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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今面对一些社会

问题，人们不再像当初那样一边倒，而是会分化

出几种不同的舆论倾向。以最近申通快递员入

室打人事件为例。如果你问一个 5 岁的孩子：

“打人是不对的吗？”他很可能会用力地点点头：

“当然不对啊，坏人才打人呢。”但如果你把这个

问题抛给成年后的大人，人们的答案却各不相

同。一方大力维护遭受暴打的女生，为她的惨

剧鸣不平；另一方则声援快递员不容易，更有人

直接痛斥女生“谁让你态度那么恶劣，他打你也

是活该”。除此之外，也有一大批人持观望态

度，暗指“双方均有错，罪责相当”。

为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个看似简单的

基准渐渐行不通了？当善恶对错的边界变得

不那么分明，还有什么能够成为指引人们行为

的准绳？

现实版的道德两难故事

上世纪 50年代，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曾以一

系列的道德两难故事来研究道德认知的发展模

式，并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学说。他认为，16

岁以后，一小部分人会向后习俗水平，即一种超

乎世俗规范，事关人类正义与个体尊严的内在

道德水平发展。其他人则可能长期滞留在前习

俗或习俗水平。前习俗水平者为了免受惩罚或

获得奖励而顺从他人制定的行为准则；习俗水

平者则能够以社会成员的角度来思考道德问

题，并遵循社会规范。

申通快递员打人事件很有可能便是一个现

实版的道德两难故事：一个女生因快递丢失投

诉了快递员，后者被公司罚款。快递员反复去

电，跟女生沟通未果，发生口角争执，愤愤不平，

最终入室殴打女生。

女生该不该被打？人们纷纷表态、各执一

词，试图透过零星的信息去拼凑事件当中的行

为动机、结果反应及言语情境，其实也折射出各

自不同的道德发展水平。

道德发展阶段影响判断

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前习俗水平的惩罚与服

从定向阶段，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

认为“你要是不犯事谁会打你”“挨了打就是你

的错”。这种“罪有应得”“恶有恶报”的古老认

知，妨碍了人们看到事件背后幽深曲折的原貌，

仿佛一件事只要受到惩罚，不管其理由是什么，

就一定是错的。

另有一部分人则句句离不开自己，“我以前

也遇见一个可恶的快递员，谢过他的不杀之

恩”，或是“我也是一个快递员，社会从不把我们

当人看”，他们看似为事件当中的一方摇旗呐

喊，实则已经过多地代入了自己，以自身的利益

为准绳来进行判断。这些人很可能处于前习俗

水平的相对功利定向阶段，所谓“该打”是为自

己的“该”，所谓“不该打”也是为自己的“不

该”。至于具体事件究竟如何，在他们眼中已经

不再重要。

除此之外，那些信奉法律条文、重视社会规

范的人，则有可能处于道德发展的习俗水平。

他们重视“打人是违法的”“重伤他人是有罪的”

的相关规定，却也奉此为圭臬，或许将流于刻

板，而少了一份人情味。

走向更高的正义与尊严

在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中，后习

俗水平是一个最终的发展目标，那意味着人们

开始脱离利益或权威的把控，发展出内在的道

德标准，不仅看见行为的结果，也重视行为的动

机，以普遍的道德原则及良心为行为的基本准

则，从道德的本质上去进行思考与判断。

以快递员打人事件来说，持有后习俗水平

的人们很可能不再去强争是非对错，他们愿意

更深地去看见当事者双方的渴望与需求。

为了达至这个水平，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

学习与观察模仿。亦即人们愿意以至高至善者

作为道德楷模，在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中，

通过模仿他者的行为，来加深对更高道德阶段

的理解，并将自我价值观、社会秩序，以及个体

作为“社会我”的部分整合起来，不逾矩但也拥

有内在信仰。这或许做到并不容易，但仍可成

为一个理想的目标，如星星般悬于头顶，给庸庸

大众以启示或指引。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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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据国外科学研究显示，人体内有一种名为

APOA2的基因，这种基因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

差异，而这种差异导致了人对脂肪、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质的不同偏好。除了 APOA2 基因

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因也在调控着人们的饮

食偏好。比如，偏好巧克力的人有着更活跃的

某些催产素受体基因。

但是，我国“南甜北咸”的饮食差异与基

因有关系吗？

“饮食偏好受基因影响的研究很少，不能

否认基因可能在其中起某种作用，但是它不

是造成各地饮食偏好不同的主要原因。”中

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

樱说。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协和医

学院教授王晨光博士认真查阅了相关论文，

认为这属于学术上的一种“偏见”。

“因为一些科研人员在做实验之前，会有

预设，这就失去了学术的中立性，他们会根据

预设搜集相关证据，有几篇论文就属于这种

情况。”王晨光说。

在他看来，如果要证明某个基因的变化

确实能够影响饮食习惯，就必须满足实证性

条件，不仅需要大数据支持，还需要在动物模

型上进行实验。“人类大概有两万多个基因，

这两万多个基因任何两个人之间比较，哪怕

是同卵双胞胎之间比较，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性，这种差异即便和特定饮食偏好或者习惯

