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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技术助你“只吃不胖”

文化微议

西洋镜

随心所欲地享用美食，却又不用担心自己会
长胖，这是很多女孩的愿望。如今，借助虚拟现实技
术，这样的愿望或许会实现了。

日前，美国洛杉矶 Kokiri 实验室推出了一个
虚拟现实美食项目，利用虚拟现实头盔、芳香扩散
器、骨导传感器、回转器、内置传感器的酒杯和 3D
打印的食物等设备，就可以让人们尽情享用美食，
又不用担心热量问题。

在 Kokiri 实验室推出的这个项目中，人们戴
上虚拟现实头盔，就会将原本低热量的食物看作牛
排、寿司、馅饼等美食。同时，芳香扩散器散发相应
的气味，让人们感觉自己如同真的面对这些美食一
样。骨导传感器会紧贴人的脖子，模拟咀嚼行为，牙
齿咬合的感觉从口腔经由软组织和骨骼传至耳膜，
让你体会到进食的感觉。内置传感器的酒杯则能让
人感觉正在“开怀畅饮”。

但实际上，人们享用的只是由琼脂、魔芋果冻、
阿拉伯树胶等材料制成的低热量食物而已。寿司、
牛排等食物的外形相对简单，更容易模仿。相对来
说，不规则形状、碎成很多块、稀释的食品目前还比
较难模仿。Kokiri 实验室的创始人金苏·安介绍
说，这项技术的灵感来自一部老电影《铁钩船长》

中的情节，电影中彼得·潘用他的想象力看到了
空桌子上的“食物”。

金苏·安希望，虚拟现实技术能为人类饮食方
式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很遗憾，很长时间里，我
们的饮食方式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希望人们能够
意识到他们并不用循规蹈矩。”金苏·安，“但需要
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希望这个虚拟现实美食项目会
取代传统的饮食方式。它仅仅是一个选择而已。”

Kokiri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新概念的
进食方式可以提供给节食减肥人群和儿童，还可以
为进食障碍症患者提供帮助，甚至宇航员在太空时
也能借助它享用自
己喜爱的各种美食。

这项技术的相
关产品预计今年晚
些时候上市，目前入
门工具包已经开放
预订，工具包中有纸
质模型、香味盘以及
一 个 360° VR 视
频，价格约合人民币
400 元。

刘心武不满作品被擅自上网

因不满对方擅自将自己的作品放到网站上
传播、出售，近日，作家刘心武以侵犯著作权将
世纪超星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2.7 万余元。目前
法院已受理此案。

刘心武诉称，其系《果实累累》《刘心武代表
作》图书的作者，对该书享有合法著作权。2016
年，刘心武在世纪超星公司网站中发现有上述
作品，经查明，系超星公司未经自己许可，擅自
将上述作品电子化后上传至该网站并传播、出
售，以供读者下载、阅读，牟取利润。此案正在
审理中。

点评：尽管互联网上文学作品的侵权行为
近年来有些改进，但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无
论是名作家还是普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被擅
自使用以及被盗版时，都应该通过法律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包拯传奇》系列漫画在欧洲热卖

由中法合作的《包拯传奇》系列漫画，以中
国人熟悉的人物，讲欧洲人感兴趣的悬疑侦探
故事，至今已在欧洲累积销售了 10 万册。

外国人虽然不似华人对包拯熟悉，但在法
国编剧帕特里克·马蒂笔下，则是喜欢作诗、喜
欢美食，平易近人又充满正义和智慧的包青天，
被法国《费加罗报》形容为“中国版的艾略特·奈
斯”，类比成上世纪 20 至 30 年代铁面无私的美
国财政部探员。马蒂还说：“包青天不属于中国，
他属于全世界。”

中法艺术家合作，彼此都曾面临过磨合，负
责绘制漫画的大陆漫画家聂崇瑞，一次被要求
画一名丑陋的大胸女人，他画了一个细眼睛、塌
鼻梁、厚嘴唇的女性，但编剧马蒂收到后却觉得

“太性感了，一点都不丑”。最后硬是把这名大胸
女画成了斗鸡眼才够“丑”。又如包拯的形象，一
开始马蒂设计得平易近人，但漫画家和出版社
都觉得成了胖大叔而得以修正。

