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麻晓东 编辑：李芸 校对：么辰 E-mail押dushu＠stimes.cn2012年 5月 18日 星期五 Tel押（010）82614599 7生 活

拍摄参数：
光圈：F3.5；快门速度：1/500秒；镜头焦距：100毫米；ISO 100

正在“用餐”的食蚜蝇

姻李秋弟
蜂和蝇是昆虫中的两个家族，分别

属于膜翅目和双翅目。
一般人当然不会把普通的家蝇看

做蜜蜂。但是，有几种色彩艳丽的“蝇”
却很容易使人们把它们与蜜蜂“鱼目混
珠”。粗粗看去，它们的样貌确实有些相
似。然而从昆虫分类的角度看，它们之
间的差别又是很大的。
例如，常见的两三种食蚜蝇之所以

被缺乏昆虫知识的人士误认为是蜜蜂，
不仅因为它们身体上与蜜蜂有着近似
色彩和花纹，有着相似的体形，而且它
的成虫有着和蜜蜂几乎相同的“饮食习
惯”和觅食方式———总是在花间飞来飞
去，吃花粉与花蜜。所以，许多不知底里
的摄影爱好者就常常在照片说明上出
错。不仅如此，在前两年某知名的科普
杂志举办的摄影大赛评选中，一幅食蚜
蝇的照片竟通过了编辑、评委的层层审
查，最后被冠以“蜜蜂”之名入选，之后

又通过众多爱好者大规模转发演示文
件流传全国———确实是“贻笑大方”了。
试想，许多人手持数千元乃至数万

元的高科技装备———数字相机，渴望亲
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却满足于浮光
掠影地欣赏“美”，却不愿意顺便学习一
些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清楚的知识，这难
道不是有点可悲吗？有人说，几个名称
错误无伤大雅，知不知道一个地方或者
一种生物确切叫什么并不重要。在他们
看来，强调知识的准确性，类似于鲁迅
小说中孔乙己炫耀自己知道茴香豆
“茴”字的几种写法。其实，这是完全不
同的两回事！
笔者以为，这种不求甚解的思维方

式是应该改变的，而通过流行、时尚和
爱好而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也应该是
科普摄影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广义上
说，“美”，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如
果我们的摄影照片及其说明文字出现
了知识性错误，作品的“美”也会大打折
扣，因此理应受到批评。

拍摄前的观察

食蚜蝇在口器、触角、翅膀与飞行姿
态等方面都与蜜蜂有明显的不同。如果
仔细观察，特别是通过两者清晰的照片
进行对比，它们还是很容易区别的：首
先，蜜蜂是嚼吸式的“混合型”口器———
它有两只牙可以咀嚼花粉，还有一支吸
管式的口器用以吸食花蜜；而蝇类包括
食蚜蝇则是舐吸式的口器，“用餐”时会
像一条大舌头在花蕊上舔来舔去。其次，
蜜蜂的触角一般为屈膝状，而食蚜蝇的
触角则为两粒突起，上有几根刚毛。蜜蜂
的翅脉似凹凸的油膜，而食蚜蝇的翅膀
则平直无奇。最后，蝇类后翅已经演化为
一对平衡棒，食蚜蝇也不例外。

拍摄要点

蜜蜂和食蚜蝇总在飞来飞去地忙
碌，在落下以后吃东西时，会有相对静
止的短暂时刻，这是拍摄它们的很好时
机。另外，食蚜蝇的飞行技能绝对算得
上“高超”，经常会在空中做“悬停飞
行”，这也是拍摄它们动态的良好时机。
但是，由于它体形小的缘故，需要拍摄
者敏锐的观察力。

