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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李秋弟
上一期我们讲了拍摄昆虫复眼的天时

地利条件。本期结合具体的拍摄过程，介绍
如何利用普通微距镜头把昆虫复眼拍摄清
晰的技术要点。

1.相机功能的设置
（1）设置光圈优先控制景深。微距摄影

的近距离拍摄是不可避免的，而设置大光圈
拍摄时景深往往非常浅，往往不能很好地表
现昆虫的复眼，因此需要适当缩小光圈，以
取得较大的景深。笔者建议在拍摄食蚜蝇或
者豆娘这类小昆虫时，以光圈设置为 F8至
F11为宜，因为较大光圈带来的浅景深，极容
易造成顾此失彼的遗憾。这一两毫米景深的
取得，对于表现昆虫的复眼还是非常关键
的。而光圈缩小导致快门速度的降低也会造
成成像的虚糊。
（2）关注快门速度。这是为了确保照片

的清晰度，有时镜头焦距较长，风的拂动，也
可能会导致草上昆虫的影像发虚，所以确保
拍摄时的快门速度在“安全快门”以上，是非
常必要的。因此，必须不时地关注一下快门

速度。
（3）设置较高 ISO感光度。由于在光圈

优先的设置下，不能直接调整快门速度，我
们可以通过适当提高感光度来间接达到这
个目的。现在新的数字相机较高感光度的
成像已经可以接受，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拍摄昆虫复眼的难度。但是，采用设置
较高 ISO 的方法提高快门速度的方法，一
定要对相机高感光度时表现画面细节的性
能非常熟悉，如果应用不当，效果可能适得
其反。

2.手持相机取景
（1）缓慢移动，接近目标。昆虫对移动的

物体很敏感，所以必须缓慢地逐步接近———
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逐步“解除”昆虫复眼对
移动物体的敏感度。我们开始可以在稍远的
地方拍一张“远景”；慢慢向前移动一两步，
再拍一张“中景”；再向前移动，在靠得足够
近时，在蜻蜓，特别是豆娘这样的小蜻蜓，其
身体占据取景器二分之一以上的画面时，就
可着手拍它的复眼了。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利
用微距功能，把图像拍得大一些。如果使用
便携式数字相机，就要尽可能近地接近昆

虫———但这时拍摄者往往已经是趴在地上、
匍匐前进的状态了。
（2）守株待兔，静候其归。蜻蜓受到惊扰

飞走时，不必急于离开，可在原地“守株待
兔”，多数蜻蜓往往过一会还会飞回来，落在
原地或者不远处。当它对你的存在习以为常
时，就会放松警惕。这时再轻轻地更进一步，
缓慢调整角度进行构图，它们一般也就习惯
当你的“模特”了。

3.精确对焦
精确对焦是保证复眼拍摄成功的最关

键一环，必须精益求精。
（1）建议手动对焦。由于现在数字单反

相机的合焦，在取景器中没有原来胶片单反
相机对焦屏上的裂隙、微棱镜等辅助手段，
手动合焦点就是在对焦时直观感觉到的局
部最清晰点。而如果使用自动对焦功能，设
置稍有不当，其合焦点就会偏离我们想表现
的关键点。另外，光线较暗和拍摄对象的微
小都会导致镜头自动对焦时“拉风箱”。所
以，建议把手动对焦作为微距摄影的首选。
当然，多数便携式数字相机只有自动对焦，
别无选择。即使是数字单反相机，也有非手

动不可的特殊情况，例如佳能那款高放大倍
率的微距镜头，根本就没有自动对焦功能，
只能手动。如果使用有多个十字对焦点的相
机和带有超声波马达的镜头，当然可以使用
自动对焦进行拍摄。
（2）选准参考对焦点。拍摄昆虫的复眼，

