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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小巫见大巫

“小巫见大巫”是我们经常听到和用到的
成语。其中的“巫”，指旧时装神弄鬼以替人祈
祷为职业的人。这一成语的原意是，小巫见到
大巫，法术无可施展，因为大巫的法术比小巫
的法术高。后来用以比喻相形之下一个远远
比不上另一个。

典故出自战国时宋国人庄周的著作《庄
子·逸篇》。

庄子姓庄，名周，《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
而有时称其为“严周”。“逸篇”即散逸的篇章。
《庄子》是继《老子》和《文子》之后体现道家学
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是中国古代精神自
由史上的名著，在中国古典文学、哲学、艺术思
想史上均具有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现今通
行的《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
部分，共三十三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奇
诡的创作手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古代诗意文
集。有学者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十三篇本
《庄子》，是经西晋郭象删订并流传下来的。汉
代《庄子》有五十二篇，十余万字，这种版本到
魏晋时期还能见到。而魏晋时玄风盛行，庄学

渐起，为《庄子》作注者有数十家，他们往往根
据自身对庄子的理解和个人喜好，对《庄子》一
书的篇目作一定的删改，从而形成了多种《庄
子》版本。在郭象之前，主要的《庄子》版本有
崔譔本、向秀本、司马彪本。司马彪本五十二
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庄子》三十三篇本，是
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尤其是
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是郭象对司马彪
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删去其中的“十分有
三 ”之后的结果。据司马迁《史记》说，庄子

“著书十万言”；稍后于司马迁的刘向《别录》、
刘歆《七略》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
但今本《庄子》不及七万字，可见被刊落和被郭
象删去的《庄子》佚文是相当可观的。关于“小
巫见大巫”的话在三十三篇《庄子》中看不到就
是因于此。西汉刘安版《庄子》大全本成书五
百年之后，郭象以儒解庄，郭象版《庄子》删改
本问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君主专制

时代“政治正确”，遂被视为“独会庄生之旨”。
唐宋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展为“三教
合一”，郭象以儒解庄的“政治正确”程度也日
益提高，终于导致刘安版大全本在唐宋以后亡
佚。经过郭象删订的《庄子》，由于吸收和借鉴
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故为历代所推崇，逐
渐成为定本，流传至今。

《庄子·逸篇》说：“小巫见大巫，拔茅而起，
此其终身弗如也。”“拔茅”是古代的一种占卜
方式，拔茅草如连根拔起，即被视为吉兆。小
巫师见到大巫师，用拔茅的方式占卜，拔起茅
草却不能判断吉凶，便把茅草抛弃，不肯向大
巫请教，这就是为什么小巫师永远比不上大巫
师的原因。庄子的这段话比喻人如果遇到比
自己更有实力的人而不向人家学习，就会相形
见绌，永远居于人下。

关于这一成语运用，有一个故事。三国

时，有两个同乡好友，一个名叫陈琳，在魏国做
官；一个名叫张纮，为东吴孙权的谋士。两人
都很有文学才华，虽然各事其主，但相互仰慕，
经常有书信来往，探讨作品。有一次，张纮见
了栩榴枕很是喜欢，专门为此作赋。千里之外
的陈琳见到了这篇赋后，赞赏不已。在一次请
客宴宾时特地拿出文章让在座的宾客传阅、欣
赏，嘴里还不住地夸耀：“这篇文章写得多么脱
俗清新呀！你们知道吗，这是我的同乡张纮写
的呀……”过了不久，张纮也看到了陈琳写的
《武库赋》和《应机论》，不由得击掌叫好，并马
上写了一封信给陈琳。信上对陈琳文辞清新、
见解独到的文章风格大加赞赏，并表示要好好
地向他学习。陈琳见信后感慨极了，在复信时
谦虚地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与天下
的文人学士交往很少，没见过大世面。只是这
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因此我在这儿容易冒
尖，得到了大家过分的称赞，并不是我的才学
真有那么好，是你太夸奖我了。我和你及张昭
两人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就好像小巫遇见
大巫，没法施展巫术了。”

