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热播的宫廷剧中，作为帝王寝宫的养心

殿频频亮相。就在近日，故宫养心殿正式进入大

修实施阶段，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前完工，将以原

状陈列的方式重新开放。

在故宫养心殿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开工现

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前任院长郑欣淼，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取出屋顶正脊内的宝匣。养

心殿宝匣为锡制，外部画有祥龙彩绘，标注年款

显示“嘉庆六年”。这是紫禁城古建群中首次发

现彩绘宝匣。

为何养心殿屋顶会有宝匣，里面暗藏何种玄

机？除了养心殿，其他大殿会不会有类似的宝

匣？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科技日报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博士。

紫禁城屋顶放宝匣，清
代皇家一贯传统

“养心殿屋顶放有宝匣，是清代皇家的一贯传

统。严格地说，这是紫禁城古建筑施工快完成时的

一种‘辟邪’做法。紫禁城古建筑无论是建造还是

修缮，都富有神秘的文化色彩，其主要内容之一，就

是在屋顶正中安放镇物——宝匣。”周乾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这与民间传统建筑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趋利避害的愿望。

周乾介绍，紫禁城古建筑在屋顶施工结束

前，施工人员往往会在屋顶正脊中部预先留一个

口子，称之为“龙口”。而后，会举行一个较为隆

重的仪式，把一个含有“镇物”的盒子放入龙口

内，再盖上扣脊瓦。“这个盒子就被称为宝匣，而

放置宝匣的过程称为合龙。”他解释说，紫禁城是

帝王议政及生活的场所，其建筑屋顶安放宝匣并

举行合龙仪式，充分体现了皇家建筑的重要性及

帝王对宫殿建筑保持稳固长久的祈盼，同时也反

映了古人祈求吉祥喜庆、国泰年丰的心理。

在历年的古建维修过程中，研究人员已在紫

禁城内各建筑屋顶发现 30 多个宝匣。“但它们中

绘有彩画的宝匣并不多。而养心殿发现的宝匣

是锡制龙纹宝匣，绘有彩画。”周乾说。

周乾称，宝匣有等级之分，尺寸不一、质地各

异。从已发现的宝匣来看，其质地大致有铜、锡、

木三种，呈扁方形。铜宝匣制作较为精美，表面

镀金，有的还刻有龙凤双喜图案；锡质宝匣，有的

表面有彩绘龙纹，有的则无装饰。

无诏书也无藏宝图，内
装“镇物”不尽相同

宝匣内究竟藏着什么玄机？网友们的讨论

脑洞大开，有人说藏着诏书，还有人说装有藏宝

图。对此，周乾笑言，宝匣里面装的物品是“镇

物”，又可称之为“禳镇物”“辟邪物”等。

“在古代，镇物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

念，在心理上帮助古人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

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以克服各

种莫名的困惑与恐惧。”周乾告诉记者，紫禁城古

建的宝匣内都有镇物，这些镇物一般包括“五金”

“五谷”“五色线”和“药味”等物品。

其中，五金多为金、银、铜、铁、锡；五谷多用

稻、麦、粟、黍、豆数粒；五色线为红、黄、蓝、白、黑

色丝线各一缕；药味则包括雄黄、川莲、人参、鹿

茸、川芎、藏红花、半夏、知母、黄柏等。

至于养心殿宝匣内究竟有何乾坤？正如单

霁翔所言，“宝匣不能在现场粗暴打开，要到文物

医院实验室的环境仔细处理……我们希望可以

在匣内找到一些文字类的东西。”

除了养心殿的宝匣，不少人还好奇，清代关

于在“正大光明”匾后放立储诏书的传言，是杜撰

还是确有其事？

周乾对此澄清道，乾清宫内“正大光明”匾后

放诏书的盒子里确实有皇位继承人的名字，这个

盒子被称为“朱谕盒”，这种传皇位的方式称为

“秘密立储制”。

“秘密立储制始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

丰 4位皇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之前历朝历

代皇帝传位是‘立嫡立长’制，即立皇后生的长子

为太子；若皇后没有孩子，则依次立妃、嫔所生儿

子为太子。”周乾表示，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未来

的皇帝可能在老皇帝驾崩之前做一些让老皇帝

不满的事；另一方面，皇子之间也会有很深的积

怨，派系内斗、后患无穷。

为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实施秘密立储制，把

拟定的皇位传承人名字（除皇帝之外无人知晓）

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到朱谕盒子里上锁，并安

排大臣搭梯子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朱

谕盒子的钥匙有 2把，一把由皇帝本人保管，另一

把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皇帝驾崩后，大臣取出

朱谕盒子，并公布新皇帝的名字。

脑洞大开的网友们该失望了

养心殿罕见彩绘宝匣内养心殿罕见彩绘宝匣内 藏的只是藏的只是““辟邪物辟邪物””

