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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知灼见启迪心智，正是《大创见：改变世界的25个科学关键词》中这些科学大创见，给我们对
大千世界、我们自身、我们的未来，甚至包括如何赢牌的理解，带来了一场革命性剧变。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而有教养的人吗？
抱歉，在读完罗伯特·马修斯的《大创见：改变世界的25个科学关键词》以前，你还不能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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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马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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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我们自身和他人  1．意识  2．小世界理论  3．博弈论做不可能的事  4．人工智能  5．信息论  6．转
基因作物生命  7．走出非洲  8．先天还是后天  9．自私的基因地球  10．灾变说  11．板块构造说值得演
算的数学题  12．贝叶斯定理  13．混沌论  14．元胞自动机  15．极值理论疾病和健康  16．循证医学  17
．流行病学现实物理学  18．狭义相对论  19．量子纠缠  20．标准模型  21．万有理论宇宙，以及我们在
其中的位置  22．大爆炸  23．暗能量  24．平行宇宙  25．人择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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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小世界理论(Small World Theory)    我们会时不时地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你在聚会上与一位完全陌生的
人交谈时，猛然发现你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或同事。
多数人会一笑了之，惊呼“这世界真是小哇！
”过后不再思量。
当然，这个世界其实一点也不小，它可是大得很，拥有60亿人口。
而我们中的多数人大部分时间固然耗费在我们各自小小的圈子里，但“小世界效应”仍会冷不防地以
惊人的频率冒出来。
    科学家多年来往往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如今此类偏见已不复存在，小世界效应如今是科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连物理学和经济学这两
个相异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开始认真看待它的存在。
理解其起因与后果，已导致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小世界理论的创立，它的起源包含着它与从疾病传
播到全球化的诸多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它脱颖而出的过程，足以想见超越学科的大创见如何一连多年得不到承认的尴尬。
小世界理论可能会在“软性”社会科学中找到最引人注目的用途，但它却是起源于高深莫测的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
只有现在，随着学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被相继打破，小世界理论才有望兴盛。
    “小世界效应”在聚会的场合受人关注或许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但研究人员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
始探询它的渊源。
在芝加哥大学，数学家出身的社会科学家阿纳托利·拉波波特开始把社会设想成一个由个体的人所组
成的“网络”，这些人各自同他人具有种种随机的联系，其中有些联系是短促的，将人们通过连接形
成组织严密的“社区”，而有些联系则相对较长。
    拉波波特和他的同事发现：联系的随机性使它们的人工社会大为改观。
如果让联系稍微减少一点随机性，那么社会就会倾向于分崩离析而沦为孤零零的社区，同其他地方的
人失去联系。
    随机联系将庞大的人口转变成一个“小世界”，那里的每个人可以经由寥寥几项联系而与每个他人
形成关联，这便是随机联系显现其极端重要性的早期迹象。
不妨设想一个由100万人所组成的社会，其中每个人只与10个生活在附近的人有联系。
如果爆发一则谣言，那么要经由数万个步骤才能传遍整个社会，因为是从一个10人“集团”缓缓传给
另一个“集团”的。
现在来设想一个同样的社会，每个人还是只认识10个人，但这一次他们随机地散布于整个社会，这样
，谣言传播的速度就快多了，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冷不防地随机冒出来。
每经过一次复述，知道谣言的人数就会按系数10递增：先是100，然后1000，以此类推。
刚刚复述到6次，每个人就都已听说这个谣言了。
这里靠的就是跳跃式地跨越整个网络的随机联系。
    这一切让人印象深刻，只是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我们所拥有的联系既非绝对随机，也并非完全褊狭，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呢？
1959年，有两位匈牙利数学家保罗·艾狄胥和阿尔弗雷德·瑞尼朝解答这个问题迈出了一大步。
他们提出的一个公式证明寥寥几项随机联系是如何使事态为之大变的。
例如，在100人的大庭广众中，只要随机地挑选十来个人介绍他们彼此认识，你就能差不多在每个人之
间形成联系。
而另一方面，若是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方式去做，那就要求你令人咋舌地安排4950次介绍。
由此可见，寥寥几项的随机联系，能把这件事办得好很多了。
    艾狄胥和瑞尼的公式印证了随机联系在人际联络方面的威力，但是它不可能预测现实世界会有多么
“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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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次设计巧妙的实验揭示了现实世界小得令人惊愕。
    哈佛大学教授、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读过美国两位研究人员，即伊锡尔·德索
拉·普尔和曼弗雷德·科亨要旨为“两个陌生人可经由短促的相识链而建立起联系”的相关论著，便
决定试着估测一下我们的社交网络所具有的典型规模，如我们拥有多少人作为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
等等。
为了探明真相，他给内布拉斯加和波士顿的296人寄去包裹，要求这些人把它们继续寄给马萨诸塞州的
“目标人”。
这听起来似乎够简单的，只是接受人并未被告知目标人住在哪里，只知对方的姓名、职业和其他少数
几项个人细节。
米尔格兰姆要求他的接收人把小包裹寄给他们互以名字称呼的熟人；这些人也许更有机会把小包裹投
递出去。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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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罗伯特·马修斯有一种天赋，他善于围绕改变现代世界的观念的本质，去搜寻一个又一个既简洁明快
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约翰·伦尼，《科学美。
国人》编辑    我一向赞赏罗伯特·马修斯对待科学的清晰思路和淳朴态度⋯⋯他要论述的是，看似复
杂到无法厘清的事物，解释它们实际上是多么的简单。
    ——伊恩·斯图亚特教授，《碟形世界的科学》作者    罗伯特·马修斯是当今最杰出的科普作家之
一。
不管你有着怎样的学业背景，都能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新东西。
    ——邓肯·沃茨，《六度：互联世界的科学》作者    本书的描述深入浅出，主题令人印象深刻且涉
及面极广，手册式的编排完全能够让你轻松查阅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了解其中奥秘。
    ——《生物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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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伯特·马修斯的《大创见(改变世界的25个科学关键词)》描述了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以及其他更
多的收获。
二十五章内容均自成体系，差不多可以接任何次序去阅读。
除了讲解当前的事态外，每一章还收录有专业术语汇编、加框的说明文字、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目等
，以便读者加深、拓宽、更新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知识。
作者的宗旨向来不仅限于简单地把读者带到科学知识的最前沿，还力求通过对作出重要发现所必经的
曲折道路的描述，提供一些深入洞察科学进程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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