点评：没有因为包拯在中国家喻户晓就直
接使用，而将不同文化的内容改编成合适自己
文化的作品，显示出他们的包容和自信。

“污”文化成为精神污染

在网络上，“污”常用来描述容易引人遐想
的事或物。当下，“污”文化在网络上兴起，许多
明星在网络综艺节目上把“污”作为自己的标
签，开“污”成为“圈粉”手段。网络用语中，有关

“污”的词语也层出不穷。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问卷网对 2005 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
53.7%的受访者偶尔使用“污”的词语或语言，
9.6%的受访者经常使用。47.8%的受访者觉得身
边“污”的人挺多。84.9%的受访者觉得“污”文化
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

“污”文化在网上为何如此风行？53.7%的受
访者觉得是因为“污”文化本身能吸引人的兴
趣，50.6%的受访者认为人们在网络上的言行往
往更开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教授邱
建新认为，“污”文化的流行背后有经济利益存
在。一些人通过制造这些“污”的东西，夺人眼
球，成为网络红人，然后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开
始可能是普通的视觉污染，但慢慢地就会变成
一种精神污染。

点评：尽管网络流行文化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但对于低俗和糟粕的东西要坚决地摒弃，
毕竟网络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思想、价值观
念尚不成熟的青少年。

《我们诞生在中国》改变人们观影习惯

中国的电影票房，早已经以亿元开始起跳，
票房不过亿的片子，都不太敢在上映之后公布
自己的票房。然而这个暑期档，陆川导演的《我
们诞生在中国》的自然电影，票房 4000 万就已
经发出了庆祝海报，他们的口号很有意思：谢谢
你们看到我。

《我们诞生在中国》是迪士尼与尚世影业联
合出品，集结了顶级跨国制作团队历时 3 年完
成，选取了 3 个真实的国宝家庭———大熊猫丫
丫、金丝猴淘淘和雪豹达娃为主角，记录了它们
出生、成长的感人瞬间，影片中很多动物影像都
是首次被电影级的高清摄像机记录。

其实这类电影一直在国外有很高票房，例
如奥斯卡导演、曾执导《狼图腾》的让·雅克·阿
诺就以《熊的故事》等电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2005 年吕克·雅克执导的《帝企鹅日记》更是火
爆全球，凭 800 万美元的成本取得了十几倍的
票房收益。

像《我们诞生在中国》这类主演是动物的影
片，就算片方和导演为了影片的宣传，将其说成
是剧情片———称其与迪士尼大卖的《疯狂动物
城》《奇幻森林》为年度“动物三部曲”，但本质上
和让·雅克·阿诺等拍的纪录片并无太大分别。

点评：尽管中国观众将纪录片视为免费
宣传片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尝试还是需
要的，期待有更吸引人且精良的纪录片，也期
待国内观众渐渐习惯在影院看纪录片。

这个奥运，最鼓舞人心的是中国女排夺
冠，而最让人不甘心的恐怕要数宁泽涛的失
利。不过，宁泽涛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大批粉
丝的接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宁泽涛的成绩突然
下降？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贴吧里有人
说，“作为一个运动员，他的胜负欲太弱了”。
跟第一场决赛失利后痛哭的孙杨相比，我们
的确看不到宁泽涛眼神里的欲望。

名次固然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就竞技
体育而言，不看成绩，难道看脸吗？这代表了
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电影《4 等》是去年入围韩国百想艺术大
赏最佳电影的一部小成本作品，即便在韩国
国内，它的受众也很少。一方面这是一部运动
题材的电影，另一方面它实在不够“燃”，因为
它既没有英雄主义，也不励志，而是讲了一个
始终拿第四名的游泳男孩的故事。

在韩国，国民对成绩、名次的追逐丝毫
不亚于中国。从昔日泳坛天才朴泰桓被近
乎无情地抛弃，便可见一斑。

电影里的小主人公俊浩就成长在一个
“只要第一名”的家庭。

他深知自己有游泳天赋，而且比做任

何事情都喜欢。可他是发自真心的没有想
拿第一的欲望。所以，他就是母亲口中永
远的“4 等”。

他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会担心他
未来的人生？为什么母亲比自己还努力？为
什么母亲为了拿第一，不惜让自己忍受教练
的体罚？

