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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蝉，多数人想到的就是夏季的知了。中
国历代诗人看到蝉每每风餐露宿、不沾荤腥，就
把它当做“高洁”的象征，屡屡写进诗文：“露重飞
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在狱咏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
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其中，骆宾王《在狱咏蝉》赞颂的是高洁的人
格，因而被人们传诵了一千多年；而辛弃疾的名
句则描述了农耕时代的典型田园风光。这是蝉在
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意蕴。但是，从生物分类角度
看，在一些古籍和许多人的意识中，“蝉”或者“知
了”专属于体大声洪的黑蚱蝉，其他的“蝉类”则
大多另有其名。

例如，我们身边就还有很多蝉的“近亲”和
“远亲”———同属于“同翅目”的昆虫。尤其是那些
体型“娇小”甚至“微小”者，不仔细观察，还真的
很不容易将它们“认祖归宗”。

好在现在我们有了照相机，尤其是数字相机
具有的强大微距功能，可以帮助我们从细微处辨
别这类昆虫用肉眼不易直接观察的特征。

一、拍摄前的观察
例如，叶蝉是一种生活在杂草中的草绿色的

小虫，比常见的苍蝇、蚊子还要小，一般只有两三
毫米长，看上去酷似一粒绿色草籽。由于体型微
小，一般人很难认同它与蝉是“近亲”。但如果我
们在微距镜头下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除了通
身草绿且不透明的颜色以外，活脱脱就是一个知
了的“微缩版”。

虽然它的体型、相貌乍一看和普通蝉差别很
大，但是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其“蝉”的特征还是
很明显的：宽大的前额，大而亮的复眼，向后的针
刺式的口器，两根刚毛状的触角，还有像山魈一
样的面部条纹———当然，它不是彩色的。根据这
些，我们很容易将其“认祖归宗”。不过，这种小虫
可不是完全吃素的，偶尔也会落在人的腿或胳膊
上叮两口。

再如，一种貌似美丽蛾子的昆虫，常常栖息
在椿树上，它的若虫在不同的成长期，除了体型
由小变大以外，身体的颜色也在不断发生着变
化。在它没有生出翅膀之前，身体经历了从黑底
白点，到红底白点，最后在翅膀长出后，就完成了
一个外貌酷似蛾子的“演变”。它的翅膀很像薄薄
地涂了一层蜡的丝绸制品，上面散布着美丽的黑
色斑点，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似蜡的质感。单看斑
衣蜡蝉的翅膀和飞行姿态，它与其他的普通蝉实

在相差太多。然而仔细观察其体貌形态特点，尤
其是它头部的眼睛、触角和它那向后的刺吸式口
器，一副“蝉相”就暴露无遗了！

二、拍摄要点
1.叶蝉的拍摄
由于叶蝉个头极小，且十分好动，所以既不

容易发现，也较难给拍摄者支好三脚架静心拍摄

的时间，所以建议：
（1）选择快门优先的曝光模式。
（2）设置较高的快门速度。
（3）设置微距功能。为了将图像拍摄得大一

些，必须设置微距模式拍摄，如果使用“数字单反
相机 +微距镜头”，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4）尽可能拍摄 11的图像。因为这种昆虫

微小，若要事后仔细研究其细节，把图像拍大一
些十分必要。
（5）如果使用微距闪光灯拍摄，必须缩小光

圈。建议设置光圈 F5.6～F8。
2.斑衣蜡蝉的拍摄
（1）保持适当距离。
对于斑衣蜡蝉的成虫，使用长焦距镜头将其

拉近拍摄更好一些，因为它们不仅体型较大，而
且似乎比较“害羞”，镜头稍一靠近，它就会躲到
树干后面或者树叶的背面。距离远一些，是为了
让它们有一种安全感，保持自然状态。
（2）设置微距，缩小光圈。
斑衣蜡蝉的若虫体型较小，所以应该设置数

码相机的近摄功能。如果使用单反相机，最好使
用微距镜头拍摄。适当缩小光圈，是为了把它的
整体拍摄清楚。
（3）充分利用三脚架。
相对而言，斑衣蜡蝉不甚活跃，利用三脚架

