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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位于祖国的哪里，年货里都少不了瓜子。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聊

天、看电视，伸手就能抓到一把。然而别只顾着吃瓜子，你有没有想过瓜子

背后隐藏的一些小知识呢？

为什么瓜子磕了停不下来？

虽然瓜子并没有特别美味，但嗑瓜子却似乎有种魔力，让人停不下来。

哪怕口干唇燥舌尖起泡，还是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把又一把。这究竟是为什

么呢？

嗑瓜子这个活动其实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嗑一粒瓜子的小活动，小活动

相对于大活动更便于实施，小目标相对于大目标更容易实现。瓜子壳给人

享用美味制造了一点小障碍，但克服起来又很简单，而且还很容易掌握技

巧。在单独的、嗑一粒瓜子的小活动中，参与者的行为（嗑瓜子）和结果（吃

到瓜子）之间的时间跨度短，也就是说努力得到的反馈及时，使得参与者更

容易建立起行为—努力—反馈之间的因果联系，心理就很容易得到满足，激

励着你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中国人何时开始嗑瓜子？

瓜子，无外乎葵花子、南瓜子和西瓜子，其他瓜的籽，要么无法批量生

产，要么无法当零食食用。

我国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从历史渊源来看，西瓜子是真正

意义的“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西瓜子可食的是元代《王祯农书》：“（西瓜）其

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在明清两代，没有其他瓜子能撼动西瓜子的地

位。而且嗑瓜子的习俗传入了宫廷，明代《酌中志》中记载了明神宗朱翊钧

“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

葵花子和南瓜子虽然也是瓜子中的成员，但是广为流行却是近代的

事。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大概从 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晚明的

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南瓜子从晚清开始流行，葵花子从民国时期开始流

行。也就是说，西瓜子单独支撑了长期以来民间嗑瓜子的习俗，即使在葵花

子和南瓜子成为常用零食之后，地位依旧没有改变。

外国人嗑不嗑瓜子？

那么，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中国人嗑瓜子呢？好像真的很少见到国外电

影或者电视剧里面有嗑瓜子的情节。外国人是不是不吃瓜子呢？

美国人不喜欢吃瓜子等有硬壳的食物，这可能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

关。但他们也会吃脱壳后的瓜子，只是在烤面包、饼干时用作装饰。在德

国、法国人们认为瓜子是鸟类和仓鼠吃的，不是人的食物。

但西班牙人和我们一样，对瓜子特别钟情。特别是现场看球的球迷们，

瓜子就是他们看球的“最佳伴侣”。西班牙人嗑瓜子速度比中国人快。不

过，西班牙瓜子基本上都是原味的，没有那么多香料，甚至连盐都少加。

此外，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人们也是吃瓜子的，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而像

俄罗斯、土耳其等地跨亚欧的国家，人们也是比较喜欢吃瓜子的。但日本是

个例外。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吃瓜子。因为日本是一个十分注重礼仪的国

家，他们认为，把食物放进嘴里再拿出来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嗑瓜子等于喝油？

过年时，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聊天嗑瓜子其乐融融。不过最近网上流

传着一种说法很吓人，说瓜子含油量很高，吃瓜子等于喝油，这是真的吗?

以炒瓜子为例，每 100 克葵花子，去皮后可食用部分为 50 克，脂肪含量

大约 2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每日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超过 25

克—30 克。尽管我们从瓜子中摄入的脂肪与从葵花子油中摄入的脂肪没

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说吃瓜子就等于喝油未免有些夸张。

因为，虽然瓜子仁中的脂肪含量占了大约一半，但是瓜子中的脂肪以油

酸和亚油酸为主，饱和脂肪仅占了 14%，无胆固醇。适量的油酸和亚油酸都

有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作用，对身体有益。此外，瓜子还含有

20%—30%的蛋白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叶酸、镁、钾、钙、硒和膳食纤维

等重要营养成分。但瓜子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可能会因摄入过多热量和

油脂，造成高血脂，引发肥胖风险。

过年嗑瓜子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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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买钻戒，先来看看这个吧！

是钻石恒久远
还是骗局永流传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情人节马上到了，节日的氛围在商家的宣传下也渐渐浓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礼物当然是
必不可少的。然而，选礼物却是一件令人挠头的事情，选好了，情人节过得甜甜蜜蜜；选不好，爱情的小船
可能说翻就翻。但有一种礼物却是怎么选都不会错的，那就是钻戒。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作为坚贞爱情的象征，钻石以其闪亮瑰丽的外表赢得了天下女人的芳心，
并迫使全世界的男人买来“献殷勤”，很多人认为钻石的高价缘于其稀有珍贵，但也有人指出钻石本身并没
有任何价值基础，其高价格完全是靠人为控制供应链，是最大的营销骗局。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并不想在情人节来临之际给谁添堵，那么不妨把正方（认为钻石是骗局的一方）和反方（认为钻石不是
骗局的一方）观点都摆出来，由您自行评判吧。

