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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一 边 是 高 楼 大 厦 林

立的人类社会，一边是野

兽出没的动物世界，这两

者看似很难在一处共存，

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它们却只不过是一墙之隔。悠然漫步的犀牛、好奇观望的黑斑羚、欲与

大厦试比高的长颈鹿……城市就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背景，野兽在前面

进行着鲜活的表演。

相映成趣
城市中的动物王国

摄影师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酷寒，在瑞典基

律纳追逐北极光，却惊喜

邂 逅 了 罕 见 的 光 柱 奇

景。静谧夜空下，一道道

神秘光柱直指苍穹，恍若科幻大片，惊艳震撼。光柱是一种罕见的自然

现象，只有在非常寒冷的夜里才有可能发生。当天气很冷，冰从天上落

下时，会形成平板，形状就像是一些冰晶。冰晶反射的光几乎完全是垂

直的，因此产生光柱效应。

惊艳震撼
摄影师邂逅绝美光柱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

论坛上，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项目入

选 2018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城河遗址西北区域

王家塝墓地的发现，是该项目的一大亮点。

城河遗址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王家塝墓地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

墓地。屈家岭文化因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于湖北

京山屈家岭而得名。其存续的年代跨度大约为

距今 5300—4500年，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两湖

地区。王家塝墓地的年代处于这个时间段的中

期，距今约 5000年左右。

那么，5000多年前的“湖北人”有着怎样的墓

葬礼仪呢？

墓葬礼仪独具特色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组成联

合考古队在城河遗址的王家塝共发现屈家岭文

化墓葬 235 座，已清理了其中的 112 座。考古队

认为，总体来看，王家塝墓地出土的遗存表明，屈

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

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有不少为合葬墓。与同

一时期仰韶文化地区出现的多人并排合葬有所

不同，王家塝的合葬墓里用土墙对墓室空间进行

了分割。彭小军举例道，在编号为 M112 的大墓

中，生土梁将墓穴隔成了 3个墓室，中间墓室保存

相对完好，可见墓主人骨遗存和随葬的玉钺，而

两旁的墓室未见人骨遗存，但也有随葬的玉钺。

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群里，墓葬排列较

为整齐，朝向大致相同。王家塝墓葬的分布，初

看有些凌乱，但仔细研究也有其特点。其中，大

型墓葬分别位于发掘区的中部、西南、西北、东北

4 个位置。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则分

别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呈

现一种较小墓葬环绕大型墓葬的格局。

“此外，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发现有生活区

和墓地混杂的现象。”彭小军说，“但王家塝墓地

在城外，而生者在城内生活，这说明，当时人们对

生活区和墓地进行了空间布局和规划。”而且测

量发现，墓地的海拔为 53 米，而城内的海拔约为

47米。墓地所处地势较高，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表

达对死者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把相对低

洼的平地用作人们生产生活的土地。

屈家岭社会出现明显分化

以往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与人之

间较为平等，社会形态表现为平等的酋帮部落。

但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社会分化现象。对于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程度，大家莫衷一是。

“古人往往有视死如生的理念，墓地里的情

形是他生前生活的写照。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

品等情况来看，屈家岭文化时期，社会内部的分化

还是很明显的，这表明屈家岭社会与同时期海岱

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

展程度。”彭小军说。

王家塝墓地发掘区内，面积在 10平方米以上

的大型墓葬有 7 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较大的

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大量磨光黑陶以

及猪下颌骨等遗物。大型墓葬的葬具主要为独

木棺。彭小军介绍，所谓独木棺，是指将树干掏

空，作为放置死者的葬具。王家塝墓地的独木

棺，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史前独木棺。

相对而言，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为较简

陋的木板棺，葬具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

至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

此外，王家塝墓地的考古发现，还为观察距

今 5000 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

进提供了新的基点。

彭小军举例道，墓葬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

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

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

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中的出现，独木棺

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

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

区的深入交流。

由此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

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

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看看5000多年前“湖北人”的身后事

其实，这已经不是科学家第一次对蒙娜丽

莎如何影响人类感知感兴趣了。关于蒙娜丽莎

的微笑为何让人感到如此神秘，也一直让科学

家操碎了心。

2010 年，法国科学家试图透过非侵入性的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来破解蒙娜丽莎的神秘