1.使用长焦距镜头，或便携式数码相
机的长焦端。如有可能，使用微距镜头效
果更好。这样可以拍出较大的影像。

2. 设置快门优先的曝光模式捕捉
动态。可选择 1/500 秒选择以上的快
门速度拍摄“用餐”时的食蚜蝇，以
1/800 秒以上的快门速度拍摄飞行中
的食蚜蝇。

3.设置光圈优先曝光模式控制景深。
4. 应用相机的多点自动对焦功能。

建议有经验的人士使用手动对焦，以便
尽可能在捕捉到清晰的趣味点时按下
快门。

5.注意光线方向、背景和构图的简洁。
人的视力虽然强大，具有许多高

级镜头不具备的功能，但是它也有难
以克服的局限。例如对于真正“就在眼
前”的东西和小到一定程度的东西，就
会看不清楚。因此借助数字相机的近
摄功能和微距镜头，可以延展我们的
视力，留下许多前所未见的珍贵资料，
形象地反映许多生物特征的细微差别
和自然之美，启发人们去探究更多的
自然奥秘。

片名：《午夜巴黎》
导演: 伍迪·艾伦
类型: 剧情 / 爱情 / 奇幻
制片国家 /地区:西班牙 / 美国
上映日期: 2011年 5月（西班牙）

光影赏识数字摄影

姻本报实习生贡晓丽
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学

说，是为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上
层建筑。当然这并不错，因为儒学的
确是要讲治国平天下；但是儒家讲治
国平天下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
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在修身。日前，
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一场关于“儒学
与人生”的讲座，就告诉我们儒学指
导下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怎样才能
独善其身。
“人生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人

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
张立文作为主讲人首先提问，随后又
用河流的比喻作出引导。孔子走到河
边，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赫拉
克利特也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人生如河。
“人生”究竟是什么，分开来理

解，似乎也不容易得到答案。古希腊
神话中斯芬克斯对“人”的描述简单
直观概括性强：早上四条腿，中午两
条腿，晚上三条腿。“生”也同样是个
谜，死亡、长寿、夭折，不知死，焉知
生？

其实人生包括三个部分：生命，
人生存在的形式；命运，人生的状态；
生活，人生的内容和先决条件。张立
文给出了自己关于人生的理解。

生命是唯一的而且是不可选择
的，生命是消费性的也是不可返回
的。古语有“天地致性，人为贵”，人是
得天地之精英，五行之秀气，是最可
宝贵的生命形式，所以人应该珍惜自
己的生命。

西方文化中解释生命之所以出
现在世上是为了赎罪，原罪说追根到
亚当夏娃。儒家文化则认为人“和实
生物，同则不继”，阴阳两性的和谐交
融才产生生命，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相
容性与多元性。

如此宝贵的生命，如何看待也是
值得探讨的。荀子有云：“水火有气而
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
无义。”人是有气、有生、有知、有义
的，所以人是可贵的道德性的动物，
人应该追求有道德的活。

中国古人充分重视人的价值，把
人提高到最为天下贵的地位；而人的
价值的实现，又基于个人人格的完

善。人之可贵首先要
体现在每一个人的高
尚人格上；每一个个
人人格的完善，是实
现人的价值和使社会
完善的基础。
关注命运走势，

祸福吉凶，占卜算命
古已有之。人在行动
前都想知道结果吉
凶，对行为结果预测
的书就很盛行。秦始
皇在焚书坑儒的时候
没有烧的书就包括
《易经》；到汉，《周易》
成为六经之首，地位
很高。古人对命运发
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
斑。
人要畏天命，敬

畏上天，顺应命运。还
要知天命，理在心中，
掌握事物的规律性便
可穷理，便可掌握机
遇，掌握命运。“命”是
有必然性的，人生在
什么地方什么家庭自
己是无法决定的，但
是因为“运”具有的偶然性，我们就可
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达到成功。不必过
于纠结在命运的必然性上，把握好
“运”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与顽强。

生活不易，这是许多人都有的体
会：为了生活奔波劳苦，不知不觉便
成了各种奴隶，考试奴、房奴、车奴、
官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张立文从儒家哲学中找出几点

