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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肥胖效应 指熟识快餐电视广告
的青少年肥胖几率较高的现象，他们发胖的风
险比那些只知几个快餐品牌的同龄人最多高
一倍有余。

调查过程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希奇科
克医疗中心的奥登·麦克卢尔博士和詹姆斯·
萨金特教授带领研究人员调查了 3342 名 15
岁至 23岁美国青少年，询问他们的体重、社会
背景、饮食和看电视习惯、食用电视广告中零
食和快餐的频率。
广告肥胖效应研究人员向调查对象展示

20张从过去一年间播放的快餐电视广告中截
取的静态图片。图片经过电脑处理，移除了品
牌标识，譬如肯德基的“KFC”和麦当劳的黄色
“M”。研究人员询问志愿者是否记得看过这样
一个广告，是否喜欢广告内容，能否说出餐馆
名称，随后根据辨识度高低给志愿者打分。研
究人员还向志愿者展示了 20个类似的酒精饮
料广告。

调查结果

广告肥胖效应调查对象中，15.7%超重，
13.6%在医学上属于肥胖人群，身高体重指数
（BMI）达到 30乃至更高。

在肥胖调查对象中，17%认出诸多广告，得
分较高；8.3%认识屈指可数的广告，得分较低。
研究人员发现，认出更多快餐品牌广告的

调查对象，肥胖风险是那些只认出少数几个广
告的青少年的两倍多。辨识度得分每增加一
分，调查对象肥胖风险增加 3%。
青少年接触到诸多快餐店广告，主要途径是

电视。这项研究把青少年肥胖与对广告的熟悉程
度联系起来，显示了解和接受快餐电视广告的青
少年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来源：互动百科）

一周热词

近日，知音传媒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正处
于初审之中的消息引发了众多的争议。
《知音》杂志堪称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期刊之一。1985

年，湖北省妇联以 3万元启动资金发起成立了《知音》杂志
社。27年后，如今的知音传媒集团旗下拥有《知音》、《打
工》、《好日子》、《知音漫客》等 9种期刊；而据公开资料显
示，知音集团的刊报月发行总量已经达到 1000余万册，其
中品牌杂志《知音》月发行量 600 余万册，《知音漫客》的月
发行量也达到 520万册。

这样一本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杂志，在上市前夕
却受到各方的质疑。例如著名作家毕淑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就直陈，《知音》缺乏道德底线。《知音》曾数次因侵害
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毕淑敏就是其中一位，
因此，当听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消息后，毕淑敏的第一
反应是：“这家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
市呢？”

据称，新近面世的 2012年第 13期《知音》依然坚持多
年来的“知音体”，面目丝毫不改。一位期刊媒体人甚至发帖
呼吁：抵制知音的上市，像千千万万爱护动物的环保人士抵
制归真堂上市一样……如果公司上市真的可以让公众参与
投票，我们赞成还是反对呢？而更难以预料的是，《知音》庞
大的读者群会站在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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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博物馆在土耳其开馆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世纪文景公司获悉，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于 2009 年出版
的爱情小说《纯真博物馆》（2010年出版中文版）
中所记载的真实博物馆———纯真博物馆于 4月
2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正式开放。
《纯真博物馆》是帕慕克得到 2006年诺贝

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富家子
凯末尔的视角记述追求远房表妹芙颂的过程。
当芙颂最终远去时，无法忍耐的思念让凯末尔
开始收集起爱人的一切，也勾连起整个伊斯坦
布尔的往昔。这些便成为纯真博物馆的馆藏，
这既是小说中的故事，现在又成为伊斯坦布尔
的现实。

据介绍，纯真博物馆的馆址正是书中所述
“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也即书
中女主人公芙颂家住址。

按照作品中的指示，进入纯真博物馆的门
票就在书中，持书有一次免费进馆参观的机
会；而馆内的工作人员，是否如书中所示“必
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
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
的———领带”，就留待参观者自己去发现和品
味吧。 （林广）

滦州古城五一开街迎游人

本报讯五一节期间，位于河北的滦州古城
人流如潮。民俗文化一条街、庙会文化一条街、小
吃烧烤一条街盛大开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30万人观光游览。
滦州古城建筑特色以明清仿古建筑为基调，