钻石是经过琢磨的金刚石，是碳元素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单质晶体。它本来就只是一种矿
产资源，除了硬度很高外，没有什么特点，对人并没有多大益处，当年很多开采矿产的老板将钻石原石乱扔，可谓弃之
如敝履。而后有一些精明商人介入，将钻石加工打造成戒指，并赋予其爱情、坚贞、纯洁等意义，此后钻石的价值便一
飞升天。

众所周知，钻石主要用于首饰，但又不仅限于此。“金刚石的用途有很多。”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
光电技术学院教授陈广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金刚石按用途可分为两类：宝石级金刚石（即钻石）和工业用金刚石。宝石级金刚石主要用于首饰、收藏和特殊用品
的镶嵌（如佛像、权杖）；除了用作装饰品以外，金刚石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工业领域。由于它是目前世界上最硬的天然
物质，莫氏硬度达到最高的10，所以人们利用这一特性，把它制作成各种切割、研磨工具，比如，拉丝模、车刀、刻线刀、硬
度计压头、地质和石油钻头、砂轮刀、玻璃刀、金刚石笔、修整器刀以及磨料等，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物质的加工和各种科学
钻探；此外，人们还根据金刚石所具有的其他优异理化性能，将它应用于航天、航空工业中，并且“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保
罗·梅教授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21世纪将是金刚石的时代，它将替代硅成为终极半导体。”陈广超说。

PK第1 局 用途

1870年南非发现了巨大的钻石矿，产量可以用吨计。
一夜之间，市场上充斥了钻石。南非矿背后的英国投资人害怕了，因为
随着开采量的增加，钻石早晚会掉价。于是这些钻石矿的主要投资人合
并了他们的资产，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实体，控制钻石产量，维持公众对钻
石稀缺的印象。这个实体就是戴比尔斯。通过在各国设立贸易公司，戴
比尔斯控制了全球的钻石交易，并将钻石打造成财富、权力和爱情的象
征。人们被灌输钻石不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宝石，而是求爱和婚姻生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这样，钻石被少数大公司垄断控制，高昂的价格
也让国际巨头赚的盆满钵满。

钻石的主要产地集中在俄罗斯、南非、加拿大、博茨瓦
纳、澳大利亚等国家。在陈广超看来，储量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有新的矿藏发现，原来统计的矿藏量就会被否定。“目前，以我了解
的数据来看，全球的储量大概有9000亿克拉（约合18万吨），但其中有
70%—80%是工业级金刚石，很难用来制做首饰。”陈广超说。

这就意味着，在开采出的金刚石中，只有20%能达到宝石级，而其
余80%只能用于工业。陈广超表示，从全球来看，工业级钻石的储量是
很大的，饰品级钻石却不算多，如果没有发现新矿藏，按现在的开采速
度，大概还能开采20年。

据了解，每年全世界天然钻石产量约1亿克拉，折合为2000万克，
即 20 吨，其中约 20%为宝石级，即 4 吨。而黄金的年产量大约在
2500—3000吨之间，数百倍于宝石级天然钻石。

PK第2 局 储量

近期，新加坡LLA科技公司宣布了一项成果，他们可以将自然
界几千年发生的变化缩短到两三个月，像栽种花草一样在实验室里“种植”出
比起天然钻石毫不逊色的人造钻石。在价格方面，人造钻石比相同克拉数和
质量等级（包括颜色、清晰度、切割完整程度等）的天然钻石要便宜大约40%。
人造钻石和天然钻石的成分一模一样，都是货真价实的钻石。用现代物理方
法分析时，没有任何区别，即便从光谱上分析，也看不出区别。所以人造钻石
完全可以替代天然钻石，天然钻石根本不值得购买。

钻石是一种天然矿物，在数十亿年
前就在地球上形成了。人造钻石和天然钻石不能相
提并论。来自国际钻石中心（IDC）的阿尔莫认为：
“人造钻石实际上是将情感从钻石中剥离出来，而把
价格放在第一位，这并不是爱人们想要的。”

