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观

来 自 新 西 兰 惠 灵 顿

的三兄弟丹尼尔、杰克和

马修在惠灵顿南部海滩

潜水时，偶遇一只已经死

亡的巨型乌贼。杰克表

示，他们用卷尺测定了这只乌贼的长度，发现其身长达到了 4.2米，随后

他们决定联系新西兰国家水与大气研究所，负责处理这只乌贼。新西

兰保护部发言人表示，这只乌贼很可能是一只大王乌贼(又称“乌鲗”)，

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大型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海边偶遇
巨型乌贼身长4.2米

背 包 客 Daniel Trig

在泰国旅行的时候，偶然

发现了一群在泥潭里“放

声高歌”的弹涂鱼。似乎

由于天气干燥，它们的态

度相当暴躁，张开大嘴也许是想获得新鲜的氧气或者单纯地想要抱怨。

Daniel 意识到这种有趣的场景可能并不常见，于是趴在泥泞里拍

下了这张照片。

放声高歌
弹涂鱼暴躁“开嗓”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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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巨齿鲨》的热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这种

史前怪兽的好奇。虽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巨齿鲨

已经灭绝，但也有人说它至今依然存在。一时间，

关于巨齿鲨的讨论也再次发酵，如果巨齿鲨确实

曾在海洋中生活过，那么，它又为何走向了灭绝？

海中“鲨皇”到底有多强

在电影中，巨齿鲨一口能把抹香鲸咬成两

段，就连有着钢铁之躯的潜水艇，在它的撞击下

也顷刻间报废。

那么，现实中巨齿鲨真如电影中那样巨大凶

悍么？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巨齿鲨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大牙齿”。古

