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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警种联动冒雨护航区“两会”
为确保东胜区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顺利闭幕，3月9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

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中队全体民警冒雨保驾护航。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警联动密
切配合、警便结合等方式，圆满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警察“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的信念。 （郝海荣）

对表情的刻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
张肖像画的成败。许多肖像画大师都是
表情刻画大师。比如俄罗斯名画《无名女
郎》生动刻画了一位19世纪后期俄国女
性的形象：她穿着俄罗斯冬季上流社会
妇女的服饰，坐在华贵的敞篷马车上，她
刚毅、果断的表情至今还吸引着全世界
的“粉丝”。

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的人脸识别
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征识别，特征
包括脸的长相，是长是圆，是胖是瘦。当
人物的心情发生变化时，脸部的特征，包
括五官的位置也会随之变化，于是喜怒
哀乐的表情也就在脸上洋溢起来了。所
以脸部识别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表情识
别。

林凤生告诉记者，大脑里对人脸识
别机制的分工非常明确：由大脑纺锤状
脑回的后半部分负责处理人脸的特征识
别，当它辨认出脸部特征之后，再由纺锤
状脑回的另一个区域与额叶一起来判断
这一张脸是不是熟面孔。如果这部分损
伤了，人就会得“人脸辨识缺失症”，只知
道看到的是一张脸，却无法辨认是谁的
脸。如果纺锤状脑回的损伤延伸到更前

方，波及其他区域，那么就会导致“表情
辨识缺失症”，导致人只能辨认出一张
脸，却不知道脸上的表情是喜是忧。

大多数肖像画都利用人类天生的表
情识别能力，十分强调人物的表情。有些
肖像画却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故意要让
观众患上“表情辨识缺失症”，并恰恰因
此成为经典。荷兰画家维米尔与凡·高、
伦勃朗并称为荷兰三大绘画巨匠，也被
研究他的神经科学家称为“暧昧”大师。
这位谜一样的画家，生前困顿贫病、默默
无闻，直到去世后200年才慢慢被人发现
并声名大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有“荷兰的蒙娜丽莎”之美
誉。2006年，还被荷兰人票选为“荷兰最
美的画”。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采用了全黑的

背景，少女身穿棕色衣服，佩戴着明亮的
珍珠耳环，头戴黄、蓝色头巾，气质宁静、
淡恬从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她含蓄惆
怅、似有似无的伤感表情，让人捉摸不
透。不少心理学家试图解读画中少女的
表情，但没有人能真正读懂。曾有心理学
家感叹道：“这可能是一件永远也不会水
落石出的事。”因为这个难以名状的表
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被演绎成了小说，
并翻拍成了电影。

另一张以表情微妙而著称的肖像名
画是画家柯罗的《珍珠女郎》。画中的年轻
女孩身着意大利的民间服饰，她难以名状
的表情给人无限的遐想。在她美丽的头发
上，戴着用树叶编成的花环，而在阳光下，
树叶的阴影投影在她的额间，仿佛是一颗
镶嵌着光泽饱满的珍珠。（据《解放日报》）

世界知名肖像画里的密码

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
在西方绘画中，肖像画历来是最受欢迎的

重要门类。毫无疑问，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肖像
画，问世500多年来，关于其创作背景、蒙娜丽莎
的身份以及她的微笑，一直是人们研究和讨论
的话题。画中的蒙娜丽莎有时看起来在微笑，有
时却没有笑，她时隐时现的笑容，被称为“蒙娜
丽莎的微笑之谜”。

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了解当人在观赏
一幅画时，眼睛发生了什么。科学家的答案是眼
球运动。人的眼球无时无刻不在做两种运动：一
种是震颤，可以保持对静止物体的视觉；另一种
是眼跳，完成一次眼跳的时间不到0.1秒，两次
眼跳之间有0.12到0.15秒的间隙。在观赏绘画
时，眼球用一系列小的跳动掠过画面，然后把注
视点反反复复地落到那些感兴趣的地方。运动
的眼球不仅让人关注最要紧的区域，同时也因
为眼球的关注点在不断地变化，从而使观者看
到的结果产生差异。

全世界顶尖的画家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
读并再现眼睛和大脑对图像的解读过程。达·芬
奇无疑是其中的高手，他笔下的蒙娜丽莎时隐
时现的微笑让人们困惑了500多年。直到上世纪
末，哈佛大学医学院玛格丽特·利文斯通教授才
给出了答案。