从大街小巷的酒肆茶楼到沿街的客栈商铺，均是
青砖灰瓦、斗拱彩绘。这里还建有雕梁画栋的古
典四合院、大牌楼、古城门、万佛塔、寺庙等。来到
北方的滦州古城犹如置身江南的水乡小镇，溪水
环城，红花绿柳，别有一番情趣。

开街仪式上，文艺活动异彩纷呈，中华太极
剑表演、吴桥杂技、青龙河花灯展、激情篝火晚
会、腰鼓、冀东大秧歌、评剧、皮影等令人目不暇
接。大型民族歌舞“柴册大典”也首次向公众演
出。 （刘风林）

农村居民点用地评价专著出版

本报讯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同 2000 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减少 1.33亿。人口的减少并
没有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从 1997 年到
2008 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基本保持不变甚
至略有增加。
在贯彻执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过程中，

人们发现建设用地的真正潜力和挖掘空间在农
村居民点用地。这样的潜力要变成现实，需要进
行评价、监测、动态管理等，需要先进科学技术的
支持。

在上述背景下，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郑新奇等撰写的《农村居民点集约用地：调查、评
价、模式、管理》一书，日前由中国大地出版社出
版发行。

该书初步构建了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
利用评价技术体系，详细介绍了农村居民点集约
用地调查技术、评价技术、模式优化与调控技术、
管理技术等，搭建了适用于我国快速城市化、工
业化发展阶段农村居民点集约用地评价技术体
系，可为《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实施提供技术
支持，为国土资源动态监管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王卉）

《周克希译文集》
重温法国文学经典

本报讯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周克
希结集出版了《周克希译文集》，让读者重温如此
众多精致、优美的法国文学经典的同时，也让我
们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
著名翻译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克希译文
集》第一辑包括《包法利夫人》、《侠盗亚森·罗
平》、《不朽者》、《古老的法兰西》四部小说，年
内还将陆续推出周克希译作《小王子》、《基督
山伯爵》、《三剑客》、《王家大道》、《格勒尼埃
中短篇集》、《幽灵的生活》、《追寻逝去的时
光》中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第二卷《在少
女花影下》、第五卷《女囚》以及随笔集《译边
草》等。
本是从事数学教学事业的周克希，却有着对

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周克希译文集》的出版让
我们得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全面回顾周克希的
翻译人生，正如周克希所说：“这次出版的《周克
希译文集》是一个句号，当然，并不是说句号之后
没有内容，但我希望先把这个句号画得尽可能圆
一些。” （贡晓丽）

科 学 普 及 出 版 社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卓越科学家的工作与创新方法系列研究”丛书

文化论坛

姻田方
目前，中国半数 5A 级景区门票达到

100 元，黄山门票 10年来由 80元涨至 230
元，翻了近 3 倍。山东曲阜称，自己与同类
景区相比收费较低，仅收 150 元，不涨票价
就丢身价。据悉，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
年收入 1.5 亿元左右，全部上缴了地方财
政，但景区维护成本从未公开。
“一家三口出游，一张景区通票动辄一

两百元，相当于大多数人两天的工资，再加
上餐饮、交通费的支出，低收入人群还真是
玩不起。”某旅行社负责人如是说。对于景
点门票涨价，虽然社会各界几乎是一致的
反对、质疑之声，但却丝毫不影响旅游景区
比赛似的涨价“冲动”。据报道，伴随着新一
轮旅游旺季和国家发改委的旅游景区票价
3年一调整的第二个“三年解禁”期的到来，
全国部分景区门票已开始上调。未来数月
内，全国将有超过 20 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
涨幅从 20%到 100%不等。还有的景区明里
不涨价，却通过剥离门票中的交通费或提

高索道费变相涨价。除了知名景区外，一些
和市民生活相关的城市公园也进入此轮门
票涨价的行列。
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

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经济学对价格波动
的经典解读。然而，让一些游客颇为恼火的
是，很多景区门票上涨了，但服务设施却总
是跟不上，一些景区的配套设施非常落后，
有的地方甚至连卫生间都很难找到。
据了解，景区运营维护成本上升、旅游

产品结构单一、景区之间攀比涨价等是景
区门票涨价的主要原因。同时，国内许多景
区被外包，门票的经济收益被政府最大化。
还有一些景区看到同级或次一级景区上调
门票价格，就出现了“比较涨价”心理，也随
之跟风申请涨价。
“门票高价不仅是提高收益，对外也是