奇观

城市野生动物，是 26

岁数学家 Piotr Gorny 过

去 10 年来一直跟踪拍摄

的对象。他在自己位于

波兰比得哥什的家乡拍

到了一只正享用晚餐的鸽子。画面中，鸽子将樱桃整个塞进嘴里，腮帮

子变得鼓鼓的，看上去樱桃就像是卡在了它的嘴里，十分好笑。

贪婪吃货
鸽子偷食樱桃“卡”嘴

近日，一只母花豹在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

园内上演了一出精彩猎

杀大戏。为了给幼崽寻

食，母豹三步两秒就制服

了一只瞪羚，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不已。瞪羚来到河边喝水，对周遭毫无

防备之际，母豹一跃而出，用爪子将猎物扑倒在地无法动弹。

完成猎杀后，为防止其他动物偷食，母豹将猎物拖拽至树上，并叫

来了幼崽共同食用。

生死时速
花豹两秒猎杀瞪羚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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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野生动物来

说，杀死猎物并不难，难点

在于如何吃掉它们……有

网友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一

只小鸟和一条可怜的蛇，

小鸟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如何把蛇吞下去，让网友看的是哭笑不得。

对小鸟来说，用尖利的嘴和爪子杀死蛇不算太难，但要把这么长一

条蛇吞下去，可就有点难度了。大家都知道，鸟没有人类一样用来咀嚼

的牙齿，这只鸟如果死心眼非要把蛇完整吞下去，那这条蛇够它消化几

个星期的了。

哭笑不得
小鸟啄死蛇却叼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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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垠
见 过 爱 喝 茶 的 海 鸥

吗？挪威有一大群，这些

馋嘴的家伙为了解馋，竟

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组团

打劫了一位船长！

摄影师Ellie Rothnie在乘船游玩时目睹了这搞笑的一幕，当时，外号

叫“鹰人”的船长坐在甲板上边看风景边品茶，这时，一群海鸥嗅着茶香而

来，目标直冲船长的茶杯，一上来就把长喙放进茶杯，美美地来了一口。

打劫船长
海鸥光天化日抢茶喝

“要搞清楚人类有关语言潜力的问题，首先要

知道人类语言是如何习得的。”20 日，语言学博

士、中国科普所理论研究室博士后唐叶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唐叶介绍，人类语言来源比较经典的理论