更重要的是，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并非一模一
样，虽然物理方法无法分析出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
的区别，但是有经验的老切工却可以辨别。

在陈广超看来，“所有的天然钻石都会有生长线
或生长点，人造钻石也会有生长线或生长点，但是这
种生长线或生长点极其规律。这种区别需要从业时
间长、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才能看出来，刚刚入行的普
通切工是看不出来的。”

PK第3 局 可替代性

快过年了，又可以窝在家里刷电影、追剧、

看小视频了，说起看视频很多人可能会看搞笑

视频、游戏攻略，甚至是恐怖短片，但是你可能

想不到还有数量颇多的人喜欢看更另类的重口

味视频。

国外一位名为桑德拉·李的皮肤科医生在

Youtube网站上开设了一个普及皮肤健康知识的

频道，其内容涵盖了如何挤压痘痘、清理脓包、根

除黑头等。迄今为止，她的频道已有超过 330万

的订阅人数，总体观看量超过 18亿次，最热的视

频有多达 3700万次的观看量。一大票粉丝在视

频下面留言：“很恶心，但我就是爱看！”“不知道

为什么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有人直呼：“太过

瘾了！我一定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为什么常人认为恶心的视频反倒如此受欢

迎呢？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

从“整饰行为”说起

鸟儿爱惜羽毛，哺乳类动物舔舐身体。这是大

自然中最为原始的“整饰行为”，却也是确保机体有

效运转的重要前提之一。人类历经演变的过程，整

饰行为也通过集体潜意识的经验保存下来，沉积在

心灵的原始底层，又无时不寻求着外在表现。比

如，仔细回想，你便会发现自己常常不自觉地抚摸

头发、抓挠身体、舔舐嘴唇等。而挤压小痘痘，也正

属于“整饰行为”之一。一旦摸到一颗小痘痘，便心

痒难耐地想要把它挤掉。但若挤压方法不得当，又

会使自己的脸部变成“月球表面”，坑坑洼洼、难看至

极。如此左右为难，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是屈服

于原始的本能，还是听任理性的约束呢？

观看别人挤痘痘的视频，恰恰就是一个折衷

的法子。你无须付出代价，便能满足心底本能的

需要。当你开始观看视频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悄

然将自己代入其中。“挤呀、挤呀，挤痘痘！”你用

力地叫喊着。从看似恶心的视频之中，获得了一

种替代性的满足。

打开心底的快感阀门

随着你第一次点开挤痘痘的视频，心底的快

感阀门，也被“嘭”地一声打开了。

桑德拉·李曾经在采访中表示：“观看别人挤

痘痘，就像欣赏恐怖片或者坐过山车一样，人们

会感到莫名的刺激与激动，乃至于欲罢不能。”前

者在安全之余令你感到恶心，后两者则在安全之

余令你感到恐惧。它们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但

触发的反应却均由边缘系统所调控，并将释放出

多巴胺。这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传递兴奋的信

息，且与成瘾行为息息相关。一旦形成奖励机制

与强化刺激，就很难停下来了。

一些观众透露道，自己在看完视频后，产生了

“自发性的知觉高潮反应”，即俗称的“颅内高

潮”。他们在头脑内演绎了一次次的跌荡起伏，释

放冲动与压力。“爽爆了！”“很痛快！”“看到那些浓

稠的液体从皮肤里面挤出来，感觉非常刺激！”他

们反复观看了一遍又一遍，尽尝快感的滋味。原

本恶心的视频，早已化为了甜蜜。

分享禁忌让彼此靠近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被一些人视为恶心的

存在，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倍加爱惜的“宝物”。

他们不光把这些视频一遍遍细细观摩，还要分享

给亲朋好友，践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原则。

事实上，一项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

刊》中的研究表明，恶心的事物能够轻松地抓取

人们的注意力。相比起普通的事物而言，人们更

加愿意与朋友传播及讨论那些恶心的东西。

这听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但是，若能暂时

地撕下“恶心”的标签，以一种中性的眼光加以审

视，你会看到“恶心”的背面实则是一种突破社会

规范的禁忌。而分享禁忌，恰恰可以有效地增加

亲密感。正如一群人会秘密地交头接耳，分享偷

听来的八卦，或讲述另一人的坏话，借此来拉近

关系。另一群人也在痘痘、粉刺、脓包、黑头、囊

肿所包裹的世界中，寻觅着缓慢靠近的途径。谁

也不比谁更高尚，谁也不比谁更卑劣。只不过是

为了让孤独的心，不再那么孤独罢了。

有人喜欢看你挤痘痘

倪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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