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阅读编辑：钱 卫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20
2018年1月23日 星期二 连载编辑：钱 卫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阅读/连载

! 童年的记忆往往像逆光的照片般缺少细节

童年的记忆去哪儿了？
曾有观点认为，7岁前，孩子

无法形成稳定记忆。但1980年后
的一系列实验表明，早在3岁前，
儿童就开始记事了。婴儿时期人的
记忆可以持续一天；两岁的时候可
以记得一年前的事情；4岁半的孩
子可详细回忆18个月前的一次迪
士尼之旅；5岁半时，人可以记住
80%的三岁记忆；而到了7岁半
左右，童年的记忆开始逐渐消散，
只能记住40%的童年生活。

" 有 庆

“童年期失忆”
很少有成年人会记得自己幼年

时期的事情，这种现象被称为“童年
期失忆”（!"#$%"&&% '()*+#'），这一
观点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 ,-,.

年提出，他认为人虽然成人无法记
起童年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并未消
失，只是被压抑了。不过，现代研究
的观点则认为，由于儿童没有精密
的神经结构去构建并且保留住复杂
的记忆，所以我们记不起来的童年
记忆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贾爱强博

士曾主导过一项关于儿童记忆的实
验，他让一组 /岁的孩子在父母的
引导下回忆 / 岁时发生的一些事
情，比如去动物园或参加生日聚会。
当他们 0到 -岁的时候再回来测试
他们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试验中回忆
的事情。0到 1岁的孩子能回忆起
来的比例最高，年龄越大的孩子回
忆起来的越少。但是年龄越大的孩
子能够记得的细节越多。

语言能力很重要
以上研究表明，儿童不是因为

没有发达的记忆能力才记不住，他
们同样可以创建记忆，并且能检索
记忆，但很奇怪这些记忆会在 2岁
后快速消失。于是，研究者开始将研
究重点放在研究是什么让记忆消
失，而不是儿童能不能记住事情上。
他们找到了一些影响因素，比如语
言能力和自我意识。
研究者发现，语言能力可以影

响童年记忆。一个实验小组曾采访
过急症室的儿童，这些儿童并不是
患上了什么大病，只是在玩耍的过
程中，身体被轻微地擦伤。研究者询
问了他们当时是怎么擦伤的，并记
录了这些孩子们的回答。0年后，研
究者们又采访了这些孩子，发现那
些当时能够用语言描述事情发生经

过的孩子，在 0年后能再次回忆起
来。而那些当时不能叙述整件事情
的孩子就很难回忆起来，或者干脆
忘得一干二净。这项研究表明，如果
早期的经验没有被翻译成语言，它
们可能会丢失。从 ,岁到 1岁，儿童
从会讲一个单词到能流利说话，在
语言能力上有重大突破，这时儿童
的记忆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贾爱强博士的解释是，一段记

忆若需要被长久记住，那么就一定
要有丰富的细节。年龄较大的孩子
语言能力更强，这使他们能够更准
确地描述这段经历。小孩子缺乏强
健的神经处理程序，他们的大脑就
像间隙很大的漏勺，碎片化的记忆
更容易丢失。而成年人的大脑则是
一个制作精良的网兜，记忆碎片将
不再那么容易被时光冲走。

自我意识有助记忆
与语言能力相关的还有另一项

能力———自我意识。儿童大概在 ,3

个月到 45个月大时，开始说“你”和
“我”，表明他们已经初步形成自我
意识，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是不同的。
研究者发现在更注重自我的文化环
境里（北美与欧洲地区），这些文化
传统更关注儿童的个人经验、喜好
和情感，而不是他们与他人的关系，
或者是社会规则、行为标准，这些地
区的成年人比亚洲和非洲的成年人
有更早和更详细的童年记忆。如欧
洲人保留最早记忆的平均年龄是
/60岁，新西兰的毛利人是 462岁，
而东亚地区的人们则是 563岁。
毫无疑问，良好的语言和自我

意识可以使记忆能力得到增强。但
是此外还有哪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
的童年记忆呢？
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人们

并不会忘记童年的所有事情，比如
在儿童时代，如果学会了行走、游泳
和骑自行车这些动作，就不会忘记。
相较而言，人们往往忘掉的是那些
与长期记忆有关的情景记忆，比如

过往的经历、事件，而在大脑长期记
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海马体。海
马体位于大脑颞叶，紧密联系着大
脑的边缘系统，经过过滤的信息会
在海马体中暂时储存，具体的存留
时间可从几分钟至几星期，而重要
的感官信息会由海马体中的神经元
传输到长期记忆区中。

