色
素（五色性目，例如鸽子）。
五色性目的动物能够区别的颜色种类和颜色形式都达到我们甚至难以想象的地步。
 鹌鹑像大部分鱼类一样，完全耳聋，虽然许多的淡水物种能够适度地听到一点声音（味觉和视觉也是
如此）。
蝙蝠用它们的耳朵来“看”。
它们发出高频的声音，再通过回声来查找到前面物体的位置。
蝙蝠的这种声纳系统精确到使其不费多大工夫就能够捕捉到像飞蛾那样的小生物。
另一方面，许多种类的飞蛾的耳朵也敏感到能够察觉出蝙蝠所发出的频率的程度。
这类飞蛾听到那样的声音会立即掉到地上，从而避开了就像是蝙蝠的“雷达”那样的东西。
 重力在一种动物的生命中起的作用越重大，这种动物就越有必要保持它的身体的平衡。
猫本能地使用它的四脚落地，所以它即使从高处摔下，也就是受点轻微的擦伤，你无须为之揪心，就
像你把蜘蛛扔出塔外一样，伤不了它的一根毫毛。
平衡性还可以帮助一种动物有效地飞行。
普通的苍蝇可以成功地使用自己的“平衡拐棍”，即：两翼之下，分别植入一条粘连着一个小球的线
体，要是将那线体去掉，这种动物就会失去它的支柱，于是开始分不清上下左右、漫无目标地乱飞—
—因为它的平衡机构已被破坏。
人类和其他的哺乳动物没有装备“平衡拐棍”，但是有一种很小的耳石置于内耳蜗道的一个节点上j内
耳蜗道含有黏性的流体，它在身体移动时会给那些耳石施加一定的压力。
就在那个时候，在具有这种敏感的平衡器官的人们那里，耳石会迅速而激烈地回应人们突然的运动（
如在晃动的电梯、高低不平的道路、喷气机飞行中碰到的“气阱”或在颠簸的船舶里）。
有时这一器官对平衡与否会敏感到连在平地上步行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好的选择是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不难实现较少突然变化的匀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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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味:秘密的诱惑者》编辑推荐：气味不仅会被察觉，也会被记忆。
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独特的气味，这就是所谓的“嗅味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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