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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宇航的冰桥行动项目最近公布数据称，2009年到2016
年间，南极地区的整体温度正在下降，但是部分区域的冰川也在不断融化。

美国宇航局的冰桥行动对极地冰层进行了航空测量，目前已经对两极进行了
两次重复测量。在最近的几个周里，美国宇航局已经表明，南极地区的整体冰量已
经增加，而且海冰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南极冰层的增加以及最新公布的南极地区轻微降温的消息，让那些气候变化
的反对者们声称，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对全球气温的影响并非如科学家们通常所宣
称的那样巨大。

马里兰大学的冰河学家Christopher Shuman称：“野外测量数据表明，南极在
2009年到 2015年的这一段时期温度有所下降，而且Terra卫星和水文卫星在这一
时期拍摄的卫星图像也表明，在拉森A和拉森B海湾的固定冰（与海岸相连的海
冰）也越来越多。”

然而 Shuman先生警告称，尽管南极洲的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在南极洲的部分
区域冰川仍然在持续融化。冰桥行动在南极点的探测也发现，南极半岛上的两座
冰川高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Shuman先生补充道：“这些冰桥测量结果表明，一旦冰架出现倒塌，即使是温
度有所下降而且有大量牢固的海冰，也无法阻挡这些巨大的冰川，它们将持续融化。”

冰桥行动项目组研究人员在前往南极半岛进行冰川排水测绘的一次飞行中，
发现两座冰川的高度与2009年的那次测量相比，下降了超过150米。这两座冰川
的名字分别为Green和Hektoria，它们是拉森B冰架的附属冰川。

在拉森B冰架于2002年倒塌之后，它就不再支撑附属于它的冰川，而那些冰川
的高度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06年到2011年Green
和Hektoria冰川的高度平均每年最多下降25米。

同样冰川不断融化的发现也让那些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升温的人们更加确信了
自己的看法。在北极点，冰桥行动项目也收集了北极半岛冰川变化的所有数据。
虽然项目组尚未公布研究结果，但是在巴黎举办的气候变化会议上将对所有的问
题进行全面考虑。

人类为何爱旅行？探索和迁移是自然天性
据西班牙《趣味》月刊8月号报

道，去国外也好，去离家近的地方
也好；离开一两天或者十天半个
月；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无论是
为了身心的愉悦感还是为了公务，
旅行永远都是一种能把人们从日
常繁琐当中抽离出来的至关重要
的充实体验。逗留在日常以外的
任何地方所带来的新鲜刺激感可
以让旅行者体会到不同于早已熟
悉的饮食、风景和文化。

旅行是一种态度，是对新事物
的探索，这并非人类的专属特征。
所有物种都会在迁徙中寻找栖息
地，从而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美国密歇根霍普学院的社会
心理学教授戴维·梅耶斯表示，

“精心喂养的动物离开它们的巢
穴出去探索，表面上看并非受到
需求的驱使。在出门冒险时，他
们可以获得各种信息和资源”。
人类属于动物人科，人类因此拥有
很多特殊品质，探索和冒险是人类
的基因。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
博称，“我们是灵长类动物，因此都
怀有一颗好奇的心”。西班牙布尔
戈斯大学人类进化实验室负责人
何塞·米格尔·卡雷特罗认为，“没
有哪一种哺乳动物像人类一样如
此的焦躁”。

美国芝加哥林肯动物园最新
的一项研究强调，就像人类喜欢去
自己喜欢的餐厅用餐一样，大猩猩
们也趋向于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
从而适应集体的行动。研究人员
指出，除了了解猩猩对食物和位置
的偏好，还可以看到它们在解决问
题时会出现创新行为。研究中，猩
猩必须把不同的塑料片收集起来
并分成两个点：其中一个是要离自
己较近的位置，以此来换取研究人
员手中的胡萝卜；另一个较远的
点，则用来换取研究人员手中更多

的奖励——一大把葡萄。在第一
个阶段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训练，
而第二阶段则是集体行为。令研
究人员惊讶的是，首先发现把塑料
片放在远处能换取更大奖励的是
一只年轻的、在族群中地位较低的
母猩猩。研究认为，这只猩猩在把
塑料片移到远点的目的并非仅仅
为了换取食物奖励，而是想要避开
竞争。

最终，这只母猩猩通过探索获
得的结果也被其他猩猩观察到了，
它们的情绪也被得到新鲜的水果
调动起来，这是一种集体学习以有
利于集体的行为。研究人员强调，

“能看到每个研究阶段的发展变化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所有猩
猩在解决问题时都表现出不同的
策略”。

这是大多数动物固有的行
为。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国
际移民学教授、马德里康普顿斯大
学教授亚松森·梅里诺称，“探索和
迁移是所有物种的自然天性，因为
这有助于生存。这当然也是人的
天性，人类一直在迁徙中寻找最佳
的避风港、富饶的土地和食物”。

为身心寻找新的边界
除了能加强适应性，探索新事

物外，旅行还能提升大脑功能。体
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了解其他语
言和文化能够增强大脑神经元的
连接，强化思维。西班牙神经病学
协会的萨格拉里奥·曼萨诺·帕洛
莫强调，“令人兴奋和愉悦的新鲜
体验能够改善我们的认知储备，这
与我们经历各种令人紧张的事情
所带来的体验完全相反，这种情况
会削弱我们的神经元网络”。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团队认
为，创造力和神经元突触的增加与
适应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科学家让有过在外国居住体