微笑之谜。他们发现，在创作这幅作品时，达·
芬奇采用的是他独创的“晕涂法”技巧，也叫“层

次渲染”。这是一种通过细致地把一个色调调

和到另一个色调，使油画中生硬的轮廓变得模

糊或柔和的绘画技巧。运用这一技法的画作给

人一种朦朦胧胧似真似幻的感觉，使视觉上产

生的微妙错觉效果达到极致，给观赏者留下无

限的想象空间。

此项研究认为，蒙娜丽莎难以捉摸的微笑

是不同颜料混合所产生的微妙效果，油画融合

了由不同颜料构成的 40层超薄油彩，每层厚度

仅 2微米，约为一根头发丝的 1/40。达·芬奇运

用这一技法，在蒙娜丽莎嘴的周围产生轻微模

糊的阴影和光晕，营造出一种若隐若现的效果，

令人隐约感到她在微笑，但再看时笑容又消失

得无影无踪。研究认为，“晕涂法”是一种非常

细致并需要极大耐心的绘画技巧。按“晕涂法”

的技术要求，每完成一个层次，都需要数周或数

月的时间让其完全干透，这也解释了达·芬奇何

以花了 3 到 4 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蒙娜丽莎》这

一惊世之作。

而美国哈佛大学神经学家利文斯通则认

为，在欣赏《蒙娜丽莎》这幅画作时，蒙娜丽莎的

微笑时隐时现，完全是因为观察者视线在其脸

上游动产生的效果。利文斯通解释说，人眼视

野由两个区域组成：视觉的中央区域以及周边

区域。负责辨色和观察亮点的是中央区域，负

责黑白色并负责观察阴影和运动的是周边视觉

区域。

当一个人注视《蒙娜丽莎》这幅肖像画时，

眼睛的中央区域会集中于她的眼睛，而眼睛的

周边区域则会关注她的嘴。由于周边区域的视

觉精确度较差，不擅长于读取细节，因此蒙娜丽

莎颧骨处的阴影效果被放大，形成的弧度让人

觉得她仿佛在微笑。然而，当一个人直接注视

蒙娜丽莎嘴的时候，其视觉的中央区域就不会

产生将阴影放大的效果，于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也随之消失。因此，伴着观画者视线的移动，蒙

