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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上第一次从心理学角度研
究迷信现象，围绕着十八世纪末出现
的麦斯麦术展开。麦斯麦是一名维也
纳医生，他声称可以用磁力装置为病
人治疗。当时，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
科学家调查此事，从物质角度否认了
他那种磁力装置的有效性。

然而，在那些被麦斯麦治疗过的
病人当中，确实有人有明显的身体反
应，甚至被治愈。这样，麦斯麦术就
从一种物理现象变成心理现象。从这
里引伸出对受暗示性的研究，结论是
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更容易接受暗
示。

由于心理学在一个世纪后才诞
生，所以这并不是由心理学家主持的
研究，但却是第一个从心理学视角出
发的相关研究。到今天，受暗示性仍
然是了解迷信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初，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弗洛伊德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就
是神经症。不过他很少从病例角度研
究这个问题，更多是从哲学和文化角
度进行思辨。

他的徒弟荣格出发到当时的非西
方社会，实地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包
括藏传佛教、道教、印度宗教、非洲
巫术等等，记录下这些宗教的仪式或
者符号。虽然荣格有大量实际研究，

但他主要继承神秘学观点，认为这些
宗教能唤醒沉睡在意识深处的某些神
秘能量。所以，荣格的研究没有被主
流心理学所继承，只算是心理学史中
的一页。

在超心理学课题中，有关专家使
用了现代仪器，获得一些发现，其中
之一就是“上帝区域”。这是人脑颞
叶上的一个部位，刺激它所激发的情
绪，类似于宗教活动中的体验。这个
研究既有可重复性，也有普遍性。但
是要注意，宗教情绪的存在不等于宗
教信仰对象的存在，只能说这项研究
找到了宗教情绪的生理机制。

对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也属于
这一类。某些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
的人称，他们在昏迷中出现异常生动
的幻觉，并且各种文化背景中的“濒
死体验”大同小异。后来，科学家用
白鼠做实验，证明在心脏停止跳动
后，脑的活动水平会有短暂升高，类
似于死亡前的挣扎，推断这是濒死体
验的生理机制。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感知
科学部常年研究“转世”现象，范围
多达 40 个国家，积累了 2000 多个案
例。这项研究并没有对“转世”现象
做明确结论。但是，案例中声称“转
世”的几乎都是儿童，可以把它们归

纳为一种特殊的儿童心理现象。
以上这些都属于第二阶段的研究，

也就是针对发生在意识领域，并有普遍
性的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最近，科学
家开始第三阶段的研究。不再关注任何
超自然现象本身，而是直接设计实验去
研究迷信心理的产生过程。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埃普利
组织了一项实验，试图证明孤独感会
令人更容易接受超自然现象。他们让
三组被试者分别看 《荒岛余生》《沉
默的羔羊》 和 《大联盟》 三部电影，
诱发孤独、恐惧和欣快情绪。然后，
他们给被试者出示一些超自然现象记
录，有魔鬼、天使等等，让他们评估
其可信性。结果，第一组被试者明显
比后两组更相信它们。这个实验似乎
能解释，为什么现实中退休老人更容
易陷入迷信活动。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设
计了“人造鬼”实验。他们设计出一
种连动装置，让被试者用手操纵一个
机械手去触碰自己的后背。当被试者
熟练掌握这种技能后，心理学家暗中
切断操纵系统，让机械手随意触碰被
试者的后背，被试者会被激发出明显
的恐惧情绪。

这个实验表明，环境是否“正
常”是一种习惯心理。一旦人们习惯

的信号被干扰，就会形成“怪异”
“惊悚”的感觉。这可能是人们接受
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原因之一。

1979 年 3 月，四川出现“耳朵识
字”的报道后，4 月份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就对北京地区出现的“特异功能
者”进行实验研究，并将其证伪。这
是我国心理学家在第二阶段上对超自
然现象进行研究的实例。

2009 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成立
行为科学实验室，对迷信心理进行过
第三阶段的研究，也就是直接研究迷
信心理本身。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吉
祥需求”，以“吉利日期”“吉利数
字”为对象，研究消费者究竟愿意为
它们支付多少溢价。

除去这些零星研究外，“国际科学
探索中心”在成立时，“科学医学与
精神健康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发起组
织，这意味着从迷信心理角度进行的
研究成为其工作重点。

不过，目前心理学界这些相关研
究都比较分散，还缺乏对迷信心理现
象的系统性研究。

超自然现象背后的心理研究渐入科学家视野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现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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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落幕
科普时报讯“2021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9月24日