验的人参与不同的测试，以评估他
们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和适应过程。

结果明确地显示，那些有过连
续的多文化生活体验的人也是最
有创造力的人。研究指出，“对各
种文化的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途径，在异国氛围中产生的那些体
验都可以通过这种学习提升人的
创造力”。

曼萨诺表示，“沉浸在不同文
化中所产生的丰富效果，比如令人
兴奋、刺激的经历或掌握一门外语
都有助于增加人的认识储备”。这
种神经元可塑性的显著提升还有
助于对抗衰老。

但好处绝不仅仅如此。芬兰
老年病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发
现，更多投身于各种文化活动当中
的人，或者经常出去看世界的人都
有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以及明
显的被接纳感和更低的死亡率。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研究员卡特
娅·平内宁指出，“社会活动能保持
身体的活动性，减少早亡的风险，
因为这样的活动有利于身体得到
锻炼”。

但是，人们在开始一段旅行
时，初衷并非是从神经上寻求得到
益处或是为了延长寿命。迁徙是
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能够帮助人
们得到渴望得到的东西：经历打破
日常生活的全新冒险和满足各种
期待。这是提高幸福感的一次良
好机会。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
表明，相比一生当中所能享受到的
物质商品，生活阅历能够提供给一
个人更多的幸福感。刊登在《人的
性格和社会心理杂志》上的这一研
究结果强调，人在旅行、度假或体
验各种新鲜事物时获得的满足感
非常高。相反，得到一件新东西比
如汽车或一栋房子时产生的那种
最初的愉悦感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适应——幸福感的最大敌人
上述研究的主要作者、心理学

教授托马斯·吉洛维奇称，“一开始
时购物能够带给我们幸福感，但很
快我们就会适应这种感受，于是享
受感就会逐渐淡去”。他还认为，

“适应是幸福感的敌人，一些重要
的体验都经不住这一心理过程的
考验”。

研究人员认为，人能适应大多
数事物，每个人在特殊时刻产生
的阅历都很难与其他人进行对
比。吉洛维奇指出，“如果你买了
一台电视，发现另一个人买的比
你的更好，你就会感到很沮丧。
但是如果换成你去度假，发现另
一个人也去了相同的地方，而且
他的经历比你的还要棒，你可能
会觉得非常不爽，但不会是那种
沮丧感，因为你也有自己对这段
经历的回忆，属于你个人与这个
地方之间专属的联系。所以说，
阅历是没有可比性的”。人从阅
历中获得幸福感比占有感更加持
久。阅历赠与人的愉悦感不是昙
花一现，而是更加牢固。

经历比拥有更加重要
因此，人的阅历是通向更加真

实的满足感的最有效，也是最基本
的一条道路。香港理工大学的一
项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在一段旅行
中发生过各种有趣的事情，人在经
历这些事情时感官高度集中，那么
就会产生包括幸福感在内的不可
计数的益处。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
旅游是如何改变人的生活，以及人
对家庭、工作、朋友和亲人的认
识。研究人员建立了700多人的受
访对象，其中半数的人都曾有过离
开中国内地的经历，而另一半则没
有。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惊讶。

那些有过旅行体验的人感觉
更加积极向上，对生活的态度和预
期都有所改善。此外，这也是两性
共有的幸福感。

此外，结果还显示，旅行的人
在拿主意时更加果断，拥有更强的

社会生存本领，更加具有活力。西
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教授何
塞·曼努埃尔·卡斯塔尼奥认为，

“旅行家的生活态度是可以改变
的，诸如对待生活方式、语言和文
化的态度等”。他认为，通过旅行
积累的阅历，以及对各种不同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还能提高人
的其他技能，比如对其他文化的
认识，有助于提升自信感、安全
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成长为有责
任感的消费者。

但是要想开始一段旅程，或
者享受到旅行带来的好处，必须
有动机，不论这个动机是什么。
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纯粹是为了
高兴，另一些人可能是为了工作，
还有些人是为了在旅行中体会到
放松感。

在探讨旅行的动机时，社会
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理论。第一
种解释是，旅行是受到某种特定
环境的推动，比如对日常生活的
厌倦感、气候和情绪等。这种情
况下产生的旅行是为了重建一种
平衡感。卡斯塔尼奥称，“以此为
动机的旅行是为了用陌生的东西
替代已经熟悉的东西”。

第二种理论认为，旅行是一
种在内在环境当中找不到的外部
推动力，能够帮助人达成某种目
标。对此，卡斯塔尼奥称，旅行者
的逃离行为是出于多重诱因，诱
因不同旅行的动机也更加复杂，
受到环境、心理、社会文化和经济
因素的影响。

不管是出去何种动机，也不
管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旅行都将
是一种解决方式。人类最初的迁
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资源，进而
获得更优越的生存条件和更多的
子孙后代。这也是今天人们通过
旅行寻找的东西。或许在不断了
解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也将找到
应对自身各种困境的不一样的方
法。

外媒称，旅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是有基因基础的行为。今
天，旅行能让人们增长见识，缓解紧张情绪，让人们感到更加快
乐。科学家还发现，旅行能增进神经连接，提升大脑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