新神经“挤走”旧记忆
为了研究神经元和遗忘之间的

相关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
组进行了一次测验。首先，把一群成
年老鼠训练得对轻微的电击环境十
分害怕。然后，把这些老鼠分为两
波，一波放到一个可以踩车轮的环
境中去，另一波不做改变。结果是，
踩过车轮的老鼠很大程度上忘记了
电击的恐惧，而没踩过车轮的老鼠
仍对电击十分恐惧。结论是：踩车轮
运动提高了神经元的活跃度，这使
得那些踩过车轮的老鼠新生的神经
元可能干扰了被电击的记忆。

研究者们又用幼鼠进行了一次
实验，同样的实验过程，不过幼鼠还
会每天进食一些减缓神经元生长速
度的药物。根据第一个实验结果推
测，如果记忆与神经元的生长速度
有关系的话，幼鼠吞食了药物之后，
随着神经元生长被抑制，它们应该
会比没有服药的幼鼠记忆力更好。
最后，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因
此，偷走童年记忆的“真凶”很可能
就是“新增的神经元”。
研究者们推测，哺乳动物在成

长过程中，大脑中有两个其他动物
没有的区域在不断地产生神经元，
海马区的齿状回就是其中一个，新
的神经元在齿状回中不断生成，这
些新的神经元激烈地争夺着地盘，
改变预先存在的神经元连接，建立
新的神经连接，严重扰乱了储存旧
记忆的大脑电路。大多数这些早期
的连接最后会被“修剪掉”。导致其
被毁坏，使这部分记忆被遗忘。
在人类 2岁之前，这场“地盘争

夺战”显得尤其激烈，但是随着年龄
增长，神经元的形成会放缓，大概在
2岁左右，大脑的海马体实现了较
稳定的神经元连接，人们开始能保
存情景记忆。而那些被“剪掉”的记
忆，将无法再恢复。

童年的记忆有用吗？
如果没有这样灵活可塑的大

脑，年幼的孩子将没法展示惊人的
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所以说，那些
消失掉的记忆并不是完全没用的。
由于神经元在不断新增，防止

一些已经存在的记忆被遗忘是不太
可能的，我们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
去大部分童年记忆。但有失就会有
得，童年早期事件的记忆或许消失
了，但是对人们理解和感知这个世
界、感知周围的人，以及认识自己的
影响一直存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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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上方传来打钻声

坍塌发生时，矿工赵志印正在井下钻孔。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突然一阵狂风，把
他挤到巷道壁上动弹不得，耳朵也听不见声
音；巷道底部开始摇晃，顶部开始掉石头。出
路被堵住，赵志印只能找一处相对安全的地
方躲了起来，等待救援。

53岁的管国启是井下铲车工。他说，事
先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之间开始
冒顶，石头就像下雨一样落下来，巷
道里的灯一下全灭了。管国启立即
下车往安全巷道跑，他的头部和右
腿被石头砸中，造成右腿骨、鼻梁骨
和上颌骨骨折。

赵志印等人无疑是幸运的，生
命危急关头，率先赶到救援现场的
枣矿集团、临矿集团两支矿山救护
队，冒着巷道继续坍塌的危险，开辟
出仅容一人通行的狭窄空间，爬行
过去将这 2名被困人员抬了出来。

但是 /1岁的铲车司机华明喜
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和另外 /名矿
工要在井下历经 /1天的煎熬，才能
重回地面。当时华明喜和矿工们正
在作业，先是有风，然后听到“嗡隆
嗡隆”的声音，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开
始逃跑。然后，跑了半天的华明喜就与另外 /

名工友被困在一段 0.多米长的巷道里，两头
都被塌落的石块堵死。华明喜手中除了矿灯，
只有下井时带的几个馒头。一般一人带四个，
他们就一天一个分着吃，饿了也得坚持。
几天过去，馒头吃完了，几个人只能喝岩

壁上渗出来的水。潮湿的巷道里漆黑一片，身
边不时传来石块泥土掉落的声音，虽然他们
彼此相互鼓励，还是越来越感到害怕。然而就
在此时，巷道上方传来了打钻的声音。华明喜
想，有人来救自己了，就往那边跑。
他们看到一个直径不到 4.厘米的钻孔，

有个探头放了下来，说：“我们是武警救援队，
来救你们的。你们放心，我们是一定会把你们
救上去的。你不用害怕。说说你们需要什么东
西吧。”他们就说要食物，要矿灯。有人来救，
他们就有了希望，心里就踏实点儿了。
虽然有了食物，但是获救却没有他们想

象的那么容易，由于地质情况过于复杂，救生

孔的施工极为艰难。等待救援的日子里，井下
特别安静，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华明喜觉得
异常煎熬。时间久了还以为外面已经过年了。
在等待的日子里，被困矿工们已经没有

话题，对死神的恐惧时刻侵扰着他们。每次吃
完饭，5个人就一起紧挨着躺着，节省体力。

救援远远没有他们盼望的那样顺利，而
井下的环境却在一天天恶化。几天后，受到地

质变化影响，投食孔突然无法正常
输送食物，救援人员不得不又耗费
/天时间打了另一个投食孔。紧接
着，更致命的困难出现———已经推
进到 ,2.米的大口径救生孔突遇严
重塌方，被迫暂停。
此时，矿工们已经被困二十多