在四川成都落幕，自然资源系统的35位晋级选手在决赛上共同演
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美丽故事。

本次比赛分为自我介绍、自主命题讲解和随机命题讲解三个环
节，讲解主题涵盖了新能源、碳中和、月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形
式上除借助多媒体和实物等辅助手段外，还利用快板等艺术手段丰富
舞台和讲解效果，最终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25名。

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自然资源科普工作办公室主任姚义川表
示，自然资源科普工作任重道远。未来还将不断创新科普工作模
式，转变科普工作思路，推动自然资源科普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本次大赛由自然资源部主办，中国地质博物馆、四川省自然资源
厅、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承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
况直播。自然资源部相关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自然资源相关部门，自然资源部科普基地和重点实验室等单位
负责人及参赛团队领队、工作人员现场观看了比赛。 （刘晓慧）

“流行歌曲中的科学密码”科普征文启动
科普时报讯《青花瓷》 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泡沫》中阳光下的泡沫为什么是彩色的？很多流行歌曲中蕴藏
着丰富的科学知识。2021年全国科普日期间，长沙市科协等单位
联合启动第二届“流行歌曲中的科学密码”科普征文活动启动，
希望借助流行歌曲普及科学知识。

该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流行歌曲来开展科学知识的普
及，一方面可以发动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来创作科普作品，让大家明
白生活中处处有科学；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科学之美。

该征文活动投稿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20日，12月完成评
审。要求参选作品为原创，解读流行歌曲中的科学知识，主题鲜
明，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活动设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 （徐运源 张宇）

最近大热的元宇宙是什么？它和深海探
测有什么关系？科幻作家是能够预测未来的
先知吗？未来的食品和饮食习惯又会是什么
样子？

9月23日下午，一场充满想象力、脑洞
大开的论坛在中关村雍和航星科技园拉开了
帷幕。这就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
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国际设计周
组委会主办的“科学创享、共幻未来”国际
科幻论坛。

说起科幻，想必很多人会自然地抬起头
来仰望星空。的确，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
人类文明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婴儿，那里有太
多的未知等待我们探索和发掘。也正因为如
此，《星球大战》《星际迷航》《星际穿越》
等无数优秀的科幻作品都把舞台架设在了太
空。而对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虚拟现实技术联合实验室主任郭瑽而言，
他对科幻和未知的兴趣在方向上恰恰相反，
那就是深海探测。

郭瑽为观众带来了名为“深海与元宇
宙”的主题演讲，他介绍，我们非常熟悉的
海洋其实也是一片充满未知的领域，据数据
推算，海洋生物总量占到了全球约80%，而
这其中85%的生物都是人类未知的，而海洋
有85%的区域人类从未触达，更有90%的海
洋资源没有被开发利用。“现在，人类上过
太空的就有600多人，远远超越到达过万米
深海的人数，所以我们对于深海的了解其实
并不比太空更多。” 郭瑽说。

作为最近科技领域最火爆的热词，元宇
宙自然也是本次科幻论坛绕不开的话题。郭
瑽介绍，元宇宙的概念与科幻渊源颇深，它
诞生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作者斯
蒂芬森描绘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数字空间

“元宇宙”（Metaverse），为地理空间所阻隔
的人们可通过各自“化身”（avatar） 在元宇
宙中社交，度过闲暇时光，还可随意支配自
己的收入。2018年，火爆全网的科幻片《头
号玩家》 中的虚拟世界“绿洲”就是一个

“元宇宙”。
元宇宙和深海探测有什么关系呢？郭瑽

为观众展示了一系列深海实验室的项目和工
作成果，包括通过潜水器扫描深海山谷后以
真实数据构建的数字化模型；创造深海狮子
鱼的数字孪生体，对它的骨骼、材质和运动
状态进行了分析复原，从而研究是什么让它
可以抵御深海的低温和压力进而生存和繁
殖；以及一个正在打造的数字化的虚拟空
间，让全球的科学家可以通过VR设备进入
其中探索科学问题……虽然这些内容与真正
的元宇宙还相差甚远，但其中使用到的虚拟
技术是与元宇宙高度重合的。郭瑽表示，元
宇宙目前还只是存在于襁褓之中，停留在概
念层面，但它涉及到的各类虚拟技术已经逐
渐应用在了深海探测当中，希望未来的元宇
宙能帮助人类更快、更全面地了解深海这个
充满未知的领域。