例句:“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
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汉代陈琳《答张纮
书》）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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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

●流言：
将“手机信号增强贴”贴在手机背部的“有效位

置”，信号就能从 1 格变成 3 格，玩游戏、刷视频不再延
迟，地下车库、高层办公楼等“全场景”均能使用。其原
理是贴纸可以增加手机的波长。

●真相：
商家宣称的“目前最先进款型信号增强贴”，从材

质和结构上看，是在一张塑料片上镀了一层铝膜，铝膜
上面还印有一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通过拉长手机
内置天线接收信号的波长，来增强信号的接收范围”的
说法，从原理上是讲不通的。

首先，波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拉长”；其次，
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源，而贴纸属于“无源天线”，无
法为“有效放大信号”提供能源。而且，由于手机型号
及运营商的不同，各手机信号频率也不尽相同，要实现
共振就必须与相应手机信号的频率相同。因此，一张
贴纸即便能产生某种共振，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机频
率，不可能实现商家宣称的“全场景”应用。

不少人对通信速率存在误解，认为信号强下载速
率会快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数据下载不仅取决于
网络，还取决于输出数据的服务器以及用户数。“贴上
信号增强贴能提高下载速率”其实是个伪命题。

2.用脱糖电饭锅蒸饭可降低米饭中70%
糖分

●流言：
用“脱糖电饭锅”蒸饭，可以有效降低米饭中 70%

的糖分，即使吃上两大碗，也比普通电饭锅蒸出来的一
碗米饭糖分少。

●真相：
根据2019年年底我国发布的《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测定方法》，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专家分别对“脱糖电
饭锅”和普通电饭锅蒸出来的米饭进行了“双盲”测定。

实验结果表明，两个电饭锅蒸出来的米饭，进入人
体之后，形成的血糖实际上是没有差异的。也就是说，
同样数量的米饭，被人体吸收后转化成了几乎同样多
的血糖。所谓“脱糖电饭锅”并没有起到给米饭“脱糖”
的效果，一些卖家宣称的降糖率达70%更是无从谈起。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分为单糖、低聚糖和多糖。
淀粉就是一种多糖，需要经过十分复杂的消化分解，最

终变成葡萄糖，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脱糖电饭锅”想
通过洗掉淀粉的方式阻止人体血糖提升，这是不切实
际的，很难办到。此举还会导致部分水溶性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流失，对人体健康不利。

科学控糖最重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相
比，更加重要的还是管住嘴。所谓又能吃、又不动、又
能降血糖的方法，都没有科学证据。

3.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会得胃癌，可
用“抗幽牙膏”杀菌

●流言：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离胃癌不远了。幽门螺杆

菌一般通过口腔进入人体，要想杀灭幽门螺杆菌，就得
使用“抗幽牙膏”。

●真相：
幽门螺杆菌确实是I类致癌物，但这并不表示感染

了幽门螺杆菌一定会得胃癌。
胃癌的发生还受遗传、饮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中，只有1%发生胃恶性
肿瘤，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可能会偏高些。

同时，幽门螺杆菌偏爱生长在胃窦部位，并非口
腔，牙膏根本作用不到胃里。所谓“抗幽牙膏”既起不
到预防效果，也谈不上杀菌作用。

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办法主要是“四联方案”，即两
种胃药搭配两种抗生素，连续服用14天。可即便如此，
药物的杀菌率也只有80%多。另外，目前也没有公开报
道提到哪种中药或中药处方能肯定杀灭幽门螺杆菌。

