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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往往把“洗澡”当成了“沐浴”，并把它
看成是生活中最为平常的小事。然而，沐浴在古
代却被视为一件礼仪大事，甚至还被纳入“孝”的
一部分。追溯“沐浴”的来龙去脉，或许会令现代
文明人大吃一惊：它不仅丰富了历史故事，推动
了纺织业、陶瓷业、中草药和健身等行业的发展，
还开发了一个独特的法定节假日———“沐浴”假。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
手掬水洗头发，而“浴”字则像一个人处于器皿之
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解释得更到位：“沐，擢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
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代人对于洗发、洗
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

“洗澡”更像我们今天饭前和睡前的洗手、洗脚。
沐浴，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商朝未建立前，

其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
下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商族始祖契。殷商王朝的
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盆上刻下“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励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
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
说得就实在得多：“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渍形”
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能预防疾病，具有保健作
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多，洗澡就
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作用。

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
增加了许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祭祀和朝见天子
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史
载，西周时期每逢重大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
斋戒：祭前十日或三日，叫“戒”，祭前三日或一
日，叫做“宿”，均有专职官员主持。除沐浴、更衣
外，还必须摒弃一切活动，以防“失正”、“散思”。
当然，“戒”中还包含戒食韭蒜一类的辛辣之物，
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
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
会赐一块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
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多么神
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西周人干的。《礼记·内
则》说，西周还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
法。比如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后用细葛巾擦拭
上身及粗葛巾擦干下身等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
不能轻视沐浴，子女每三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
洗发，每五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还
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澡盆等。

汉代的“沐浴”，除了清洁身体外，还增加了
娱乐休闲内容，使其成为公职人员的一种“福
利”。东汉《汉官仪》说：“五日一假洗沐，亦曰休
沐。”也就是说，汉代官员每工作五天便可以有一
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说明，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历史非常悠
久。与此同时，汉代和魏晋的文人墨客在每年三
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
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
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唐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从唐代开始，
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沐浴液”——— 即用各
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擦身。（据《北京晚报》）

沐浴和洗澡是一回事吗

看着镜中的自己，你会发现一系列与父母类
似的面部特征，比如与父亲相似的眼睛和鼻子，
与母亲相似的耳朵和嘴唇。苏格兰科学家发现，
除了继承这些特征外，面部还隐藏着其他更多的
微妙家庭生活印记——— 童年时代的社会经济状
况。研究人员指出，70多年后，我们仍能在一定程
度上从一个人的脸上了解他的早年生活状况。

根据刊登在《经济学与人类生物学》上的研
究论文，科学家对292名参与1921年“洛锡安出生
群组”计划的老年人进行了分析。“洛锡安出生群
组”计划是一项针对1921年出生的苏格兰儿童的
长期研究计划，跟踪他们一生之中的健康状况。
研究人员希望确定的是，能否在这些已经80多岁
的参与者面部或者其他身体部位发现他们早年
生活留下的痕迹。

为了确定这一点，志愿者首先完成有关他们
11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问卷，包括父母双方
的职业、家庭成员总人数和每个卧室的人数以及
是否拥有室内卫浴设备，等等。在此之后，研究人
员询问参与者中年时从事的职业，以确定他们进
入成年后的社会地位。

83岁时，他们根据照片测量每位参与者的面
部对称性，比较左侧和右侧的15对面部特征，其
中包括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的位置。研究发现
魅力指数越高的人面部对称性越高，对称性较低
可能由更大的生活压力、传染病、毒素或者遗传
差异所致。87岁时，研究人员测量14个部位的身
体对称性，其中包括手指长度，踝部、腕部和肘部
宽度以及耳朵高度。

科学家发现早年生活贫困与面部而不是身
体对称性之间存在联系。研究人员指出，童年时营
养不良、疾病、父母有吸烟喝酒习惯等早期环境因
素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和发育，在面部留下恒久印
记。早年生活贫困的男性在老年时面部特征对称
性更低，即使在成年时社会地位提高后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指出，相比于身体来说，面部特征
更为柔软，更具有可塑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
映出压力。 （据《羊城晚报》）

魅力指数越高的人
面部对称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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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穿越回来，遇到

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

科学家”霍金；古希腊运

动员穿越回来，遇到“飞

人”博尔特，他们谁比谁

更聪明，谁比谁跑得更快

呢？

古希腊人穿越回来，智商、情商都比现代人高

人类真的越来越笨?