固定相机，可以更好地观察和构图，以便寻找更
好的角度和画面。

拍摄斑衣蜡蝉时，也同拍摄其他昆虫一样，
要注意缓慢接近，注意其活动规律和特点。如果
能够寻找到不同龄的若虫和成虫“几代同堂”的
精彩画面，无疑也会使拍摄者增加几分成就感。

斑衣蜡蝉若虫

数字摄影

微距观蝉
姻李秋弟

2000 多平方米的展
厅，3个系列、近 50幅作品，
近日，《至上———苏上舟当
代艺术展》在厦门美术馆顺
利完成了 18天的展览。中
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
这是当代艺术进入公共视
野的良好范例。

这次展览展出的是苏
上舟近年来创作的作品，
包括用撕成条带状的宣纸
创造的“至上”系列、用蝴
蝶翅膀创作的“重生之缘”
系列和大大小小的圆点
“融汇”而成的“神的国度”
系列。因使用材料的不同，
这 3个系列又分别被称为
纸系列、蝴蝶系列、星空系
列。

在纸系列中，层层叠
叠的纸张形成平面化的整
体，但通过撕过的纸的边
缘，使纸的物质性转化为
形式语言，在平面性中以
材料的肌理凸显暗示的空
间。那些纸的纹理和节奏
如同大自然的水波、云气，天然生成而吐纳气息，
以抽象的形态引发观赏的多解，让人超越纸的物
质存在，感受生命的本质存在。
“蝴蝶”系列用了大量美丽的蝴蝶，拼贴成万

花筒般绚丽的图案。这些图案看上去经过理性的
设计，但由于将作品的尺寸放大到足以产生弥漫
感的程度，这就在视觉上构建起一个超现实的世
界，使蝴蝶羽毛的鲜亮色彩产生让人迷幻的效
果，吉光片羽变成炫目世界。
“星空”系列中苏上舟再次拿起画笔，画了无

数个大小不同的圆点，真如天空中的星星。
范迪安对这次艺术展的总体评价是，苏上舟

运用了不同媒介和材料，目的既是为了呈现“物”的
自然属性，同时也为了表达“物”与“形”之上的观
念，使媒介和材料显现出新的美感和特定的文化意
涵。

艺术展开幕式当天还进行了研讨会。中国当
代艺术家肖雄认为纸系列比较有意味，重新确立
了宣纸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策展人杨卫也认为，
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同
时纸又是很脆弱的，是一个寓意非常丰富的媒
介。把纸变成艺术的一个媒介，形式丰富而且语
言国际化，兼有很深的中国文化背景。

苏上舟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小镇上，与一些
已经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的泉州籍艺术家一样，泉
州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宗教之风炽盛的古城
使苏上舟的创作纷繁，他既对水彩、书法、刺绣、
漆器和瓷器等中国传统技艺着迷，同时也研习过
油画、雕刻等西方艺术。早在 2004年，苏上舟在
泉州举办了名为《荷殇》的个展，2008 年，他先是
推出了摄影作品———金鱼城市，拍摄金鱼在冷库
中逐渐冻死的“冷酷画面”；随后他在《中国病人》
联展中推出了“千人一面”的《集体照系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上舟再次颠覆创作手
法，他“悬置了笔墨”，用中国传统的宣纸撕成条
带状创作《至上》系列，这种以烦琐甚至原始的手
工劳作和极简的图式来呈现他的美学理念，既返
归艺术的纯粹和本真，又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
创作中，获得美术评论界一致好评。他获得法国
国家 Taylor艺术基金会颁发的“2009年沙龙杰
出艺术家奖”，并于 2011年在新加坡和欧洲成功
举办了两次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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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战地 不胜则死
姻韩连庆

光影赏识

学人雅趣

“我打球就是出于喜欢，自己到处找场地、约
球友。如果一定要用坚持下去的态度来运动，对
于我，倒变成了一种负担。”运动是人的天性，抱
有目的的咬牙坚持会丧失运动的乐趣，北京大学
医学部教授刘国庆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也保持
着有空就运动打球的习惯。