人的视觉细胞有两种：视锥细胞和视杆细
胞。锥细胞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中心，有一个小而
浅的凹处，称为小凹，比针尖还小，眼睛所有细
微的观察都要靠它。视杆细胞分布在视网膜的
四周外围。中心部分（即视网膜上的小凹）负责
分辨颜色和细致的印记。环绕小凹的外围部分
则留意黑白、动作和阴影。

林凤生解释道：观赏这幅画时如果把中心
视觉放在蒙娜丽莎的双眼，那较外围视觉便会
落在她的嘴巴上。由于外围视觉并不注重细微
之处，无形中就会突出颧骨部位的阴影，蒙娜丽
莎笑容的弧度便显得更加大了。而当观赏者的
眼睛直视蒙娜丽莎的嘴巴时，中央视觉便不会
看到阴影。所以，如果看着她的嘴巴，便永远无
法捕捉她的笑容。达·芬奇充分利用了人们在看
画时眼球的跳动和关注点的变化制造了神秘的
微笑。

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许多画
家都会为自己留下自画像。从文艺复兴
时期的提香、拉斐尔的自画像，到凡·高
割去耳朵后留下的自画像等，都是肖像
画中的经典作品，让人过目不忘。人们只
要通过这些经典自画像的线描草图，就
可以认定他是谁。为什么人的大脑能轻
松地辨识人脸？因为大脑天生具有强大
的“人脸识别”功能。

对于这种强大的功能，许多神经生
物学家都很好奇，还有人提出了神经美
学的概念。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证实，大脑
里有一个专门负责识别人脸的区域，这
个区域位于下颞叶皮层，由6块很小的区
域组成。这6个小块各司其职，分别对脸
部的不同部分加以关注：有的关注正面，
有的关注侧面等。这些细胞对脸部位置
的变化、形状的变化和眼睛观察方法的
变化非常敏感。

在知名画家中，留下自画像最多的
要数荷兰画家伦勃朗了。他一生画了近
百幅自画像，这些自画像精确、形象地记
录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伦勃朗1606年
生于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25岁时到阿
姆斯特丹创业，一举成名。他最知名的作
品就是《夜巡》，这幅现珍藏于荷兰阿姆
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杰作，几乎每天都
会吸引数千名观众。然而伦勃朗生前却
因为这幅画陷入了人生低谷。《夜巡》问
世后，伦勃朗因没有按照出资人的要求
作画，陷入了一场诉讼，被判退还订金。
伦勃朗从此成了阿姆斯特丹最不受欢迎
的画家，随着订单的日益减少，他的生活
也越来越拮据，最终宣布破产，直至在贫
病交加中去世。无论是在春风得意的青
年，还是在穷困潦倒的晚年，他一直追求
真实地画出自己的容貌，从不掩饰自己
的缺点。

在大多数自画像中，伦勃朗的眼神
都显得有些迷离。他的一只眼睛总是直
接面对观者，另一只眼睛却向侧面歪斜。
2004年，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了伦勃朗
各个时期的自画像后得到了答案：伦勃
朗的一只眼睛患有斜视，那只眼睛的视
力可能很弱，从而使他缺乏立体视觉。只
有当他的双眼聚向同一点时，才能很好
地感受深度。

林凤生认为，西方画家在观察远处
物体时，使用的几何透视法是单眼线
索，即用一只眼睛才能精确定位；在观
察周围物体时，使用双眼观察，从而获
得两个稍有差异的图像，然后通过大脑
进行合成。伦勃朗的缺陷导致两眼视觉
出现比一般人更大的差异，也许使他较
一般人更容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更容易将三维的物体变换到二维的画
布上。

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何这样神秘？
伦勃朗为什么目光迷离？戴珍珠耳环
的少女究竟是喜是悲？
全世界最知名的肖像画正因为这

些难解之谜，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跳出艺术的视角，从科学的角度来解
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绘画虽然是一门艺术，却与科学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全世界
不少科学家尤其是神经科学家、物理
学家都在研究绘画，而画家中也不乏
科学爱好者。
上海大学林凤生教授从事了几十

年的物理教学工作，著译了不少物理
类教学、科普图书。他年轻时曾追随丰
子恺、唐云等名师学画。近年来，他出
版了《画中有画：解读名画中的科学元
素》《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两本用科学
眼光看名画的书，对绘画，尤其是对肖
像画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捉摸不透的少女表情

伦勃朗的眼神为何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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