自然要以它的眼睛作为参考点。但由于微距
摄影的景深极浅，即使设置 F22的光圈，其
景深也不过 2毫米。而昆虫的复眼整体是个
外凸的弧形体，从取景器看去，每只复眼都
有一个反光点，近似人像摄影中的眼神光，
它可以作为拍摄复眼的对焦参考点。找到这
个参考点后，在向左右转动对焦环的同时，
仔细观察对焦屏上复眼前后清晰度的变化，
直到满意时轻轻触动快门。
（3）选择舒服稳定的姿态。拍摄昆虫复

眼的对焦过程是个“体力活”，姿势调整不
好，一会儿就会感到腰酸背疼、手抖加重。建
议昆虫在较高处时使用三脚架，在低处时则
干脆不如趴下，以双肘支撑稳定握持相
机———有时这样做的稳定性不低于使用三
脚架。当然，卧倒的动作同样要像“慢动作”
一样进行，否则就会惊飞昆虫。

数字摄影

拍摄昆虫复眼的技术要点

姻本报实习生贡晓丽
周叔弢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

叔弢。安徽至德（今安徽东至县）人。
生于 1891年，卒于 1984年。

周叔弢早年经商，解放后被选为
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他曾任天津
市副市长，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他还是文物古籍收藏家，民族文
化的保护者。
不久前，周叔弢哲嗣周景良在北

京图书馆古籍馆作了回忆其父周叔弢
的专题讲座。

周叔弢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
人生中，以毕生精力访求善本古籍，
收藏宏富，至精至善。晚年更将全部
藏书无私地捐献给国家，他的高风亮
节、爱国精神，永远令世人深深景仰。

寻访父亲的足迹

2007年，周景良应天津图书馆
邀请，到天津图书馆把父亲周叔弢捐
献的书详尽参观了一遍，忆起父亲生
前的活动和作为，周景良深受感动，
对父亲一生的藏书事迹有了新的了
解和认识。

为了释放这份情感，周景良撰著
了《丁亥观书笔记》，起初只是表达对
父亲的怀念，自行打印了 60份馈赠亲
友，后经朋友推荐到中华书局，很快就
出版了，周景良说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周景良看到的藏品是周叔弢分别

于 1955年和 1981年捐赠给天津图书
馆的清代善本、古印经、敦煌卷子以及
名人书画。这些书籍中有周叔弢先生
亲手校对、批注的书，有善本书籍的影
刻和影印本，有各种古玺印和今人的
印谱等等。《丁亥观书笔记》就是周景
良此次观书过程的记录，读者从中可
以感受到周叔弢爱书、读书、选书、校
书、刻书、献书等方方面面。
周叔弢在 1917 年 26 岁时廉价

购得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
藏的宋本《寒山子集》，自此，他便穷
一生精力、财力，以收集善本古籍为
终生职志。

爱书之切

周景良回忆其父亲收书之严格，
基本依据以下几条：1. 刻本周完，尽
力求全，很多卷的书要凑成套往往要
花很多年来收集，而且价格也会越来
越高。2.印刷精湛，字体好，初印的书
最好，墨量均匀，没有晕染。3.书大都
有出处，有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
失与重聚都值得记载。4.只收正经的
经史书目，不要杂书，小说戏剧等书
目门类不在收书范围。5.不仅重视宋
元旧本，对抄本、校本也很重视。例如
周叔弢所藏的明成化元年吴宽手抄
的《山海经》，其书法摹苏东坡，内容
书法，堪称双绝。

周叔弢的古籍善本收藏既富且
精，周景良说其父已经不把它们当做
私藏玩物对待，而是思想重心都放在
了书本本身，切实为书本命运考虑，
为了给这些书一个安稳的归宿，不至
于子孙几代之后散失掉，所以有了捐
书的举动。

周叔弢本人有语：“捐书之时，何
尝没有不舍之意，又曾打算留一两部
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
留下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全数捐
出，一本不留。”

重读父亲

天津观书的经历使周景良感慨

良多：“天津图书馆居然
按照这些书在我家的样
子依旧放在大书箱中，
唤起我很多青少年时的
回忆，使我对父亲的认
识更加深刻。”周景良看
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
的父亲校勘的古书，被
父亲的目录校勘功底所
折服。周叔弢对古书版
本的认识之深刻，校勘
学问之丰富都是周景良
没有想到的。
周景良还不知道的