生活的准则与大家分享：“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戒除对他人的嫉妒心、不
平衡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推己及人是一切社会公德的基
础；“君子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和平
发展；“言必信，行必果”，讲诚信；“修
己于仁”，以修身为本；“乐道人之
善”，赞扬别人，多交贤友。
儒家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

是把学问做到一言一行中。如果我们
能够真正贯通儒家的生活哲学，关心
生命，改变命运，快乐生活，那么就能
做一个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人。儒
学的情怀也就在于此！

姻本报实习生 于思奇
初见高云峰，是在清华大学一堂

《趣味力学试验及制作》选修课上。他混
在一群“90后”中间，一起讨论着如何才
能让铁丝编成的小鱼可以在他们设计
的轨道上游得更快。丝边眼镜后，高云
峰眯起的小眼睛闪烁着光芒，上扬的嘴
角挂着得意的笑。如果不是眼睛周围堆
起的细纹和中年人略微发福的身材，你
绝对想象不到他早已为人父，还是个不
折不扣的“60后”。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电钻、钉子、

木板、棉线齐聚一堂；同学间可以相互交
谈，加油鼓劲的场景，会发生在课堂上。
而这样一门课的任课教师就是高云峰。

童心未泯的孩子王

1967年出生的高云峰，现任中国力
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是力学
方面的专家，也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的教授。但同时，他也是个不折不扣
的孩子王、游戏王。
高云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

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从小就喜欢鼓捣
一些小玩意儿。“我那时候经常参加航
模比赛，而且我一有什么想法，就马上
付诸实践。”高云峰喜欢实践，喜欢用实
践来检验真理的生活方式。
他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仍保有如

孩童般的好奇心。据高云峰介绍，他业
余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就是研究
自己各种感兴趣的事情。比如，2003年
非典暴发，高云峰就利用过去的传染病
模型和疫情的通报数据，自己建立了一
个预测非典峰值和结束的模型，利用这
个模型得出的结论，高云峰开始安抚自
己身边的师生。更出人意料的是，一周
后官方公布的最终结果竟然与高云峰
的推测一致。
这件事给了高云峰很大的启发：

“每个人学到的知识都是特定的，但是
我们不能刻板学习这些知识，而是要将
其中学到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用在处理
其他问题上。”
也正因如此，不懂医学的高云峰，

利用自己擅长数学这一点，也成了半个
“医学家”。除了非典预测模型，高云峰
的“小把戏”还有很多。他的爱好也极其

广泛：摄影、P图、视频制作，你完全不能
想象这样一个理工科的大学教授，其实
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

寓教于乐玩中成长

已为人父的高云峰，不只想着自己
玩，也带着孩子一起玩。
在高云峰眼里，女儿的童年比起同

龄小朋友要快活许多：没有课余学习
班，没有额外的家庭作业；有的只是轻
松快乐的玩耍和自由自在的思考。
高云峰很重视日常生活中对孩子

的教育，在他看来，玩中也蕴藏着丰富
的科学知识。他曾带着女儿去野外露
宿。在这期间，从扎帐露营的选址到如
何辨别方向，高云峰都悉心讲述给女
儿，让她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在特殊的

环境下，这些可能会挽救一个人的生
命。我把这些知识在平时游玩时，不知
不觉中教给孩子，这比灌输式的教育要
更加形象、生动，也更能达到教育的目
的。”高云峰说。
除此以外，利用科技小知识自己动

手制作一些性价比高的小玩具，是高云

峰教育孩子的另一个特色。
他教女儿在掏空的鸡蛋壳的外围

画上山水画，里面放上小电动机和灯
泡，制成简易的走马灯。这种将艺术、科
学融为一体的科技小发明，在高云峰的
家里比比皆是。
“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可以作为

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也是非常有意义
的。”高云峰说。

“孩子王”的教育梦

高云峰的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
理念不但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被他积
极推广到中小学甚至大学。

