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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烏鴉喝水」真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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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50萬個不同的DNA微陣列晶片去研究
影響智力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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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實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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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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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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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機會偏愛有備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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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Stev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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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燭問題 

前提：受測者可以拿到三樣物品，一排火柴、幾根
蠟燭，以及一紙盒的圖釘。 

問題：設法讓蠟燭固定在一片軟木板上燃燒。 

不適合的解決方案：（1）直接把蠟燭用圖釘釘在軟
木板上，但蠟燭的蠟會碎裂。（2）用火柴去燒蠟燭
底部，使蠟燭黏在軟木板上，但蠟是沒有辦法固著
在軟木板上。 

 

正確答案：把蠟燭固定在原來裝圖釘的紙盒上，然
後用圖釘將紙盒釘在軟木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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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與瘋狂 



2012/12/04 



2012/12/04 



2012/12/04 



2012/12/04 



2012/12/04 



2012/12/04 

好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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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智慧-理解人腦運作，打造智慧機器 On Intelligence  
作者：Jeff Hawkins & Sandra Blakeslee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6年05月16日 
 
 
  智慧究竟是什麼？二十多年來人工智慧和神經網路等想要模擬人類智慧
的嘗試失敗，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先了解什麼是智慧。霍金斯提出一個強有力
的理論，解釋人類大腦是怎樣運作以及為什麼他認為電腦沒有智慧，深入探
討如何建構出真正的智慧機器。  
  人腦不像電腦將每一個接受到的輸入訊號以一個輸出訊號來對應，大腦
是個記憶系統，儲存了無數的經驗來反映出外在世界的真實結構，記住事件
的序列以及它們的關係，並根據這些記憶作出預測。這個記憶─預測系統就
是智慧的根本，也是知覺、創造力甚至意識的根本。透過這些大腦知識歸納
出大腦運作的算則，將使我們可以用矽晶片建構在許多地方超越人類能力的
智慧機器。  
  本書開啟了科技時代的無限可能，是神經科學、心理學領域的石破天驚
之作，更是有志於研發智慧機器的人不可不看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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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的腳印：社會形塑人類心智之道  
Friday’s Footprint: How Society Shapes the Human Mind  
作者：Leslie Brothers/著 
譯者：洪莉/譯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3年09月01日 
 
 
  作者布拉澤斯以魯賓遜「巧遇」星期五的腳印作為隱喻，認為人類既然
被演化成社會性的動物，其心智亦唯有在社會脈絡中才能發生作用，一如魯
賓遜來自於社會，最後終將回歸社會。人類的大腦亦是如此，它們發展出與
其他大腦交換訊號的專業能力，也就是對於臉部表情及身體姿勢的意義之協
調，然而某種腦傷卻足以摧毀一個人解讀面部表情的能力。作者除引述臨床
上的個案研究，並將帶領讀者深入探測個體神經元的層次，結合神經科學、
精神病學及社會科學探索大腦細胞對社會事件的反應，以及大腦如何透過我
們的日常互動產生有意義的行為與思想的網絡。  
   一如布拉澤斯所主張的，沒有星期五就沒有魯賓遜，不受大眾認同的黃
金就不具其價值，而人類的心智是不可能脫離社會脈絡而單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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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  
作者：凱．傑米森 
原文作者：Kay Redfield Jamison 
譯者：王雅茵、易之新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日期：2002年03月01日 
 
 
         本書從多位留名千古的歐美詩人、文學家、畫家等藝術家的例子，來談
從憂鬱、躁鬱氣質逐漸到病症的整個灰階過程。作者在每章卷首都引用一段
詩或文字，點明整個章節所涵括的主題。作者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本身是躁鬱症患者，也是心理學家，是精神醫學界中研究躁鬱症、憂鬱症和
自殺的大師，她出於自身經歷，寫出了這本橫跨醫學界與文學界的經典。 
  書中從醫學角度提出詳盡的症狀說明，穿插多位藝術家的詩作、小說等
作品，為生硬的醫學術語賦予動人的文采和內涵，使躁鬱症和憂鬱症患者的
病症與家族歷史生動地躍然紙上，最後並深刻反省現代醫學對治躁鬱症和其
他疾病所需考量的倫理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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