一点是父亲会刻印章。周
景良十三四岁的时候对
印章很感兴趣，父亲便把
自己的刻刀送给他，还示
范指导如何操作，当时周
景良都没有反应过来原
来父亲是会刻印章的。之
前只知道父亲收藏了很
多古玺印，而看过父亲对
印章的讨论文章及自刻
的成品之后，周景良又发
感慨：父亲在这方面的鉴
赏研究水平之高也是我
没有想到的。
周叔弢收藏、研究善

本，但不局限于仅读这些
书。周景良记得小时候家
里的现代印刷品也有很
多，文学书、哲学书、莎士
比亚、弗洛伊德，甚至《查
泰莱夫人的情人》这种当
时的禁书都有。周景良总
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思想开阔，但不
会走歪门邪道的人。其父作风正派，不
被世俗所影响，抽鸦片、娶姨太太这些
当时很流行的社会风尚，其父是绝不
沾染的。“父亲的品质与作风都在言传
身教、零零碎碎的生活中体现，真正的
例子我是举不出来的。”周景良说道。
周景良认为父亲“算是一个见

识很广的文化人”。周景良的兄长形
容父亲“知识渊博、为人正派、心胸
开朗、待人诚恳、洁身自好”。历史学
家来新夏则评价周叔弢说：“他虽然
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
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
老书生。”

姻本报记者麻晓东
“专业教催化，免费教摄影。”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学宽的研究生们都知道老师的这
句“招生”口号。
记者是在科学网博客中发现这位酷

爱摄影的研究员的，从 2009年 5月开博
起，李学宽已发布了 500余篇博文，点击
量已经超过 100万次，而几乎每篇博文
中，都留下了他的摄影作品。
李学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他

虽然很早就喜欢拍摄，但摄影真正成为自
己生活中的一大爱好，还是从 2004年购
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始的。当时，他花
费 6000余元购买了一台佳能 G3相机，
虽然还不属于单反，但这台数码相机已具
备了光圈优先等单反功能，尤其是不用再
考虑昂贵的冲洗费用后，更可以使他随心
所欲、精益求精地拍摄出自己满意的照
片。
从“菜鸟”到“达人”，李学宽认为自己

摄影爱好的成长之路并没有太多可以“八
卦”的故事。“首先是自己有兴趣，然后就
会去认真琢磨，再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优
秀作品……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在学习
的初期，我在网上结识了两个摄影高手，
经常和他们请教交流，渐渐地，自己也就
能拍出像样的片子了。”
七八年下来，李学宽也记不清自己

已拍了多少幅照片，而摄影装备则从佳能
G3升级到单反 350D，再到现在的全幅
5D mark II，“家当”越攒越多，李学宽说：
“现在自己的这些摄影装备加起来已价值
5万元左右，就‘业余选手’来说，已经属
于不错的了。”
浏览李学宽的博客，你会发现他所

拍摄的大多是身边的花鸟景物或四季变
换，他说，对于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说，本职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很难有时间
去捕捉一些独特的风景或社会现象，而身
边的景物则不需要你去等，而是它们在等
你去拍摄。摄影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美的过
程，而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感到幸福，人
的一辈子很短，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
呢？这或许也就是他博客的名称———“记
录美丽”的由来吧。
现在，李学宽每周都会抽出一个下午

的时间去拍摄，而且，每年夏天的高温假
时，他也会约上同事或好友自驾出游拍
摄，近年来，他们已去过内蒙古、青海等
地，每次回来，他都会在博客上发出系列

摄影作品，供博友们品评。
李学宽表示，摄影对科研工作者来

说，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因
为每次出去拍摄都会背着很重的设备
走很远的路，“如果平时不摄影，你让我
走 5 公里可能我也不会去，但要出去
玩，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走 10公里
也不会觉得累”。