体育是一种文化

曾在瑞典、美国、加拿大求学多年的刘国庆，
现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自认为并不是人
们心目当中的成功人士。但这并不妨碍很多高校
邀请其作讲座传授成功之道，刘国庆总是自谦地
告诉大家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成长中必须要
有的 VIPS：眼光（vision）、智慧（intelligence）、恒心
（persistence）及强壮的身体（strength）。
“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刘国庆常挂在嘴边的

话，也是他在研究组里倡导的“四化”（科学文化、
外语文化、金钱文化和体育文化）之一的体育文
化。“把科研做好，外语学好，身体锻炼好，还要会
赚钱，这样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体育是一种文化，已经存在我们人类的血脉

中几十万年了。我们的祖先在奔跑中狩猎、在奔
跑中迁徙、在奔跑中生养，人类生来就是要动的。
但是近七八十年来人类主动运动的越来越少。
刘国庆认为：“这就是现在人类代谢病这么

多的原因，受到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
问题困扰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几十万年以来形
成的生活方式突然改变。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基
因组，适应的是如何面对饥荒和高强度的运
动，但现在人们开始坐办公室、开车，不再靠运
动去生存，而人类的节俭型基因组还没有能调
整过来，以为随时有饥荒威胁，因此当身体开
始蓄积脂肪，且不知道如何处理过多的糖分和
胆固醇时，就造成了肥胖、糖尿病以及可怕的
冠心病。”
其实就在几十年前，国内的交通还远不像现

在这么发达，坐办公室的工作也很少，人们出趟
门就得走路或者骑车。那时候人们的身体素质还
是很好的。刘国庆说，现在人们的运动量很难再
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了。

半路起步的网球

与少年时期就习练乒乓球不同，上世纪 90
年代，刘国庆在温哥华作研究时才开始接触网
球。
“乒乓球在国内随便都能遇到很多会打的

人，技术都很高，但在国外就少了。”虽然打球的
人少，喜爱乒乓球运动的刘国庆也没有放弃这项
爱好，还很热心地组织温哥华当地的乒乓球赛，
以至于朋友们都笑称他是为了自己赢才这么积
极筹备……
一次偶然的机会，乒乓球比赛中来了个网球

爱好者，扬长避短地向刘国庆挑战网球。几轮较
量下来，刘国庆当然输得很惨。“当时我完全意识
到自己之所以会这样一败涂地，是因为自己根本
对网球没有任何了解。事实上，在我当时借的英
文网球书中，连Wimbledon（温布尔顿）都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出于对运动的天然敏感，刘国庆开
始了网球技术的练习与研究。

之所以称为研究，是因为他在开始打球时，
把所在大学图书馆中几十本关于网球的书以及
几十盘网球比赛和训练的录像带全部借来，对网
球进行了透彻地了解。
“不过后来发现，书上介绍的都是最好的技术

和国际球星，而自己完全没有掌握基本技术。于是
我就去找网球训练班，从最基础的学起，然后是高
级班，后来参加大学以及当地社区的网球比赛，居
然还获得过新手级别和低段位的冠亚军。”
后来，那位网球爱好者经常约刘国庆打网

球，“可能他觉得我进步很快，但是每次又都能赢
我，他感觉有意思，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找我打。直
到一年多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赢我了，我们才
不怎么一起打球了”。现在刘国庆网球虽然打得
少了，但是当时整理的笔记已经集结成了一本书
稿———《网球技战术：网球爱好者快速提高指南》
也很快就要出版。
乒乓球素有“桌上网球”的称号，两者在技术

上有共通之处。刘国庆把这种共通发扬到了其他

各类运动当中，羽毛球、高尔夫、射击、射箭、飞
镖，在他看来，这类需要大脑、肌肉、呼吸及全身
的协调的运动是一通百通的。在他的办公室里，
挂着的飞镖盘上插着几支紧逼靶心的飞镖，这就
是刘国庆工作间隙的练手道具。