建立起联系，也仅仅是相关性，不代表基因影

响饮食的这种因果关系。”他说。

饮食偏好和基因有没有关系

如 果 基 因 不 是 导 致“ 南 甜 北 咸 ”的 根

源 ，那 到 底 是 什 么 决 定 了 我 国 南 北 的 饮 食

偏好呢？

“‘南甜北咸’的饮食偏好主要和当地的资

源有关，甘蔗长在南方，南方食材丰富，四季都

有收获，运距短；北方四季分明，长距离运输导

致了食材的不新鲜，所以靠重口味来掩蔽，且

冬季靠食物腌制等手段来丰富餐桌。这就是

‘南甜北咸’的由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吴继红说。

肖国樱也认为：“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

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有什么吃什么，而不

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糖是人类能量

的主要来源，因此喜欢甜食是人类的共性，

出生在湖南的婴儿也喜欢吃甜的，吃辣的会

哭，但长大后多数湖南人都喜欢吃辣，这主

要是生活环境养成的饮食偏好，湖南天气潮

湿，吃点辣、发点汗，对健康有益。因此水

土、气候和物产的差异是造成各地饮食偏好

不同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甜北咸”与中国历

史有关。

时光倒退 1000 多年，中国人的甜咸偏好

和今天有天渊之别。北宋文人沈括的《梦溪

笔谈》中，将中国当时的口味分布概括为“大

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与今天的甜咸地图

完全相反。

虽然唐朝已将熬糖法引入中国。但宋

元时期砂糖仍然是较为珍稀的材料，经常需

要从大食等国贸易进口。由于糖在古代价

格较为高昂，吃糖需要相当经济基础支撑，

因此经济发达，且有北宋首都物资之利的开

封周边嗜甜也就不稀奇了。不但富裕阶层

留下了嗜糖如命的文献记载，而且平民百姓

也都可一享甜食之快。后来，两宋之交，中

原被金国攻陷，大批中原人跟随宋朝王室移

居江南地区。他们不但把自己习惯的甜味

带到江南，更让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突飞猛

进。因此富裕起来的江南人也学着北方移

民吃起甜食来。

水土、气候和物产造就了“南甜北咸”

许多人都见过一张味觉地图，这张看上去
颇为专业的图片将我们的舌头整齐地分出了
几个区域，几种味觉受体各有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前面是甜味，两边是咸味和酸味，后面
是苦味。还有人用这一分区端出了一碗“心灵
鸡汤”，讨论人生是“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
甜”。不过，这张研究味觉的图却是错误的，它
早已被科学家揭穿了。

事实是，品尝甜味、咸味、酸味和苦味的能
力并没有被分配到不同部位，接受这些味道的
受体实际上是“混搭”分布在各处的。在舌头上
有两种负责味觉的脑神经：位于后部的舌咽神
经以及位于前部的面神经的鼓索支。如果味
觉限定于各自的区域，那么鼓索神经受损的人

将失去品尝甜味的能力。然而一名外科医生
在1965年时发现，那些曾在医疗过程中损伤了
鼓索神经的实验者并没有丧失甜味味觉。
1993年，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林达·巴特舒克
更是发现，当鼓索神经被麻醉后，实验者不仅能
够感知甜味，而且他们的甜味感知甚至更强烈。

现代分子生物学也对味觉地图进行了抨
击，在过去的15年中，研究人员认定了许多在
味觉细胞中发现的受体蛋白。所有我们认为
是甜的东西都可以激活相同的受体，而苦味则
激活了完全不同的受体。不同于味觉地图“先
甜后苦”的定位，每一种类型的受体都能在口
腔中任何味觉区域里找到。因此味觉地图纯
属子虚乌有。

“味觉地图”无稽之谈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叫苦不迭, 据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表示，此次高温天

气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局部强度大，北方的

高温以晴热为主，而南方的高温以闷热为主，

因此南北方地区的公众在体感上也有所不

同。有网友戏言：“南北方的差异简直无所不

在，连热都不是一样的热。”

的确，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南方和北方

在各个方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

俗。其中最明显的恐怕要属“南甜北咸”的口

味偏好了。先有豆腐脑究竟吃甜的还是吃咸

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绝不妥协，随后，“月饼大

战”“粽子武林大会”纷纷召开，就连汤圆、番茄

炒蛋也被牵连进来。

虽然南北方人都固执地捍卫着自己吃的

信仰，但是造成这种饮食偏好的究竟是什么？

最近有研究指出，饮食偏好其实是受基因控制

的。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好甜还是喜咸好甜还是喜咸，，基因说了算基因说了算？？
基因与味觉有关基因与味觉有关，，和南北饮食差异关系不大和南北饮食差异关系不大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这样看来，基因和饮食就一点关系都没

有？也不是。应该说基因和饮食偏好关系不

大，却和味觉、味蕾关系很大。

酸、甜、苦、辣是基本的味觉组成，目前，科学

家们已经确认了一些与味觉能力相关的基因。

比如，苦味味蕾是口腔中最发达的味蕾，

苦味基因也是味觉基因中种类最多的，有 20

几个基因与不同类型的苦味相关联，苦味基因

是受到自然选择而被最多保留下来的基因，科

学家研究表示，人们对苦味的敏感跟人类与大

自然作斗争有关。

同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科研小

组在新一期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发现实验鼠体内某特定基因可能控

制着甜味受体的产生。而另一项美国的研究

则是建立在对 74对同卵双生子和 35对异卵双

生子研究的基础上的。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人

的酸味敏感度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不过，

基因起到约 53%的作用，高于环境因素。

辣味基因的发现，源自于意大利科学家

“重走丝绸之路”的创举。他们研究古老丝绸

之路上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部落，从

他们经久不变的饮食习惯中探究基因对口味

的影响。研究人员在一些已知的基因中发现

了 8个突变位点，其中就包括一个与感受辣味

相关的离子通道蛋白编码基因。

基因与味觉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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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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