而他最不能理解的是，得第一究竟是什
么感觉？

电影的副线是有关俊浩的新教练、一个
曾经的游泳天才的故事。他抽烟酗酒、贪吃
好赌，依仗自己的好成绩，休假后迟迟不归
队，最终因为不愿忍受教练的大棍，居然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泳池，就那样结束了自己的
选手生涯。

相较于成绩，教练也更爱自由，可他的
自由依然是有条件的，可以玩游戏、吃汤饭、
看漫画。为得到这些，所以他拼命游啊游。按
他的话说，那是种深入骨髓的迫切。

可是，俊浩却连这样的欲望也没有。他
唯一喜欢追逐的，是倒影在泳池里的一抹
光。他说，看到阳光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从宇
宙来的，汇聚了宇宙的力量形成了能量。

就因为他总集中不了注意力，所以成绩
无法提高。其间，他也因为教练的体罚一度
想要放弃游泳。可气急败坏的母亲始终都无
法理解孩子为什么要放弃。在她眼里，比起
被打，她更害怕得第四。

可最终，俊浩还是回到了泳池。他告诉
教练，他想要拿第一了。因为只有那样，他才
能继续他最喜欢的游泳。

影片的结尾很有深意。俊浩拿到了人生
中的第一个第一名，可他没有丝毫的兴奋之
情，他如平常一般从泳池出来，走到更衣室，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只是浅浅一笑。

他亲身体会了什么是第一名的感觉。也
许，因为受到名次的激励，或者说是一种妥
协，俊浩的斗志从此被唤醒。

但也许，他只是从容地走过，“第一留给
你，我有喜欢就够了”。

其实，两种人生，都可以有。

去年，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俄勒冈、爱达荷
三个州发生了森林火灾，共有将近 40 万公顷林
木被烧毁。其中，帕耶特国家森林公园是爱达荷
州的重灾区。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由于经历了
大火，美国西北部山林中羊肚菌的产量今年明显
提高，当地人们因此掀起了一股“采菌热”。

一些美国人根据地图上标出的火灾区域寻
找羊肚菌。连爱达荷州帕耶特国家森林公园发言
人布莱恩·哈里斯都坦言：“毫无疑问，这是寻找
羊肚菌的好时节。”在帕耶特国家森林公园，如果
游客采菌自己食用，则每天采集不超过约 19 升
的羊肚菌是无需经过批准的。但如果超出这个界
限，就必须向美国林业局申请一张商业许可证，
并缴纳 200 美元费用。

羊肚菌形状类似海绵，口感较好，在欧美一
些国家深受欢迎。因为其难以实现商业化种植，
售价也不菲。想要精确地找到羊肚菌的位置并不
容易。一些人利用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白
花延龄草充当“指路牌”，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花

的周围往往会有羊肚菌出现。
采摘羊肚菌需要远离公路，进入大森林。对于

想要采摘羊肚菌的游客，帕耶特国家森林公园提醒
要加快速度。“如果这块地方采摘客已经来过，那么
你就算翻遍这块地，也可能一无所获。”哈里斯说。

沉迷于采菌也给游客安全带来了隐患。有些人
一门心思寻找和采摘羊肚菌，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和
位置，在森林中迷路。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林业局提
醒游客，万万不可在森林里忘乎所以，导致自己成
为地方当局的“搜寻对象”。 （栏目主持：艾林）

美国西北部山林掀起“采菌热”

看电影

从 2012 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夫妇踏进故宫
宁寿宫花园的那一刻，人们才发现原来还有一座
这么美的园林深藏在故宫中。

作为故宫内廷四个禁苑之一，宁寿宫花园有
什么特别之处？作为第一位从园林角度对其进行
研究的学者，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学者、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教授王劲韬早在 2006 年时，有机会进入
大修前的宁寿宫花园，他告诉记者，宁寿宫花园是
绝版，是目前国内硕果仅存的乾隆鼎盛时期建造
的、原汁原味的、没有作过大改动的花园。