有三种:模仿说，认为儿童的语言是通过模仿成人

学到的；强化说，即儿童是通过强化机制来获得刺

激——反应之间的连接，从而获得语言知识的；再

就是内在说，也叫“先天论”。

在唐叶看来，其中比较经典的是内在说，其代

表人物是乔姆斯基。她认为，人类大脑中具备一

种语言机制，这种内在的语言机制使人们具备了

语言能力。在这种语言机制里，已经设定了初始

状态。所有人类的初始状态都是一模一样的，没

有区别。另外，在这个语言机制里还有一些其他

的基本设置，主要就是一些数量有限的原则和一

些有待赋值的参数，即原则和参数模型。人们都

具备相同的原则，原则是那些保持语言相似性的

普遍特征。参数就如同一个开关，在一些语言中

参数需要设在开的位置，而在其他语言中则要处

在关的位置。至于何时开、何时关，就要看人们处

于哪种语言环境里，接触到的是哪种语言。

“所以说，人们习得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生中在

原则的指引下，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给各个参数

调节开关的过程。”唐叶说，至于一个人能掌握多

少种语言，那要因人而异。

对于这些问题，语言学家们的意见也不一

致。一位奥地利语言学家对有人能说 100 多种

语言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

能学会说 72 种语言。假设每种语言有 2 万个单

词（实际上远不止），即使能过目不忘，每分钟记

一个词，每天 12 小时不停地学，也得花 5 年半时

间才能掌握这些语言，更不用说还要参加其他

活动了。

但也有语言学家认为，人具有学会很多种语

言的潜力。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语言学

家认为，除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某种语言等

因素外，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是无限的。而且一

个人懂的语言越多，再学其他语言就越容易。

人掌握语言的潜力有多大

“目前，很多关于语言学习天才与其大脑结构

之间关系的考察在学术界往往存在争议，很多研

究混淆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绍兴文理学院

教育系主任、浙江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后陈巍说。

陈巍解释，简单来说，有关脑可塑性的研究显

示，魔术师、芭蕾舞演员等职业的长期从业者，与

该技能大脑相关区域的灰质均得到了增长。究竟

是语言学习导致了这些所谓天才相应大脑结构发

生了变化，还是这些个体具有特异于常人负责语

言加工的大脑区域，从而使得他们更好地掌握语

言，目前尚未有定论。不过，近期来自著名的英国

阿斯伯格综合征（其与自闭症、儿童期瓦解症以及

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合并成新的类别——自

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丹尼尔·塔米特带给科学家

一些新的启发，在塔米特那里，他使用联觉将数

字、字母视为带有颜色，甚至个性特点的独特存

在。例如，对于他而言，星期三是蓝色的，腼腆又

安静。用这种方法，他学会了 10 种语言，甚至在

一周内初步掌握了公认难学的冰岛语。当然，在

这种学习背后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大脑基础，乃

至遗传因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

不过，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普通人与语言天

才的大脑还是存在差别的。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纽约大学的一位神经语言学家发现一位才华横溢

的语言学习者“CJ”。当时他只有 29岁，正在哈佛

大学攻读硕土学位。他在单语种家庭中长大，上高

中时学了第一门外语——法语，后来又学了德语、

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他在大学里的专业是法语，毕

业后在摩洛哥工作，在那里他又学习了阿拉伯语。

研究人员对 CJ 进行过智商和性格测试。人

们通常认为通晓数种语言的人肯定异常聪明，但

CJ的智商很普通，也就 105。在学校里，他只是个

普通的学生，成绩也一般。但他在现代语言能力

测试（预测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能力）中得分却极

高。他的文字记忆力很强，但在图形和数字记忆

上和普通人忘得一样快。

其他测试也显示，CJ的大脑天生倾向于学习

语言，但在其他方面不一定很出色。CJ 说，他不

会看地图，容易迷路。就像一些左撇子在数学、音

乐、艺术等领域天生具有特殊的禀赋那样，CJ 的

语言天赋可能也是天生的。

语言奇才是否天赋异常

据目前史料显示，人类掌握最多种语言的世

界纪录者的名字一直饱受争议。原因之一是语言

的复杂决定了通晓熟谙一门语言，和仅仅能用某

种语言问路之间存在着等级上的巨大落差。

“人类掌握语言能力的高低是由先天遗传因

素与后天环境、学习交互作用塑造的。”陈巍说，就

目前的语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证据显示，几乎所

有人都能学习第二语言，即便是在中年甚至晚年

开始学习，只要勤奋、主动与坚持，都会有所进

步。但是最终决定语言掌握程度仍然与学习语言

的才华或天赋有关。人们学语言的才华因人而

异，各有千秋，就像学数学或学修理自行车一样。

唐叶也认为，生活中，有很多人在成年之后学

习语言的成功案例，这些属于第二外语习得的范

畴，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属于技能，而

不是本能。

至于为什么很少人能够做到？美国语言学家斯

蒂芬·克拉舍宁认为，和常人相比，语言天才学习更刻

苦，他们对于自已所学到的东西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作为证据，他以洛姆·卡托为例。这位匈牙利

人曾在冷战时期当过翻译。她在小学学的是德

语，1996 年克拉舍宁在布达佩斯遇见她时，86 岁

高龄的洛姆能说 16 种语言，包括汉语、俄语和拉

丁语，当时已是高龄的她还在学希伯来语。

洛姆说，她觉得自己在语言上没什么特殊天

赋。她听课学了汉语和波兰语，其他语言都是自

学，通过读小说、查字典或教科书学习。她最喜欢

的学习方法是读小说。据克拉舍宁说，洛姆只是

一个普通人，除了有学习多种语言的热情和有效

的学习方法外，并无任何特殊天赋。

普通人能否成为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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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打开文化的一扇窗语言是打开文化的一扇窗。。学会一种语言学会一种语言，，就可以带你进入就可以带你进入

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生活中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奇人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奇人，，他们能掌握好他们能掌握好

几种外语几种外语，，见到不同的老外见到不同的老外，，都能侃侃而谈都能侃侃而谈，，真是让人十分艳羡真是让人十分艳羡。。

羡慕的同时羡慕的同时，，人们不免疑问人们不免疑问，，为什么这些人能熟练掌握那么多为什么这些人能熟练掌握那么多

门外语门外语，，是不是大脑结构与常人不一样是不是大脑结构与常人不一样？？其实其实，，不只是普通民众不只是普通民众，，

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也是孜孜以求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也是孜孜以求，，人到底能掌握多少种语言人到底能掌握多少种语言，，语语

言学习能力强言学习能力强，，究竟是天赋异禀还是后天勤奋习得究竟是天赋异禀还是后天勤奋习得，，普通人通过训普通人通过训

练也能成为语言大师吗练也能成为语言大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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