除了高概念的元宇宙，本次科幻论坛也涉及到了文
学、漫画、影视、游戏等各类更为原始、发展更加成熟的
科幻载体。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的重要活动，本次论坛旨在
推动科幻与多行业、多学科跨界合作，营造北京特色科幻
品牌活动氛围。论坛邀请了科技工作者、科幻作家、动漫
影视代表、设计师等科幻各领域的从业者，进行分享与深
度交流，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包罗万象的科幻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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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瑽在进行主题演讲——“深海与元宇宙

小时候，我们喜欢抬头数天上的星
星，相信那满天繁星的夜空，一定藏着
数不清的秘密。

现在，你可以走进位于首钢园的
2021中国科幻大会的科幻产业展，穿梭

“共同体号”太空飞船，在虚拟人“幻
幻”的领航下经历“宇宙奇点”“行旅开
端”“未来之光”，分别感受智慧生活、
智慧科研、智慧休闲三种未来场景。

欢迎来到元宇宙的中心！这里最具
特色的是“未来之光”光影艺术装置，
一道靓丽光束从展厅底部向上发出，既
是飞向太空的核能喷射之光，也是人类
与宇宙连结的科技桥梁。

展览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
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办，以“科
幻·共同体”为主题，借助人工智能、空
间定位、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数字技术，充分结合首钢工业遗产
的空间特色，打造基于科技原理的3000
平方米的沉浸式情境。

来吧，一起寻找宇宙亘古的诗意，
那里才是科技与科幻共同的目的地！

开启太空飞船一日生活

登上“共同体号”飞船，最先映入
眼帘的“太空农场”，展出了太空观赏南
瓜和太空试管植物，你能一睹神舟四号
飞船搭载后地面选育而成的月季新品
种。展区负责人介绍，利用植物克隆技
术，将微型月季种植到密闭无菌瓶内，
无需浇水施肥就能在容器内健康生长。

想体验一下科技感满满的未来生
活？你可以暂时离开飞船，在虚拟空间
中前往火星进行地质勘探，体验遭遇极
端沙尘暴时如何顺利返回飞船并带回勘
探数据。

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在
MR 技术搭建的类地行星虚拟空间中，
游客将组成勘探小队，派出火星车“祝
融号”走上火星表面，寻找火星水资
源。根据三维虚拟堪景技术与实时三维
扫描，可将勘探数据上传数字孪生科幻
智能平台。一旦遭遇火星极端沙尘暴陷
入危险，火星车能够迅速上报坐标，飞
船上的核动力搜救机器人立刻出动，成
功营救火星车回到飞船，带回的可视化
数据也会展示在屏幕上。

如果以上“神经拉满”的智慧科研
让你感觉刺激又紧张，就赶快切换到轻

松的“太空娱乐”模式吧！该展区以赛
博朋克空间风格为主，在这里你可以根
据动捕技术与 XR 技术，运用自己的数
字化身形象上演科幻大片。

前沿技术与科幻产业相互叠加

想体验一场属于你自己的酷炫华丽
的虚拟数字人直播吗？在聚力维度展
台，其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字人引擎
赛博演员能够迅速对你进行面部捕捉、
动作捕捉、手势捕捉、人脸重建、语音
转口型，驱动虚拟数字人实现超越现实
的特效。

“我们的数字人捕捉技术基于人工智
能算法，仅使用单个普通摄像头，就能
够捕捉 300 个以上面部微表情，支持全
身范围下带位移的捕捉，手势捕捉可以
精确到细微关节的动作。”聚力维度创始
人赵天奇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希望未来
每个人坐在家里都可以控制迪士尼数字
电影级别的数字角色。

谈到数字人，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
会脚步的临近，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打造
的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系统，凌云光将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正式投入应用进行赛
事报道。

“通过 4 台深度摄像机实时拍摄就
可以将真人实时动态建模，植入虚拟
交互空间，让元宇宙数字人不再需要
复 杂 昂 贵 的 影 视 制 作 系 统 就 可 以 实
现，有望大大加速未来元宇宙的应用
落地。”凌云光工作人员杨一朵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说。

如果你对影视制作中的绿幕表演充
满好奇，那一定要来天图万境展区体验
一下“即看即所得”的实时电影生产与
影视拍摄技术。“当演员在绿幕下表演
时，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现场
监视器实时观看演员在电影场景中的表
演效果，创作团队不用通过后期制作来
加工场景，就能有身临其境的拍摄体
验。”天图万境创始人图拉古对记者表
示，在交互技术、虚幻引擎与传感动捕
技术支持下，绿幕与环形屏将电影设计
中需要的人物景物混合，呈现出实时交
互式视觉效果。