生物界目前对它有限的认知是，巨齿鲨全长可达

20米，牙齿咬合力更是空前绝后。

“一系列化石及生态学证据表明巨齿鲨确实

已经灭绝。巨齿鲨为软骨鱼，和其他鲨鱼一样，

其内骨骼为软骨，钙化程度低，除牙齿外较难形

成化石。”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硕士赵宇说，人类

至今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巨齿鲨化石，无法直接确

定其大小及外形，因此，对巨齿鲨大小及外形的

认识也主要是通过其牙齿化石与现生鲨鱼进行

比对来获得。

“最大的巨齿鲨全长是大白鲨的 3倍以上，并

超过现生最大的鲨鱼——鲸鲨，为世界上存在过

的最大的鲨鱼。”赵宇称，由于巨齿鲨牙齿与大白

鲨牙齿形状相似，加之大白鲨的形象深入人心，目

前为止，对巨齿鲨外形的复原几乎都是以大白鲨

为模板进行的。

近年来，对巨齿鲨牙齿形态学的进一步研究

表明，巨齿鲨的牙齿与鼠鲨目的另一种鲨鱼——

沙虎鲨更为相似，也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因此

有学者认为，根据沙虎鲨的外形对巨齿鲨进行复

原可能更为准确。

“但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更多能帮助复原巨齿

鲨外形的化石，而就目前的化石证据而言，我们

还不能确定巨齿鲨的确切外形。”赵宇说，巨齿鲨

的确可以像电影里一样一口咬死鲸鱼。研究人

员通过大白鲨的咬合力数据推测出巨齿鲨的咬

合力最高可达 1.8吨。“如此巨大的咬合力配合巨

齿鲨最大可达 2 米的血盆大口，加之鲨鱼咬合后

横向撕咬切割的行为，足以一击致命”。

灭绝于260万年前为哪般

作为史上最强掠食者，巨齿鲨在距今260万年

前全部消失了，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它们的灭绝？

“和所有鲨鱼一样，巨齿鲨的牙齿终身更换、

脱落。但人们所收集到的巨齿鲨牙齿均形成于

260 万年前，由此可以推测巨齿鲨灭绝于 260 万

年前。”赵宇说，巨齿鲨的分布研究表明，其偏好

温暖的热带及亚热带海域，并需要浅海海域作为

育幼场，因此不太可能迁移至低温、贫瘠的深海，

并在深海环境中完成整个生活史。

作为凶悍的猎手，巨齿鲨活动量大，能量消耗

也大，每天必须吃近2吨的食物才能生存。显然，一

旦食物短缺，其生命脆弱性的一面就暴露无遗。“巨

齿鲨为体型巨大的掠食者，处于最高的营养级，从

理论上来讲，当前的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结构

无法支撑如此巨大掠食者的生存。”赵宇说，所以，

巨齿鲨如今依然存活于某处的说法站不住脚。

化石证据表明巨齿鲨灭绝于约 260 万年前，

这与最后一次冰期开始的时间吻合。因此，有人

认为巨齿鲨因为无法适应海水温度骤降而灭绝。

但赵宇说，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 2016年的研

究显示，巨齿鲨的灭绝与海水温度变化并无直接

关系，该研究指出，生物因素是引起巨齿鲨灭绝的

重要原因，巨齿鲨种群衰退伴随着鲸类多样性的

下降，以及其它大型掠食性生物如掠食性鲸类及

大白鲨等的出现，或许食物的短缺、捕食竞争的增

强最终导致了这种史前巨兽的灭绝。

谁害死了谁害死了““史前怪兽史前怪兽””巨齿鲨巨齿鲨

近日，美国糕点师切

尔茜·怀特制作了一只外

形酷似眼镜蛇的蛋糕。该

蛋糕细节刻画得十分逼真，

甚至有些令人不寒而栗。

该蛋糕形似眼镜蛇，长 1 米多，表面被喷成棕金色，有着逼真的蛇

鳞。蛇头昂然挺立，龇着利齿，细节刻画得非常生动。蛋糕相关画面被

发至网络上后随即引发热议，网友既对切尔茜的技艺表示高度赞扬，又

觉得眼镜蛇的外观着实有些吓人。

不敢下嘴
糕点师作眼镜蛇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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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我们记忆的过程是由识记、保