作为一名从事工业催化剂研发的研
究员，李学宽主持开发的系列催化剂及其
工艺在二十多个工厂成功应用。作为一名
研究生导师，李学宽不但在催化专业上教
书育人，他也喜欢把自己爱好摄影的理念
传递给他的学生们，“专业教催化，免费教
摄影”就是他经常和学生们打趣的一句

话，而李学宽对这句玩笑背后的解释则充
满了质朴与诚恳，他告诉学生们：首先，人
一辈子应当找一个你热爱的工作，这样你
8小时以内就不会觉得累；第二，找一个
高尚的业余爱好，这样 8小时以外也不会
惹事；而剩下的 8小时，买张床睡觉就足
够了……
受李学宽的影响，不仅他的学生们都

买了相机，而且单位里的很多同事也渐渐
喜欢上了摄影。李学宽认为，数码相机的
普及已经使摄影成为一种门槛很低的艺
术爱好，而对他们这些从事化工研究的人
来说，一旦退休离开了实验设备，则很难
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因此，能有一项自
己喜欢的业余活动，也能很好地充实人
生。
为了在单位普及摄影，李学宽每年都

要在单位进行几次摄影讲座。通过科学网
博客，他在科技界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受
邀还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和太原理
工大学举办了摄影讲座。
现在，煤化所里的摄影爱好者队伍已

壮大到七八十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活
动。几年前，经大家提议，在所工会的资助
下举办了第一届职工摄影展，而这种形式
也很快被接受认可。
由李学宽和其他几位核心成员担

任的评委小组负责根据题材分类，在评
审中，他们也本着鼓励的原则，让每位
投稿者都有作品参加展览，大家参与摄
影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至今，煤化所
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摄影展，该项活动也
成为研究所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学宽介绍说，今年，所里还打算把前
四届摄影展的优秀作品结集成册，制成
礼品，向更多人展示科研工作者丰富精
彩的业余生活。

博学讲坛

学人雅趣

催化教授的摄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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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良在天津图书馆参观父亲
捐赠的图书。

青年周叔弢，1910年摄。

光影赏识

姻韩连庆
199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天晚上，

我们一帮闲极无聊的男生溜出去看了
一部叫《新龙门客栈》的电影，兴奋得一
直讨论到后半夜。有人垂涎金镶玉的风
骚，有人惊艳林青霞的男装像，更多的
是惊叹电影中出神入化的武功。一位不
擅言辞的同学躺在被窝里一直像复读
机一样在唠叨：“这电影拍的……”
徐克当年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无

人匹敌。他不仅亲自操刀打造了一些经
典影片，而且很多备受推崇的电影都出
自他牵头创立的“电影工作室”。当年有
一个同学夸海口说，改天我们也拉一帮
人搞个“电影工作室”。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年“泡”录像
厅除了是种消遣，也对自己做人做事的
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英雄本
色》中，周润发本来有机会携带巨款逃
亡，可最后还是回来与狄龙并肩作战到
死。狄龙说，这已经不是你我能待的世
界。周润发说，我这么做并不是要证明
我有多能，而是要证明失去的东西我一
定要拿回来！《喋血双雄》中，朱江出卖
了周润发，周润发没跟朱江计较，因为
他不想失去一位朋友。朱江说，这个世
界变了，没人再相信情义。他最后拼得
一死也要从成奎安那里为周润发拿回
酬劳给朋友一个交代。
这种义气可以用《黄飞鸿》开场时

李连杰舞狮采青后拿到的那副对联来
概括：“壮志凌云，侠气冲天”！徐克说，
现实中往往缺少公平和正义，“侠”崇尚

的就是公平和正义，而“武侠”就是在这
种崇敬心下产生的一种极端行为。
“九七”之后，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