一种形象和面子，尤其是在同等级旅游景
区中，一个景区调价换来整体的蠢蠢欲
动。”某景区负责人如是说。
浮躁的年代，啥都能“疯狂”。一到旅游

旺季，旅游景区的涨价风声四起已成全国

的共性问题。加上部分地方政府有着“不涨
票价就丢身价”和“外地人的钱不赚白不
赚”的短视心理，众多旅游消费者不由感
叹：秀美河山已成了“玩不起的风景”。某门
户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门票支出已
经严重影响旅游热情的网友高达 89.2%，大
家纷纷抱怨中国景区门票“太贵了”。

有专家提出：“必须反对不顾中国游客
的消费能力和可接受程度，以经济利益为
目标，无限制提高门票价格的倾向。”
其实，无论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

衡量，还是从人民群众对旅游事业的要求
着眼，深化旅游价格改革都势在必行。因为
有的地方政府受财政收入的压力，错误地
把景区当做收入的“摇钱树”，这是很不可
取的一种做法。
盲目涨价的结果会导致游客因价格原

因放弃景点，旅行社也会取消路线，得不偿
失。市场规律并不意味着随意涨价，只有政
府把景区的成本、收支透明化，通过听证会
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审查，才能真正发挥
市场作用。

景区不涨价就丢身价吗

本报讯（记者麻晓东）日前，在杭州天
目山路北侧沿山河畔，举行了“道古桥”复
名立碑仪式。

该桥桥名由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元题写，碑文则记载了道古桥的历
史。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孝威、浙江大学教
授林正炎及当地有关领导参加了当天的
立碑仪式。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是道古
桥复名立碑的发起人，据他介绍，道古桥
建于 770 年前，由南宋大数学家、闻名中
外的中国剩余定理发现者秦九韶亲自设
计。原桥址及河段已在新千年填拆，仅留
道古桥公交车站，新桥建于 2005 年，两桥
相距不足百米。

蔡天新在道古桥老桥附近居住了 19
年，2005年，在道古桥原址约百米处的新

桥建成后，蔡天新经过实地勘察，发现新
桥两岸垂柳披挂，风景优美，且闹中取静，
但一直尚未命名，因此他突发联想，建议
将其命名为道古桥。

蔡天新说，秦九韶潜心研究数学，于
1247 年完成名著《数书九章》，由于他在
天文历法方面的丰富知识和成就，曾受
宋理宗赵昀召见。他在皇帝面前阐述自
己的见解，并呈奏稿和《数书九章》。可以
说，他是第一个受皇帝接见的中国数学
家。

但是，现在大多数数学工作者都已不
知道“道古”即是秦九韶的字。蔡天新表
示，此次为道古桥重新命名立碑，必将为
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处不可多
得的人文景观，也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热
爱数学和科学。

西湖新添“道古桥”景观

道古桥 蔡天新摄

姻本报记者李芸
因爱好而拿起相机

陈晓东与摄影结下缘分有 40多年了。初中
时，随父母调动的他跟着县城四合院里的邻居
学习显影、定影、上光，后来还自制印相机、放大
机。

1972年，18岁的陈晓东入伍当兵，对摄影
的热爱让他连续攒了近一年每月 6元的津贴，
以 60元获得了他平生第一台相机———一台二
手上海牌 202型折叠相机。
这台相机伴随陈晓东多年，那时他相机不

离手，军事、风光、民俗，见什么拍什么。每有老
兵退伍，陈晓东的一个保留节目是送一张由他
拍摄和洗印的纪念照。
后来无论是从事刑事技术还是转行干装备

研究，陈晓东对摄影的爱好从未丢弃。
把鸟儿当做摄影主题源于一个报道。2006

年，一篇题为《有人在天鹅迁徙的路径上投放毒
药，毒死、毒伤很多美好生灵》的报道，让陈晓东
既难过又愤慨，随即打点行装赶去现场一看究
竟。

“那时据说在南方等地一只天鹅可卖到近
万元。为了保持天鹅的完整性，一些不法分子在
天鹅经常光顾的黄河滩地上撒放了一种叫‘呋
喃丹’的烈性农药，天鹅一旦误食，气管会迅速
痉挛、膨胀并窒息。”陈晓东说。

当陈晓东来到黄河边，第一
次在动物园以外看到天鹅的他，
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宽阔的水
面上，一群群洁白的天鹅在悠闲
地游荡，就像朵朵白絮在水面上
随风漂流。他们不停地鸣叫着，
像是在谈情说爱，又似乎在嬉笑
逗乐……
天鹅的温馨与美好感染着陈