持、回忆和再认 3 个环节组成的。识记是记忆

过程的开端，是对事物的识别，并形成一定印象

的过程；保持是对识记内容的一种强化过程，使

之能更好地成为人的经验；回忆和再认是对过

去经验的两种不同再现形式，回忆是对自己亲

身经历过的事情的复现，再认的反映形式主要

是表象、语词、思想、情感，也可以是动作。

记忆过程中的这 3 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识记是保持的前提，没有保持也就没

有回忆和再认，而回忆和再认又是检验识记和

保持效果好坏的指标。“由此看来，记忆的这三

个环节缺一不可。记忆的基本过程也可简单地

分成‘记’和‘忆’的过程，‘记’包括识记、保持，

‘忆’包括回忆和再认。”重庆欧美同学会常务

理事、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国际教育学专

家陈志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错误地回忆出

从未经历的事情或者回忆出的事情与真实情况

不符，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错误记忆。陈志林

表示，每个人的大脑都可能产生错误记忆，特别

是关于童年时期经历场景的记忆。

每个人都可能产生错误记忆

那么，人们究竟为什么会产生错误记忆

呢？在陈志林看来，情绪、因果关系和内隐记忆

都会造成错误记忆。

人受到情绪影响，尤其是受强烈情绪影响

的时候，会对某些事物特别注意。此时，人们的

注意范围会变得狭窄，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细节

记得非常清楚，而另一些同样比较重要的细节

就会完全忽略。这样，在不经意的时候就会产

生一些记忆上的错觉。

同时，人们在看到一些不连贯的事物时，会

不自觉地将自己所看到的片段组合成一个很有

逻辑的画面，这就是归因，归因也可以导致记忆

的扭曲。

此外，记忆错误还往往和内隐记忆联系在

一起。有研究表明，对社会信息的记忆比对非

社会信息的记忆更具内隐性。所谓内隐记忆，

就是一种自动的、不需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现象，

人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记忆，它只会

在特定任务的操作上表现出来。

也有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一个信息编码

的过程，人们获得信息以后首先会对其进行归

类，然后命名，最后再将归类后的命名储存在大

脑里；相应地，回忆就是一个信息解码的过程。

这两个过程都具有主观性，由于主观因素的存

在，所以在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很容易出

现错误。

不过，对于错误记忆发生时，大脑究竟发

生了什么？陈志林表示，这还有待科学心理学

的进一步研究，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现在能肯定的是错误记忆跟神经元有关系，

并且能证明的是大脑参与制造错误记忆的部

位不同于储存真实记忆的部位。大脑依靠连

接海马和海马前回的白物质活动来储存真实

的记忆，而错误记忆具体在哪还没有答案，并

且错误记忆的多少主要与白物质有关。”陈志

林说。同时，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虚假

记忆是大脑中负责处理记忆的部分区域活动

增强所致。

记忆出错究竟是哪里有问题

虽然情绪、内隐记忆等因素可以解释为什

么一个人会产生错误记忆，但还有一种情况更

加令人不解，那就是很多人一起发生错误记忆，

这被称为曼德拉效应。

所谓曼德拉效应最早是指人们对南非前

总统曼德拉在上世纪 80 年代死于狱中的误

一群人都记错是怎么回事

那么出现了错误记忆怎么办呢？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尹文刚研究员看

来，出现错误记忆并不是不能解决。他表示，人

们现在知道，记忆不是完全可靠的，但这个问题

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人们知道自己容易受到哪

些因素的影响之后，可以主动去克服，尽量避

免；尤其是一些太有想象力的人和容易受暗示

的人。

与此同时，陈志林表示，大脑本身难以区分

真实记忆或错误记忆，所以就谈不上矫正一说，

更何况，矫正的意义也不大。“如果说如何防止

错误记忆的出现，我的意见则是：从压力中脱

身，尽可能心平气和，尽可能在自由的状态下去

回想，才能防止错误记忆的发生。特别是，如果

突然想起了之前想不太起来的记忆，就要怀疑

那是不是错误记忆。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太过依

靠自己的记忆，与其他人的记忆做对照，并努力

比较客观资料。”陈志林说道。

能不能让我们的记忆少出点错

英国心理学家茱莉亚·肖曾经做过一个
很有趣的实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志愿者

“植入”错误记忆。一个志愿者小时候捡起石
子打过狗，他在跟茱莉亚对话 40 分钟后说：

“10 年前我打的不是狗而是人，还是我堂哥，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记得堂哥脑袋都出
血了。”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他打的明明是
狗，怎么就成他堂哥了？茱莉亚解释说，其实是
她“修改”了志愿者的一些记忆片段。比如，你
看到一只狗，然后捡起一块石头扔狗，这时候，
你的大脑会记忆几个重要片段：狗、石头、扔
它。当你回忆起当初这件事，你大脑的那些片
段会被“抽取”出来，狗、石头、扔它，然后产生组

合——你看到了一条狗，捡起石头扔狗。但是
科学家让“堂哥”这个记忆片段取代了那条狗的
记忆片段，等志愿者记忆重组时发现狗的记忆
片段没了，只有一个堂哥。然后大脑就可能会
自动“脑补”当时的画面。

茱莉亚通过这种办法测试了很多志愿
者，让人惊讶的是，“植入”成功率高达 71%。
其实每个人的大脑都会产生错误记忆，至于
错误记忆的多少无从得知。好比，你记得之
前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的，怎么现在没了呢？
其实，你放在桌子上的不一定是杯子，也可能
是一支笔。只是笔所在的记忆片段被杯子替
代了而已，继而记忆重组的时候产生了错误
记忆。

错误记忆可以“植入”

原来记忆也会说谎原来记忆也会说谎

如果你对自己的记忆确信无疑，那么你就
错了。因为我们的记忆真的会无中生有、凭空
捏造出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情。

英国BBC的一项调查发现，约 40%的人
都表示自己记得两岁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是不
是很了不起？然而，多数研究记忆的科学家都
认为，人们不可能记住两岁之前的任何事情，
这些可能是错误记忆。虽然科学家对错误记
忆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他们至今没
有弄清楚：当错误记忆发生时，大脑究竟发生
了什么？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陆成宽陆成宽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刘 垠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解。2013 年曼德拉去世的新闻发布之后，世

界各地的人发现自己对曼德拉的记忆出现了

混乱，有数万人坚决表示自己记得曼德拉早就

死在了狱中，并且在新闻中看过他的葬礼和他

遗孀的演讲，甚至许多互不相识的人回忆称自

己看过纪念曼德拉的电影，包括电影的名字和

内容都大体一致，然而这部影片从未上映，甚

至从未拍摄过。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同时产生

错误记忆呢？

在陈志林看来，群体性错误记忆的出现和

心理暗示有关。“曼德拉效应是有关人类记忆很

有趣的一个案例。我认为驱动曼德拉效应的更

多的是心理暗示，因为人倾向于相信别人所说

的是正确的。一旦有错误信息出现，很可能误

导了既有记忆的真实性。而且人们常常受到诱

导提问的影响，重组了自己的记忆内容。”陈志

林说。

近日，脸书用户巴拉

上传了一段与好友潜水时

与海狮亲密互动的视频。

他们与这群可爱的哺乳动

物同游，嬉戏打闹，亲密无

间。海狮们对镜头很感兴趣，不断靠近，用鼻子触碰镜头。其中一只特

别胆大，靠在巴拉身上，用牙齿轻轻啮咬他的护目镜。过了一会，它好像

还不满足，翻身爬上巴拉的身体，搂住他，如同恋人一般亲吻他的嘴唇。

羡煞旁人
潜水员收获海狮热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