高云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他致力于推广这种寓科学知识于手工
小发明、小游戏的实践之路，已经有十
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他有大大小小四百多个科
学小游戏、小发明。这其中不乏颇具影响
力的“手机吊冰箱”、“纸桥过车”、“纸船
载人”，也有同学们课堂上亲自动手实践
的“诸葛连弩”、“弹簧秤称大象”等等。
高云峰介绍：“其实，‘手机吊冰箱’

的原理就是大家在中学时曾学过的

P=fv（功率 =摩擦力×速度）。”
“实践出真知，知道一件事情和会

做一件事情是完全两回事情”，高云峰
总结道，“创新来自实践，而不能只是空
想。”“我希望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学生学
会怎么用学到的知识处理和解决问题，
这也是我能为素质教育所作的贡献。”
高云峰说。
同时，高云峰也表示：“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如果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
他深入研究并且锻炼这种自主分析的
思维方式，那么他相信在未来，学生面
临其他难题时也能从中受益。”对此，
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1
级的柳方飞同学表示赞同，他说：“在
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阶段，这样的课程
很有必要。”
正因如此，面向孩子，成为“孩子

王”，跟孩子们做朋友，教他们做科学小
游戏，已成为高云峰生活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他希望在玩中培养他们的思考能
力、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把一个个枯
燥无味的公式变成孩子们亲自动手制
成的小玩具。
“游戏”人生，这大抵就是“玩”的最

高境界了吧。

高云峰的“游戏”人生
追
求
有
道
德
的
生
命

博学讲坛

姻韩连庆
早晨的巴黎是美丽的
下午的巴黎是迷人的
晚上的巴黎是惑人的
但是午夜的巴黎是神奇的
美国作家吉尔临近结婚却陷入了

职业困境。按照他的说法，困境是由于
他被好莱坞买断了，整天编写无聊的剧
本，无法进行真正的写作。未来的岳父
岳母到巴黎商务旅行，吉尔也陪未婚妻
伊内兹来巴黎度假，修改自己的小说。

吉尔疯狂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劝说
伊内兹婚后搬来巴黎居住。伊内兹说，
“我离开美国就活不下去！”吉尔喜欢雨
中的巴黎，伊内兹说：“当然不能是酸
雨！搞不清楚滴滴答答的有什么好的？”
吉尔兴奋地跟未来的岳父岳母说，海明
威的《流动的盛宴》描写的就是 20世纪
20年代的巴黎。未来的岳母却说：“就这
交通？什么也流动不起来！”伊内兹对吉
尔说：“你陷入了幻想！”

午夜的巴黎，吉尔独自一个人漫步
街头，鬼使神差地上了一辆出租汽车，
来到了 20世纪 20年代的巴黎，遇到了
挚爱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艾略特、毕

加索、达利向、布努艾尔等文学艺术名
流。这是吉尔向往的“黄金时代”！

吉尔发现，上世纪 20年代的人向
往的黄金时代是 19世纪 90年代。他爱
上的一名女子，与她一同来到 19世纪
90年代，却又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向往的
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
左右为难的吉尔问博物馆的女讲

解员，一个男人怎么会同时爱上两个女
人？讲解员说，他们爱的方式不一样！吉
尔说，你们法国人比我们进化得快！

吉尔最终决定与未婚妻分手，留在
巴黎。午夜巴黎的雨中，吉尔终于找到
了愿意跟自己在雨中漫步的女孩，一个
经营旧货商店的女孩。

这是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新片
《午夜巴黎》讲述的故事。电影算不上他
最好的作品，由于获得了 2011年的美
国金球奖和 2012年奥斯卡奖的最佳编
剧奖，反而成了他最卖座的电影。一如
既往，伍迪·艾伦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此
前，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曾获得过
1978年奥斯卡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四
项大奖，1986年的《汉娜姐妹》获得过奥
斯卡最佳编剧等三项大奖。其他获得奥
斯卡奖提名的还有 1979 年的《曼哈
顿》、1985年的《开罗的紫玫瑰》和 1989
年的《犯罪与不端》。