娜丽莎就给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秘感觉。实际

上，这是一种视觉错觉。

此外，还有研究人员利用微表情理论得出

结论：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含有 83%的高兴、9%

的厌恶、6%的恐惧、2%的愤怒，比例划分得有零

有整，至于是否真的是这样，只能见仁见智。

蒙娜丽莎的微笑因何神秘

众所周知，《蒙娜丽莎》创作于文艺复兴鼎

盛时期，但是具体的创作年份，学界似乎仍在推

测。目前，一种较为主流并普遍被接受的说法

是，画作大约创作于 1503 年至 1506 年。那么，

画中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关于这个问题，几百年来世界上已经诞生

了数百部学术著作，研究者更是多到数不清，甚

至有人将此作为终身的研究课题。但时至今

画中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如果你觉得以上就是《蒙娜丽莎》的全部谜

题，那你也未免太小瞧达·芬奇这个伟大的科学

艺术巨匠了。他的一副作品留给世人的困惑绝

不仅仅于此。

2010 年年底，意大利文化遗产全国委员会

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通过高倍放大镜，在蒙娜

丽莎的眼睛中发现了微小的字母和数字。历史

学家、意大利文化遗产全国委员会主席西尔瓦

诺·文塞蒂说，众所周知，达·芬奇行事诡秘，喜

欢在他的作品中使用某些神秘符号来传达某种

信息。文塞蒂说，用肉眼是很难分辨达·芬奇这

幅世界名画中隐藏着的字母和数字的，但在高

分辨率放大镜下，可以看到画中人右眼瞳孔后

面的字母“LV”。他认为，这是达·芬奇在传递

某种信息。他还称，在这幅名画的背景中的一

座桥的桥拱中也发现了数字“72”（也可能是

“L”和“2”）。

而 2017 年，法国光学工程师及物理专家帕

斯克，用一种“层次扩大技术”——通过光线的

反射对画像做层层分析，从而达到各个图层重

建效果的技术——发现《蒙娜丽莎》分为 4个图

层。第一层是一幅未知对象的肖像草稿，从轮

廓可以看出，这个人有较大的头、鼻、双手和较

小的嘴唇；在第二层里，达·芬奇用一幅《佩戴珍

珠发饰的肖像画》覆盖了最初的草稿。第三层

是他 1503 年创作的《丽莎·格拉迪尼肖像》，画

中的肖像眼睛看向左边，面带微笑，这是当时标

准的肖像画模样。第四层才是《蒙娜丽莎》油画

作品。

对于《蒙娜丽莎》的秘密，研究的人越多，结

论越多，真相也越发扑朔迷离，看来能解开这副

画作所有谜题的也许只有达·芬奇本人了。

不朽作品还藏着哪些秘密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科学家最近研究称科学家最近研究称，，觉得蒙娜丽莎一直看你只是错觉觉得蒙娜丽莎一直看你只是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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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塝墓地出土的钺王家塝墓地出土的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合葬墓里用土墙对墓室空间进行分割合葬墓里用土墙对墓室空间进行分割

在西班牙北部拉科鲁

尼亚附近的贝坦索斯河

口，河流水位下降显露出

鱼骨状的泥泞河床，其周

围是一大片盐沼。这种独

特地形可能是受到了几个世纪前遍布这里的人造鱼塘的影响。贝坦索斯

河口是加利西亚海岸的四大盐沼之一，拥有面积最大的沿海滩涂。

俯瞰河流
泥泞河床呈鱼骨状

美国黄石公园的雪能

有多厚？让我们一起感受

一下。近日，一位游客在

黄石公园游览时，正巧碰

见工作人员在清除积雪，

便拍下了这一画面。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名工作人员用一个巨型的电

锯在高达7英尺（约合2.1米的）雪墙上锯下一块块厚厚的“雪积木”，接着

用铲子集中放置在斜坡上等候搬运，齐整的画面治愈了强迫症。

雪比人高
黄石公园现2米雪墙

日，也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

北京四中历史教师石国鹏介绍了一种被广

为流传的说法：“蒙娜丽莎的原型，是文艺复兴

时期意大利当地的一位青年贵妇人，据说，达·
芬奇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刚失去了心爱的小女

儿，正沉浸在悲痛中，以致于画中的蒙娜丽莎眼

睛有点肿。达·芬奇想尽了办法，她就是不笑，

最后，达·芬奇只好唱起了妇人家乡的歌曲，博

取了妇人一丝似有似无的微笑，蒙娜丽莎的神

秘微笑就此定格在大师的脑海，历经 3 到 4 年，

终成传世名作。”

石国鹏介绍，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

是达·芬奇非常喜欢自己的这幅画作，以致于

一直带在身边未曾发表，晚年的达·芬奇病逝

于法国，《蒙娜丽莎》一直陪伴着他，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这幅画的珍品现藏于法国卢浮宫，而

非意大利。

但是，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背景和人物原型

还有很多说法。例如，有学者认为，画中原型是

威尼斯公爵夫人，当时威尼斯公爵请达·芬奇为

其夫人画一幅肖像，而当这幅画作完成之后，

达·芬奇因为太过喜欢，不舍得交工，连夜打包

逃走。

还有人认为，达·芬奇并非受邀而创作这一

作品，而是自己主动寻找，想画出一幅旷世名

作。最终，他选定了佛罗伦萨富商佐贡达的妻

子作为模特，经过再三恳求，并缴纳了巨额的意

外保证金后，达·芬奇才得以达成心愿。

不过最惊世骇俗的说法来自贝尔实验室的

莉莲·施瓦茨博士。她认为蒙娜丽莎是达·芬奇

本人的女性版本。她通过数字化技术分析发

现，达·芬奇的面部特征与蒙娜丽莎的面部特征

十分相似。她在电脑上将《蒙娜丽莎》与达芬奇

的自画像重叠，结果发现二者的眼睛、发际线与

鼻子等轮廓竟然能够完全重合。由此她推论，

《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很久以前就有传闻说，文艺复兴

时期艺术家莱奥纳多·达·芬奇最著名

的画作《蒙娜丽莎》的眼睛似乎总像是

在注视着参观者，无论你从什么角度

看她。这种现象因此被称为“蒙娜丽

莎效应”。但最近科学家却指出，那只

是人们的错觉，“蒙娜丽莎效应”实际

上并不适用于这副传世名作，她实际

上是在“看”观众的右边。

《蒙娜丽莎》画作问世的500多年

来，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背景、蒙娜丽莎

的身份以及她的微笑，一直是人们研

究、讨论、追逐的话题，然而越是如此，

这幅集美、智慧于一体的传世名作就

越是迷雾重重。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