面对幽门螺杆菌，在治疗上也并非“见菌杀菌”，因
为不是每位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都需要进行杀菌治疗。
当幽门螺杆菌检查结果为阳性时，对于一些有危险因
素的人群，比如有胃癌家族史、消化性溃疡病史、萎缩
性胃炎、难治性胃病或者患有淋巴瘤等跟幽门螺杆菌
相关疾病的人，必须进行杀菌治疗；还有一部分人如出
现相关胃病症状，需要结合胃镜检查，由医生决定是否
进行杀菌治疗；对一些没有胃癌家族史的无症状感染
者，杀菌治疗并不是必须的。

4.多吃梨可以润肺、治疗咳嗽

●流言：
秋冬季要多吃梨子，能润肺、治疗咳嗽。

●真相：
咳嗽是人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具体来说，如果耳

朵、鼻子、咽喉、气管、支气管、胸膜等部位受到刺激，会
把刺激上报给延髓；延髓里的咳嗽中枢指挥咽肌、膈肌
等肌肉，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关闭声门，接着剧烈地往
外呼气，以祛除不良刺激。

换句话说，咳嗽的原因非常多，表现也各不相
同。咳嗽伴发热，意味着感染；咳嗽伴胸痛，要考虑到
肿瘤的可能；每年秋天都咳嗽，或许是慢性支气管炎；
咳嗽伴呼吸困难，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对于这些疾病，都应该早检查、早治疗，梨子其实帮
不上什么忙。梨子水分占了将近90%，靠吃一两个梨治
病，并不现实。

5.献血会影响人体免疫力

●流言：
献血会影响人的免疫力，不要随便献血。

●真相：
人体的免疫系统，主要包括三部分：由皮肤和黏膜

组成的屏障、由吞噬细胞等组成的先天防御系统，以及
由B细胞、T细胞组成的获得性免疫系统。吞噬细胞、B
细胞、T细胞都属于白细胞。白细胞有一定的寿命，到
了一定的时间，人体就会把老的白细胞破坏掉；与此同
时，骨髓等造血组织，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白细胞。
所以，献血不会影响免疫力。

献血对健康的人也没有长期损伤。一般成人的血
液总量为4000毫升~5000毫升，而一次献血200毫升仅
占总血量的1/20~1/25；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一般对失血
量在600毫升以下的病患都不主张输血。因此，献血200
毫升不会影响健康。单次献血后，人体可以很快恢复。

红十字会、政府相关部门等献血管理组织，对献血
间隔作了严格规定，为志愿者留出了充足的恢复周
期。理论上讲，多次献血对人体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6.心脏支架过时了，在美国已经被淘汰

●流言：
心脏支架已经过时了，在美国已经被淘汰。

●真相：
心脏支架又称冠脉支架，是用于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手术（PCI）的器材，能有效改善冠心病患者症状，并
大幅降低急性心梗患者的死亡率。心脏支架治疗冠心
病，主要通过不开刀的方法，从手腕或大腿根的血管将
支架送到心脏的血管，然后将它撑开，达到解除心脏血
管狭窄的目的。心脏支架是治疗冠心病的三大主要手
段之一，另两种是药物和搭桥手术。

根据2019年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中国每
年有近100万人接受支架治疗。随着医疗技术的普及，
加上中国冠心病发病不断增加的趋势，今后做支架的
患者还会更多。

有学者分析了2013年~2017年期间美国1752家医
院和日本1108家医院放支架的情况，结果发现，美国接
受支架治疗的患者在2013年约为55万例，2017年则增
加到63.8万例，增长15.8%。日本2013年冠脉介入是18
万例，2017年是24.7万例，增加了36%。

由此可见，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支架都是目前治
疗冠心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对急性心梗患者，支
架是首选的救命措施。由于心梗是致死性疾病，尽早
开通血管，恢复血流，不但可挽救生命，还能挽救即将
坏死的心肌，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段。

11月“科学”流言榜发布

多吃梨可治疗咳嗽,假的！

每月“科学”流言榜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
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
谣平台共同发布，得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
技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
学会、上海科技传播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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