这位特立独行的美国导演在电影
内外不断批判和嘲讽好莱坞。他在各种
场合说过：“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地占
据了世界的银幕，全世界都在照抄美国
的东西，抄袭美国低劣的影片”；“好莱
坞始终是一座工厂，那里大电影公司不
断生产，许多有创见的导演都被制度窒
息了。这是一种耻辱，好莱坞电影已经
没有了艺术片和实验片的任何位置”。
好莱坞倒是“心宽体胖”，不计前嫌，不
断向他抛来橄榄枝，可终究还是没能将
他招安。

这几年伍迪·艾伦一直在欧洲拍
片，研究他的“地理美学”，在英国拍摄
了《赛末点》、《独家新闻》、《卡珊德拉之
梦》和《遭遇陌生人》，在西班牙拍摄了
《午夜巴塞罗那》，这次又在法国拍摄了
《午夜巴黎》。最近刚刚在大选中落败的
法国总统萨科奇是伍迪·艾伦的超级粉
丝，第一夫人布吕尼也在《午夜巴黎》中
客串了博物馆讲解员的角色，以示对伍

迪·艾伦的热爱与支持。
《午夜巴黎》的整个画面略带黄色，

仿佛油画一般，再配上怀旧的音乐，被
媒体称作“写给巴黎的明信片和情书”。
影片仍不脱伍迪·艾伦的本色，不断跟
知识分子开玩笑。吉尔在巴黎遇到了应
邀来巴黎讲学的保罗夫妇。两家人同游
巴黎，保罗随时随地卖弄学问，对名胜
古迹、文学艺术发表意见，拿一些黑话
术语贴标签，终于惹恼了吉尔，大骂保
罗是吊书袋、伪智慧。

吉尔见到挚爱的海明威，激动不
已，冒昧地请海明威看一下自己刚完成
的一部描写怀旧商店的小说。海明威马
上断言：“我讨厌它！”困惑的吉尔说：
“你还没看过怎么就讨厌？”海明威说：
“如果它写得很糟，我会讨厌；如果它写
得很好，我会嫉妒。总之我讨厌它！”
《午夜巴黎》中的这种“时空转换”

是伍迪·艾伦常用的手法，最典型的就
是《开罗的紫玫瑰》，影片中那位忧郁的
女招待，通过一遍遍观看一部叫《开罗
的紫玫瑰》的电影，暂时摆脱噩梦般的
生活，最终感动了电影中的男主人公，
使他走下了银幕。人活着总需要点幻
想！

在《幻想的瘟疫》中，斯洛文尼亚哲
学家齐泽克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
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幻想”的概
念。齐泽克认为，幻想解构着现实，支撑
起主体的现实感。当幻想崩溃后，现实
感也就丧失了，因为真正的实在是我们
不敢面对的，例如粪便和垃圾都是现实
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却幻想着一按
按钮、往垃圾桶里一扔就可以摆脱掉。
《午夜巴黎》中的吉尔把这称作“否认机
制”。

齐泽克说，幻想并不仅仅以虚幻的
方式实现欲望，相反，幻想教会我们如
何欲望。“黄金时代”从来就不存在，恰
恰由于它不存在，才创造出欲望。在《曼
哈顿》中，伍迪·艾伦扮演的作家在构思
小说时自言自语道：曼哈顿人不断给自
己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和神经兮兮的问
题，使自己可以不需要面对更多难以解
决的和可怕的问题。乐观地说，使生活
变得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文学、艺术、音
乐、体育，当然还有电影。说白了，这些
都是一些“幻想”！

寻找黄金时代微距辨识蜂与蝇

知识就是力量。
我把知识在平时游玩
时教给孩子，这比灌
输式的教育要更加形
象、生动，也更能达到
教育的目的。

———高云峰

“

荨高云峰和女儿在“家庭对对碰”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