中国园林以相对封闭的形式，与西方相对开
放的园林有所区别，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王劲韬表
示，中国园林之美并不仅仅在于其物质空间，也不
在于山石、树木及亭台楼阁有多少价值或者多么
精致，而在于它传递出古人的人文精神和特有的
人居理想。

古建园林的绝版

《中国科学报》：请介绍一下宁寿宫花园。其价
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劲韬：宁寿宫花园也叫乾隆花园，自乾隆四
十二年完成至今，除慈禧晚年在此小住并稍作调
整外，数百年来完全保持了乾隆盛世造园时的所
有经典手法与特色。

建福宫与宁寿宫都建造于乾隆时代，两座花
园几乎一模一样，但建福宫在 1923 年溥仪离开故
宫前被人烧毁了。这样一来，宁寿宫花园成为现今
中国古建园林上的绝版。因此，它具备了在古典园
林和建筑史上的崇高地位。

园林辉煌时代和盛世联系紧密，乾隆时期的
园林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因此，简单地说宁寿
宫花园价值有三点：一是艺术价值，二是历史价值
和文物价值，三是高度成熟的造园技术。

比如在极为严格的宫殿空间里，创造出一种
有若自然、层次山林的风格。最典型的例子是，整
个园子没有一滴水，却通过假山等制造出曲水流
觞的意念想象，给人造成有山有水的环境。

《中国科学报》：你的最新著作《古园千秋：故
宫宁寿宫花园造园艺术与意象表现》是第一次对
这座“中国皇家第一庭院”作了造园历史考据和景
园意象表现。

王劲韬：很幸运，得到故宫专家的帮助，得
以走进这座花园，那时园中的许多建筑还未经
大修，古拙而沧桑，似乎更能体现这座内廷花园
的历史感。三年时间我们走遍宁寿宫花园每一处，
从头到尾细细品味花园一木一石。我本意是作花
园的历史研究，但花园景观构造细节的图像资料
极少，除了《清代内廷宫苑》，各类研究均重于文而
弱于图。因此后来我又根据写生和照片绘制了 200
幅水彩画，收录在书中。我想，以后很难有机会作
这么零距离的描绘和研究。

《中国科学报》：你在宁寿宫花园大修前进去
的，又见证了宁寿宫花园的修复，你最初看到的是
什么情形？

王劲韬：建国后故宫两
侧很多院落都关闭了，宁寿
宫花园是其中之一。半个多
世纪，多数花园以长野草为
主，无人清理，让它们自生自
灭，因此很多文物损坏严重。
不过，好在山石树木受到的
影响比较小。

像被称为中华瑰宝的倦
勤斋，是宁寿宫花园中最精
致的建筑，就一直被用作库
房，受到漏雨霉变虫蛀。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王劲韬：主要原因是工
匠人才的奇缺，伴随着的是
中国传统工艺的丧失和衰
退。建国初故宫有一支正宗
且比较强大的技术团队，都
是老工匠，一直从事古建筑
的修复、整理的工作，他们默
默无闻地在故宫里工作了几
十年。21 世纪后，随着他们
的去世，故宫面临大修时自
然就捉襟见肘。

另外，有限的文物保护
资金给了一些重建项目，如
建福宫。但那些长年需要小
修小补的反倒是资金有限。
以倦勤斋为例，修复它运用
了世界上最一流的修复技
术和高科技，花了很多钱，可如果早在它漏雨时
修缮了，就不用花这么大的力气了，还更原汁原
味。这是我们国家在文物保护上的一个悖论。

感悟园林之美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园林与当代人如
何建立关系？

王劲韬：今天很少有人会愿意花时间体会园
林带来的生活之美，事实上，园林体现的根本是优
雅的生活方式和豁达的人生心态。北宋名相富弼曾
说，园林就是情趣之物。

不要以为租个小房子就没有情趣，当你有文
人的精致、闲雅，可以把自己家变成一个只有 10 平
米的拙政园，或者半亩园、芥子园，方寸之间，只要
有情趣。陶渊明住在茅庐里，也可以把此看成一流
的文人花园，写了很多诗。