业余中的专业选手

2001年刚回国的时候，找不到打网球的人，
刘国庆只好“重操旧业”，继续参加乒乓球的各类
比赛。适宜的环境和强劲的对手令刘国庆如鱼得
水般地沉浸在乒乓球运动带来的快乐里。

不久之后，前世界冠军梁戈亮来到北京大
学医学部担任乒乓球专业教练，刘国庆可不会
错过这个请教的好机会。在梁戈亮的指导下，
他从直拍改为横拍，反胶换成长胶，水平一下
提高不少。教练称赞他“功力至少长了 50%”。
果然，在半年后的北大医学部教职工比赛中，
刘国庆就拿到了第一个男单冠军。

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工作开展不了，空闲
的时间多了，刘国庆又按捺不住运动的心思，在
网上找到几位网球爱好者，举办了乒羽网小球三
项比赛。“中国以前专业打网球的人很少，大多是
从羽毛球或其他球类运动转行的，所以会打网球
的人一般也会打羽毛球和乒乓球。”40多个人几
轮比赛下来，刘国庆以乒乓球第一、羽毛球第四、
网球第一的成绩取得了总冠军。

因为打球，刘国庆名声在外，他去美国、澳大利
亚、日本和加拿大做学术交流，都会带着乒乓球拍
或网球拍，这些地方都有熟识的球友等他一较高
下。美国康州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每年来北大讲座
时，都会找刘国庆打网球。也因为打球，他结识了很
多在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位澳大利亚教授，
因为每次来北京都要和他一起打网球，结果创建了
合作项目，几年来竟发展成双方研究组的主要科研
方向，得到了中澳双方高度支持。
除了打球，刘国庆画的人物素描也惟妙惟

肖，一手漂亮的小篆能令人惊艳，与高手对决象
棋也能棋逢对手……他还经常准备好磁石五子
棋，在郊游的大巴里和学生们杀得难分难解。难
怪他说，20多年前他的硕士导师就曾“批评”他：
“爱好太多！”

“爱好太多”的医学教授
姻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去年有朋友去台湾，回来说台湾民众都在看
一部叫《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台湾朋友极力推
荐他们去看一看。第一天看的是电影的上部《太
阳旗》，第二天又去看下部《彩虹桥》。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一部电影。回家后赶
紧上网去查。电影的导演叫魏德圣，此前他执导
过《海角七号》。

魏德圣的经历跟贾樟柯有点相似。贾樟柯先
写出了《站台》的剧本，打算拍成一部展现 20世纪
80年代的史诗，先拍摄完成的反倒是《小武》。《小
武》获奖后有了名气有了投资，再来拍《站台》。

魏德圣也是先写出了《赛德克·巴莱》的剧
本，为了打名气找投资先拍摄完成了《海角七
号》。就是这部没有明星、全是台湾本土化元素的
《海角七号》，仅台湾的票房就超过四亿新台币，
成了台湾电影史上的传奇。
《海角七号》讲的是一个叫阿嘉的邮差在投

递一封写着日据时期旧址“海角七号”的信的过
程中，揭开了一段半个世纪前的跨国之恋，其间
还穿插着阿嘉联络当地乐手组成乐队参加海滩
演唱会的有趣故事。电影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
纷出场，很有台湾情调。

讲邮差和送信的电影并不新鲜。日本导演萨
布拍过《盗信情缘》，意大利拍过一部跟聂鲁达有
关的《邮差》，中国的何建军也拍过一部《邮差》。

讲乐队的故事也不新鲜，例如日本电影《娜娜》及
其续集。

看了《海角七号》，觉得魏德圣很懂电影。影片
最后，阿嘉终于找到收信人，连忙去送信，骑车穿
过旷野，阿嘉一出镜，接着入镜的是 60年前写信
的人提着行李离开台湾。演唱会开场，阿嘉面对落
日开始倒计时，随后是阿嘉站在大屏幕的落日前，
几个强有力的镜头剪辑，阿嘉开唱，整个段落动感
十足。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的音乐非常好听。
《海角七号》让魏德圣功成名就，获得 1.5亿