探索完这“浩瀚的宇宙”，你可以走
入睡眠空间，聆听来自地球的声音，领悟
人类与地球的连结，进入“宇宙梦乡”。

我们未来见！

开 启 “ 太 空 飞 船 ” 之 旅 ， 我 们 未 来 见 ！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未来之光”光影艺术装置

聚 焦聚 焦 20212021 中 国 科 幻 大 会中 国 科 幻 大 会

科普时报讯（记者史诗）“我国科
幻产业是文化科技融合的新兴产业，是
以现代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为驱动，以
科学精神和想象力文化为内核，以工业
化设计、生产和制造为支撑，以超现实
叙事、视听体验、沉浸式场景等为载
体，提供科技传播和文化消费服务的新
型业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
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文化科技处
（科普处） 副处长龙华东在 9 月 30 日召
开的2021中国科幻大会“新兴科幻产业
培育与发展”论坛上如是说。

科幻元素不是科幻IP，是指现实中
可以用于科幻创作的素材，包括科技成

果和科技新闻等。一旦创作者不是取材
于现成的作品，而是取材于现实，他就
是在使用创作元素。

在谈到如何让科幻元素进入创作
时，科幻作家、北京正负极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创始人郑军表示，“科幻电影

《后天》 曾经给国内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它不仅完全采用气象学家的预言，
很多细节上也擅用现实中的科幻元素。
比如有一个镜头，在情节里用来显示北
大西洋暖流盐分下降，画面拍摄的是无
人值守的浮标，是人类建设的第一套海
洋监测系统。”

作为中国首部“后浸没式戏剧”

《画皮 2677》 的总制作人，邓炜介绍，
该剧以中国传统经典《聊斋志异》中的
名篇《画皮》作为创作灵感，讲述了在
未来科幻世界发生的“研究”与“探
索”、“真实”与“假象”、“操纵”与

“成全”的爱情故事。在“后浸没式未
来戏剧”中，除故事背景发生在“未来
世界”这一时间设定之外，那些主动入
戏者将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更真切的体
验，故事层面也更强调观众的参与感，
参与者的选择将对情节推进及剧情呈现
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观众从沉浸式

“观看”表演，进化成为 “玩”在剧中
的全新体验模式。

会上，科幻领域专家学者为新兴
科幻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建言献策。从
电影创作和制作的角度来看，北京电
影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王春水表示，目
前科幻元素可作为电影题材之一，为
电影本身表达提供更丰富的内容，但
不 会 将 其 作 为 一 个 专 业 进 行 单 独 区
分。郑军从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展示未
来世界改变人们生活的角度提出，可
通过探索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一
条技术线，以科幻即现实为命题，利
用现实素材，拍摄了解国家大科研装
置、国家重点实验室、乃至小型高科
技公司达到世界一流的产生线。

一流的科幻生产线离不开科学元素

科普时报讯 （科文） 9 月 29 日，
“以好奇为指引，助教育之未来”为主
题的 2021 中国科幻大会“青少年科普
科幻教育专题论坛”在北京首钢园召
开。本次论坛集中展示了我国在青少
年科普科幻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通
过交流分享，与会专家就科普科幻教
育事业进行了前瞻性探索与研讨，也
为下一步推动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创
新发展奠定合作基础。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是人类进步
的源泉，也是学习研究的驱动力量。”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王挺表示，科普科幻教育应以好奇心
为指引，从根本上激发青少年的科学
兴趣，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了
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启迪科
学想象，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同时，他也对科普科幻作品带来的积
极效应予以了肯定，他认为，一些优

秀 的 作 品 不 仅 可 以 提 升 青 少 年 的 阅
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对于好奇心、
想象力、科学素质、文学修养、价值
观等核心素养的锻炼培养也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本场论坛包括科普科幻主题脱口
秀表演、主题演讲、嘉宾对话、现场
互动等多个环节，通过形式多样的活
动，以及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分享，展
现科普科幻课堂的无穷魅力。在教师

对话环节，北京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周
群与北京十一学校语文学科主任、正
高级教师闫存林和北京景山学校语文
高级教师刘晓虹，结合自身教育教学
经验，畅谈科普科幻教育理念；在嘉
宾对话环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尹传红与南方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吴岩、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周梅
骏同台，展开了关于科普科幻教育课
堂的讨论。

以好奇为指引，专家热议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