我们常常在“穿越剧”中看
到穿越回去的主人公，因为知识
丰富、学贯古今而显得出类拔
萃。最近，美国科学家克拉伯特
真的大胆放言，如果今天一位公
元前800年的普通古希腊公民穿
越回来了，他可能是我们当中最
聪明、最睿智的人。不仅如此，他
可能还是我们中情商最高的人。
克拉伯特指出人类智慧和情感
的进化能力在2000年到6000年
前达到了顶峰，此后便一路退
化。所以，人类越变越笨了。

天哪，克拉伯特的理由究竟
是什么？难道人类真的越来越
笨？

在人类演化的历史长河中，
99%的时间，人类都以捕猎为生，
没有高科技，人要生存下来并繁
衍后代要靠智慧。而自从农业社
会和城市建立起来后，克拉伯特
认为人脑智力的自然选择就停
止了，而决定人类智力的基因也
发生了许多变异。

克拉伯特指出人类的智力
和情感能力在基因层面是极其
脆弱的。在一份对父母和下一
代的基因比较中，他发现平均
每代人身上，DNA会出现25到
65个新的变异。这意味着，在过
去的120代人中，也就是3000年
时间中，人类可能出现的基因
变异非常可观。

克 拉 伯 特 认 为 ，大 约 有
2000个到5000个基因变异与人
类智力有关。比如，有的基因能
提高几十亿个人脑神经细胞分
布构建能力；有的基因则能生
产大脑细胞互相联系所需要的
几十种化学神经信号。人类的
智力和行为要达到优良状态，
需要一大群基因优化运作。不
过克拉伯特认为，跟智力有关
的几千个基因可能只有在人类
走出非洲之前，尚未存在语言、
部落分散的史前人类中，才真
正往优质的方向进化。他认为，
比起现代人，古人为了生存和
繁衍，需要更高的智慧。

而事实上，克拉伯特并不
是最早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已
经有研究证实，人类大脑在过
去2万年间不断缩小，脑容量已
经由1500毫升，下跌至1350毫
升，减少的大脑足有一个“网
球”那么大。而瑞典的科学家通
过研究发现，无论男女，患痴呆
症者的平均颅内脑容量都比正
常人要小得多。此外，脑容量越
小，痴呆症越严重。如果正常人
脑容量的大小和智力直接挂钩
的话，那么克拉伯特的假设就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持“人类越来越笨”想
法的人并不多见，大部分人都是

“弗林效应”(指智商测试的结果
逐年增加的现象)的拥趸，认为
人们做智力测验的成绩越来越
好，因此人是越来越聪明的。

那么，人到底是不是越变越
笨呢，我们请专家来说说看吧。

脑容量缩小

说明人越来越笨？

运动促进智力，运动量大的古人智商高？
观点：人类体能在提高，智商也不会走回头路A

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均
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张均告诉记者，其实大脑的变小还真和
我们的智商有关系。“更准确地说，大脑容积
大小对智商的影响还并不大，最主要的是大
脑上的沟回褶皱和我们的智商有直接的关
联。当然脑容量大，皮层展开面积就大，沟回
褶皱可能就多，人的智商也就越高。像爱因
斯坦的大脑，经过研究发现，它上面的沟回
明显多于普通人，可能正是这些变化多端的
沟回决定了爱因斯坦的高智商。最初猿人的
头颅不是很大，到了人类时，脑容量逐渐变
大，沟回也越来越多，人的智商也越来越高。
所以，大脑容量的缩小真的可能证明现代人
的智商在退化。”

“人类早期，没有什么工具，更别说高科技
了，整天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一方面要想办
法填饱肚子，一方面还要躲避各种自然灾害，
同时保证自己不让猛兽吃掉，显然这种生活难
度要高于现在，没有充分的智慧是很难应对
的。我们常常在穿越剧中，看到古人到了现代
社会，显得笨手笨脚，无所适从，其实把我们现
代人放到远古，你可能还远不如古人呢。”