新台币奖励金，他全部用于拍摄《赛德克·巴莱》。
拍摄过程中投资不断追加，到处举债，总投资超
过 6.5亿新台币。他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就是个
典型的励志故事。
《赛德克·巴莱》在 2011年台湾金马奖的评选

中斩获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2012年 5月，影片在
大陆匆匆公映，口碑很好，各大媒体免费宣传，业界
内外极力推荐。第一周票房不足 500万元，到下线
为止不足 1500万元。有人分析票房不佳的原因有
两个：一是前后有好莱坞大片的夹击，分流票房；二
是这段时间国产片口碑不佳，殃及魏德圣。

我本想去影院贡献票房，后来听说公映的是
两个半小时的国际版本，不是原汁原味的 276分
钟，而且删除了一些血腥镜头，改了不少对白，我
只好放弃。魏德圣说国际版本更好理解，但我一

向偏执，既然有原版就一定要看原版。
魏德圣早年刚入行时也拍过三级片，感觉娱

乐圈就是第二个黑道。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遇到了台湾导演杨德昌，让他知道了什么叫不为
任何功利目的去拍电影。

杨德昌拍电影要掌控全局，一切按他的要求
来，非常严格，经常在片场骂人，对魏德圣尤甚。
魏德圣觉得委屈。后来听杨德昌对别人说，“小魏
将来是要做导演的！”这才释然。

台湾导演侯孝贤常说，“电影不是用讲的，电
影是讲不通的，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魏德圣
不是科班出身，曾经恶补经典名片，可看着看着
就睡着了。他做杨德昌的副导演，就是要完整地
跟一部电影，学到他要学的东西才离开。

杨德昌生前曾说，是我们几个搞台湾新电影
的人把台湾电影搞死了。魏德圣不像杨德昌、侯
孝贤这些前辈那样执著于个人化的电影风格。用
他的话来说，“好莱坞和小津（安二郎）于我没有
绝对的高下。”他更像是一个电影实用主义者，形
式为内容服务。

2003年，魏德圣曾自筹 250万新台币拍摄了
《赛德克·巴莱》的五分钟样片，试图筹集资金拍
摄这部史诗大片。当时吴宇森看后评价说，运镜
大气，不输好莱坞！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 1930年台湾原住

民赛德克人不满日本政府的残酷统治，多个部落
中的 300多人联合起义，在雾社运动会上杀死了
包括妇孺在内的 134名日本人，随即遭到日本军
队围剿，赛德克人牺牲 1234名，几遭灭族。其间
还穿插着赛德克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魏
德圣说，把这段历史拍出来“不是要刻意丑化日
本，也不是要吹捧台湾英雄，我没有指责谁对谁
错，我只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东西”。

我几乎带着朝圣般的心态看完了这部四个
半小时的电影，激烈处看得血脉贲张。电影中最
打动我的还不是赛德克的男人所推崇的“真正的
男人死在战场上”和“我不是在杀人，我在血祭祖
灵”，而是赛德克的女人们为了节省粮食，解除男
人们的后顾之忧而纷纷自缢。

鲁迅在 1903年用文言翻译过一篇文章《斯
巴达之魂》，文中描述的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三
百勇士对抗波斯数万大军的故事倒很像《赛德
克·巴莱》：“此大无畏，大无敌之劲军，于左海右
石，危不容足之峡间，与波斯军遇”，“呐喊格击，
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一履
战地，不胜则死”，“兵气萧森，鬼雄昼啸”。

一名武士得以生还，夜晚回到家中。他的妻
子说：你活着回来对我来说就是污辱，斯巴达的
武德式微了！你活着我就死！妻子自杀，后人为其
立碑，以彰其志。此为“斯巴达之魂”！

片名：《赛德克·巴莱》
导演:魏德圣
类型:剧情 / 历史 / 战争
制片国家 /地区:台湾
上映日期: 2012年 5月（中国大陆）
片长: 153分钟（中国大陆 /国际版）

刘国庆在
打乒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