晓东，他举起手中的相机将这些
感人的瞬间定格成永恒，他想：我
要用拍照记录的方法，来展现鸟
儿的美好和大自然的魅力。

折翼的天使

2010 年有一组名为《小燕子
生死恋》的摄影报道让无数读者

感慨“问世间情为何物”。那组 6张照片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她绕着公路低空盘旋时，
撞在一辆车上。她受伤了，情况非常危急。他
为她带来了食物，试图给她爱的慰藉。他再一
次为她出去觅食，归来时却发现她已经死去。
他试图挪动她———一丝徒劳无功的努力。当
他发现心上人再也不能回到他身边时，他悲愤
地仰天长泣……
这样的故事，陈晓东也同样遇到过。在天津

与河北交界的一个养殖区，他偶然看到了一只
受伤的白腰杓鹬，它总是飞不多远就要停落一
次。原来它的一条腿受伤了，颜色已经变黑。陈
晓东发现它的周围总有一个同伴形影不离，时
而带着伤者飞行，时而替它观察周围的情况并
替它捕食。
陈晓东说：“这种不离不弃、相伴左右的情

感令人心生敬意！”
而这种“天使折翼”的不幸却不少是因为人

类的贪欲和无知导致的。一次拍摄中，飞入陈晓
东镜头的竟是一只带着铁夹子的天鹅，“显而易
见，那只天鹅是被夹子夹住后奋力挣脱出来的，
虽暂时逃过一劫，今后的命运却难以预测”。
陈晓东的作品中还有一张白鹭站在垃圾堆

上的照片。这是在一个知名的旅游城市市郊，由
于人们随意丢弃各种生活和建筑垃圾，青翠的
草坪成了一个垃圾堆。“原本喜爱洁净的白鹭只
好站在垃圾堆里。如果它吃了有害或有毒的食
物怎么办？如果它的落脚点都被人们丢弃的垃
圾污染了怎么办？”

于是，陈晓东的照片里除了蓝天白云碧海
波涛鸟儿飞翔的美好，还加上了这些悲伤和苦
痛。
“让这些不美好的画面敦促我们去追求美

好。”陈晓东说。

拍鸟有道

陈晓东是一名军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是军人神圣的使命，在陈晓东看来，保护
鸟类和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同样是自己的一份
责任。
拍下这些美与痛的画面，更要让其广为人

知。今年 1月，陈晓东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天
鹅之痛：中国野生鸟类行摄手记》一书，该书汇
集了近 6年来陈晓东拍摄的近百种鸟类。

今年，陈晓东利用业余时间走进上海大学、
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理工艺术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等 5所大学，为学生们讲述“保护
鸟类，从我做起”；他还走进国家地理大讲堂与
摄影爱好者探讨拍摄鸟类的原则和规范。

当记者说到通过他的努力，一定会有更多
的人加入到观鸟、拍鸟的行列中来，陈晓东却笑
着摇摇头：“如果大家的爱鸟、护鸟认识没有提
高的话，我并不想太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
中。”
“大队人马涌入鸟儿的栖息地，势必会影响

它们的活动。在观鸟区我经常看到有人不注意
环境，留下矿泉水瓶、餐巾纸、食品包装等生活
垃圾。更有一些拍鸟的人不讲道德，有的为了拍
群鸟起飞的场面，不惜放炮仗惊吓鸟儿。”
“我也追求完美，但拍鸟不能一味地追求照

片的艺术性。”陈晓东说。
“拍鸟时不惊鸟、不扰鸟、不影响它的生存

环境，应是拍鸟人都必须遵循的准则。”

为了天空中仍有翅膀掠过的声音

美，总能唤起人的责任感，催生人的保护欲。而把美好东西的毁灭展示于人，这样的悲剧更能释放巨大的力量。
武警某部原总工程师陈晓东拍摄中国野生鸟类时，其照片类型大致包括这两类———美与痛：有鸟儿展翅飞翔的自

由、尽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有鸟儿带着夹子艰难飞行的苦楚、因被网而丧命的悲痛。通过这种真实的美与痛，陈晓东说，
他希望能为呼吁保护鸟类、保护环境尽到一点绵薄之力。

天鹅的迁徙 陈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