但是，张均也指出不必太过烦恼，虽然
现在自动化程度高了，导致我们大脑皮层中
应用型的区块逐渐萎缩，但是智能开发型的
区块却变得更发达了。“远古人颇费周折才
能完成的事，我们今天可能只要动动鼠标就
能完成了，我们的动手能力显然在退化，但
是同时，现代人在智能开发上肯定是优于古
人的，我们大脑中海马、额叶等部位的沟回褶
皱在增多。其实，这也是大脑根据我们生存环
境的变化进行了选择，大脑也慢慢放弃一些
不需要的功能，取而代之一些新的功能。所以，
人的大脑是一边‘退化’，一边‘进化’，保持
平衡。所以，现代人对智商仍可以持乐观态
度。他们即便真的在某些方面比古人笨了，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肯定是超过古人了。”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虽然大脑中智能开
发型的区块发达了，但是这可能仅限于那些
在编写软件、创造科研成果的专家，普通人
只是在享用这些成果。“这个不用担心，因为
新的科技成果出现了，普通人为了掌握这些
成果，也在不断地学习、调整，这本身也在促
进我们大脑中智能开发型的区块变得更发
达。”张均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人类大脑容量缩小是不是真的会影响智商？

观点：现代人可能某些能力不如古人，但智能开发能力增强B

南医大法医学系副主任冀强也指出“人
类越来越笨”的观点不准确，“研究者偷换了
一些概念。的确，人的基因是不断发生突变
的，但是研究者只强调了基因突变中不好的
一面，而没有提到好的一方面。人类发展这
么多年，基因根据外界环境的需要，不断更
新，这其中肯定有抛弃一些好的基因，但同
时为了更适应生存的需要，一定保留并且发
展出更多优秀的基因。只强调其中不利的一
面，很容易造成不准确的认识。”

冀强举了个例子，古代有许多围棋名
手，他们可能留下了许多千古迷局，但是我
相信今天这些迷局都能破解了。因为我们在
看了那么多围棋名家的棋局后，棋谱已经烂
熟于心，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的基点已经
很高了。我们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没
理由我们的智商会不如古人。

并且冀强也指出，虽然基因决定了我们
每个人的智商，但是并没有人能准确指出哪
些基因和智商是直接挂钩的，在人类进化的
过程中，这些和智商挂钩的基因是如何发展
变化的，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是相反，
谁也搞不清楚。但是过分强调基因突变对智
商造成的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准确的。

“穿越剧中的主人公回到古代，之所以
活得得心应手，主要是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庞
大，他所处的文化基点高，这么多年的人类
文明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我想如果唐
代人就掌握了水泥制造技术，那么唐代就有
可能创造出高速公路，他们没有造出公路，
但是你能说唐代人是不聪明的吗，主要是因
为文化积淀不够。知识储备本身就是智力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现代快报》）

千百次基因突变会不会把高智商基因变没了?
观点：现代人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基因突变也创造更强大的基因C

南京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钱竞光是
“弗林效应”的支持者，他认为人越来越

“笨”这种说法有点不靠谱。
“现在学者公认的观点是，运动能够促进

智力的发展。很多人常说：‘头脑简单，四肢发
达’，好像运动能力强的人，注定智力不行似
的，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像我们的奥运冠军，
他们每一个人都绝对是高智商，在比赛中，每
秒钟都可能面对一个全新的难题，如何在最短
的时间内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并完美地付诸
实践，这需要多么优秀的即时应变能力，非‘天
才’不能完成。只是，术业有专攻，运动员花在
专业训练上的时间多了，文化课的学习自然就
比较薄弱，但这绝不是智商不高。”

按照这样的观点，古人在缺少工具、完
全与高科技绝缘的情况下，运动量显然是大
于现代人的，那么，高强度的运动会不会导
致古人的智商真的高于现代人呢？

“我觉得这样说不靠谱。在漫长的进化
过程中，虽然一般人的运动能力相较于古人

可能是退化了，但是专业运动员一定是优于
古人的，古人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早就不值一
提了。可见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地在
突破自我，人的身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点
从人的寿命来看，就很明显，古代长寿的人也
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年人。因此，人肯定是向
前发展的，智商没有道理走回头路。”面对这
个话题，钱竞光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并且，古人运动量大也不能一定和高
智商画等号。毕竟谁都没法回到古代，给古
人测测智商，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适
应他所处的时代的环境，能够满足自己生存
的需要，那么他的智商都不会太低下。”

当然为了防止万一，钱竞光也从专业角
度给我们开出“药方”，不让我们大脑变笨。

“平时，只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就能刺激大
脑，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一些户外运动，这能很好地刺激我们的
五官，延缓大脑的衰老；不具备条件的，在室
内健身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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