问题就是过于看重和依赖内地市场，为
了得到公映的机会，丧失了自己文化的
特色。香港乃中西文化交会之地，由于
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香港电影继
承和开掘出了内地早已丧失的市井文
化，由此才出现了徐克、吴宇森、成龙和
周星驰的电影，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
说。香港近十几年电影的滑坡，并不仅
仅是人才的断代，而是这种文化优势的
丧失。
徐克曾步吴宇森的后尘到好莱坞

发展。吴宇森可以把动作场面拍得像芭
蕾舞一样漂亮，但是芭蕾舞本来就是西
方的，所以吴宇森能在美国打响，而徐
克在好莱坞依然不能把他的江湖情节
传达给西方观众，这就像《风云再起》中
的荷兰人在听完于荣光扮演的顾长风
解释“什么是江湖？什么是武林？”之后
依然摸不着头脑一样。
徐克 2005年的《七剑》是告别浪漫

主义走向“真实”的武侠世界的转型之
作。当年拍摄《黄飞鸿》的时候，徐克曾
想请黄飞鸿的南派功夫传人刘家良做
武术指导，终因刘家良受不了让黄飞鸿
在天上飞来飞去而作罢。《七剑》倒是请
来了刘家良，用长镜头的写实代替了镜
头快速剪辑的写意，但这不是徐克的优
势。构想中的前“七剑”、后“七剑”等电
影也未再出炉。
当听说徐克要拍摄 IMAX 3D 的

《龙门飞甲》时，我先心中无底。我甚至

不希望徐克能进步能改变，只要维持原
状就行。有时候经典是“天时地利人和”
造就的，非人力能为。我一直有个“谬
论”：一部电影好不好看主要看配角立
不立得住。《新龙门客栈》中的甄子丹、
刘洵、吴启华、熊欣欣、任世官、徐锦江
等人饰演的配角都让人过目不忘。
看到在录像厅“泡”大的导演贾樟

柯发了条微博，说徐克一直在进步，看
了《龙门飞甲》有回到录像厅时代的感
觉。对我来说这是对一部电影的最高评
价了！我也有了去看的冲动。
《龙门飞甲》开场，当在《龙门客栈》

和《新龙门客栈》都出现过的主题音乐
响起时，我激动莫名。
徐克一直走“技术主义”路线，从处

女作《蝶变》开始就“土法炼钢”将电影
特技引入到武侠电影中。这次的《龙门
飞甲》他又搭建了混合团队试验 3D技
术，以有限的资金做成现在这种效果确
实不易。当周迅饰演的凌雁秋从悬崖的
铁索上俯冲而下时，着实令人震撼。
但我一直认为技术并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整部影片所传达的意境和
情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黄霑的配乐，
《黄飞鸿》、《笑傲江湖》、《东方不败》这
些电影必然大打折扣。
当《龙门飞甲》开场时李连杰说朝

廷的问题还得由我们这些江湖人士来
解决时，当影片结尾各路人马争来夺去
最后还是漫漫黄沙一堆时，从中我倒依
稀看到了徐克往日的影子，那个像《东
方不败》中的令狐冲一样手拿酒壶在凄
婉的笛声中吟诵“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

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
人生一场醉”的徐克。

徐克说，电影就是记录我们当时和当
代的一些感觉和感情的工具。他擅长旧作
新拍，喜欢反复拍同一个故事。有一次在
接受访谈时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哪部电影
是完了的！胡金铨的《龙门客栈》是徐克那
代人的经典，《新龙门客栈》是我们这代人
的经典，如今再看这部 IMAX 3D的《龙门
飞甲》，让我想起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
色》的主题曲“当年情”———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

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
试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没有哪部电影是完了的

片名：《龙门飞甲》
导演:徐克
类型:动作 /武侠 /古装
上映日期: 2011年 12月（中国大陆）

拍摄参数：
光圈优先：F10；快门速度：1/125秒；
镜头焦距：100毫米；闪光灯：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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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一辈
子应当找一个你
热爱的工作，这样
你 8 小时以内就
不会觉得累；第
二，找一个高尚的
业余爱好，这样 8
小时以外也不会
惹事；而剩下的 8
小时，买张床睡觉
就足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