天，虽然地面救援人员每隔几小时
就与他们通一次话，但绝望的情绪
还是渐渐弥漫在狭窄的巷道里。
而在井上，为做好被困矿工的

饮食供应、医疗保障、心理干预等工
作，现场救援指挥部决定建立 45小
时值守制度，安排专人分班次在 4

号钻孔口值守；成立医护组，由医护
专家配备营养液、食品和药品。同
时，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根据各方

面专家的会诊结果，及时调整救援方案。根据
地质专家的会诊结果，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
暂停了矿井北部 0个排水钻孔的施工；地质
专家提出，/号大口径钻孔潜孔锤施工时的
振幅大，可能导致 5号井井筒继续垮塌，影响
4号钻孔的稳定，故该钻孔施工也被叫停。
华明喜他们所在的巷道高 4米、宽 /米，

地层有变形，而且滴水，井下一直在坍塌。到
了第 4.天，进展缓慢，他们以为井上救援放
弃了，与井上通话时号啕大哭。
他们问救援人员：“还在救吗？要是没救

了，就和我们直说吧。”他们甚至让救援人员
给家人捎话———如果出不来了，别想他们。

地面救援人员为了稳定井下被困者的情
绪，拍了救援现场的照片，存在一部手机里，
输送到井下，以稳定他们的情绪。
日子一天天过去，华明喜等矿工在渴望

与绝望的不断交替中承受着煎熬，而地面传
送的救援进展则支撑着他们继续等待。终于，
他们听到钻机声越来越近，就像到了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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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要丑得美

却说明朝宣德年间，无锡屠户尤葫芦于
亲戚处借得铜钱十五贯，是夜为赌徒娄阿鼠
所盗，并将尤杀害。众邻乃报官缉凶。
此前尤葫芦借钱还家，曾戏言此是女儿

的卖身钱，女儿苏戌娟以为是真，连夜逃走。
途中遇熊友兰结伴同行。熊友兰恰巧身上携
钱十五贯，遂被捕送无锡县衙。县令过于执疏
忽未加细察，竟判熊、苏通奸谋命，将二人问
成死罪。监斩人苏州知府况钟发觉罪证不实，
重作审理。他化装成算命测字先生，以曲折的
攻心法从“鼠”字上判明凶手实为娄阿鼠，乃
捕真凶问罪，以雪熊、苏之冤。
这是昆剧的剧情，根据清初剧作家朱素

臣所作传奇《十五贯》改编而来。传奇本剧情
较复杂，昆剧用减法改编，头绪清楚，内容精
炼。况钟为娄阿鼠测字一场，最为精彩。丑角
娄阿鼠能在这场戏里
把演技发挥得淋漓尽
致。昆剧名丑王传淞
演技精湛，融副丑与
小丑两门于一体。京
昆之丑角，要求丑得
美，王传淞演娄阿鼠
得之矣。王传淞是苏
州人，其苏白绝，传神
阿堵，乃在其中。

娄阿鼠测字，就
用自己的名字中的一
个“鼠”字。于是况钟
就在这个“鼠”字上做
文章，从老鼠偷油的
“油”与尤葫芦的“尤”
同音而算准娄阿鼠是
杀尤真凶，然后步步
为营，犹如猫儿捕鼠，
在一番戏弄后，逮个
正着。测字逮凶，是反
科学的行为，以反科

学的行为完成科学的计划，这乃是艺术。
娄阿鼠最后招供时唱道：“久惯赌场掏

摸，归来适值清晨。邻家此际正开门，大胆一
时闯进。十五贯趁机窃取，尤葫芦割断连根。
屈将冤狱陷红裙，有此招供为证。”这是一阕
西江月。
从戏曲娱乐角度看，不能不觉得娄阿鼠

这家伙也讨喜的，而不讨喜的倒是县太爷过
于执，他办案的办法谓之“逼供”。就凭娄阿鼠
盗钱十五贯和熊友兰身边携带的十五贯数目
相同就严刑逼供；熊、苏二人吃刑不住，被逼
画押认罪；过于执立即信了，草草定了这樁冤
案，而且在应予纠错的证据面前，执着不认
错。这个过于执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加主观主
义的杂交产物。况钟为熊、苏二人洗雪冤案，
是个讨喜的大清官，他和娄阿鼠的讨喜不同，
娄的讨喜是演员做成的，而况钟的讨喜是他
这个角色的精神因素凝聚出来的火花。
上世纪初，京剧大盛，以其通俗为普通观

众所喜爱，而昆剧唱词太文雅，节奏又不如京
剧之火爆，逐渐式微。建国之初，《十五贯》改
编演出，一炮而响，遂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
种”之论7其后又经提倡扶持，始现复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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