这是中国人的特质，不需要形式，只要有园
林心境，在一块不大的土地上，即使在混凝土中
也能造出园林。反之，造了一大堆的砖瓦，那也不
是中国园林。

《中国科学报》：那中国园林如何进入到当代
人居环境之中？

王劲韬：中国最好的别墅、一流的地产离不开

中国园林，如果离开了中国园林之养，中国拿不出
第一流的院子，如做得比较好的泰禾的院子、万科
第五园等。

一流的地产和一流的园林有一个共通性，传
承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古老的园
林，在当代起到的作用是楷模，但这种楷模并不
仅限于物质形态上，更像一首诗，虽不能指明一
个空间的真实情况，但一定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如果纯粹去追求物质上的相似，用过去的
材料去做月洞门之类，反而不能代表古典的文
人精神。

《中国科学报》：对普通大众来说，如何读懂中
国园林，或者说中国传统园林文化该如何普及？

王劲韬：园林的意境不应该是空洞的词汇，
也不是符号所能概括，而一系列的文化动因、文
化体系认知的结果，最终让大家读懂它，也能与
之交流，这是大众爱上园林的重要原因，否则园
林只是观光的地方，人们花上半小时，就能逛完
拙政园、网师园。

中国园林走向中国大众，一个很重要的必由之
路，让大众亲近文人的精神世界。不能单纯地谈论园
林的物质空间，而要真正理解中国园林蕴含的意境，
这样大众才能认可园林，从心里感悟到园林之好、之
美。这也是中国园林真正走向兴旺的那一天。

中国园林的地位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18 世纪以前世界
各国几乎都有自己的园林，各种不同风格的园林
形成了中国、西亚和古希腊三大体系，即东方园
林体系、西亚园林体系、西欧园林体系，对此你的
观点是什么？

王劲韬：我不认同世界园林三大体系的提
法，因为这缺乏基本的历史理论支撑。这不仅造
成学术的混乱，更会给大学生即未来的设计师带
来误导。

我现在在讲《东亚园林史》一课，也要分清这个
问题，日本确实学习了中国园林，但也创造了很多，
如果简单地划在中国园林体系之内，既不准确也不
现实。

三大体系本身并不重要。我们要考虑的是，中
国园林在当今世界园林史、国际园林文化史上的地
位这一大命题。

《中国科学报》：那如何判断呢？
王劲韬：这需要对全世界大量使用中国园林符

号的园林进行考察研究，是在摩天大楼上盖一个中
国式的顶子，还是用其他更巧妙的方式？

中国园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为世
界园林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类型的园林和
与之相适应的园林文化，这是中国园林为世界园林
的百花之园作出的真正贡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怎么区别东、西方园林？
王劲韬：如果非要划分体系，我想世界上出现

过两种园林，一种是地域单元相对封闭的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方园林，另一种是具有大交流大融合性的
西方园林。

《中国科学报》：中国园林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
是有很多对联、匾额，不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还
能表达主人的美好愿望。

王劲韬：是这样的。山光水色，用几副对联、
匾额，把主人的平生志向，对世界的感悟，全部融
进去了。

以网师园为例。三道主要的门，第一道是
轿厅，写的是“清能早达”，这里是接待官僚的
地方，“清能”是当官的条件，即清廉、能干。这
样的人才能早早达到目标，“达”就是儒家说的
达则济天下、达到人生的理想。这不仅谈到读
书人的目标，还讲了个人的志向，以及官僚的
操守和要求。表达了家风。

中间门楼的后面是正堂，主人家客厅，写的是
“藻耀高翔”，是要家里孩子认真学习，努力写出好
文章好字，将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三门是绣楼，住的是家里的女性，写的“竹松承
茂”，表达对子孙的美好愿望，用松竹指代优秀的后
代子孙，通过松树树皮引申到龙鳞，再引申对后代
的期望；竹子有新竹高于旧竹、夜夜拔节的自然特
性，指代后代高于前辈，后代更比一代强；承茂是指
承接住家族的荣耀，不要被福分压垮了。

总之，中国园林体现古代文人特有的人居理
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诗意地栖居”。

中国园林：可以传承的人居理想
姻本报记者温新红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戴
着头盔“品尝”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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