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入水面的颜料一点点漾开，像是一朵

花安静地绽放。缤纷的颜色漂浮在水面上，

看似不经意地撩拨针笔，规则纹理中却悄然

显现出锦簇花团，针尖拨开水面，将散漫的颜

料驱赶至一侧“安静待命”，水纹变换间，一个

妙龄少女又跃然水中……裴梓涵神情专注，

陶醉在灯箱照亮的水影世界里。

以针为笔
在水影中静候缤纷

裴梓涵与绘画的缘分要从小时候讲起。

“我喜欢用绘画传达内心想法，热衷尝试每一

种可能的绘画介质来诠释我对生活的感悟。”

如今，她一头扎进了水影画的世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土耳其的“湿拓画”

表演给了裴梓涵启示，之后她开始了水上作画

的探索之路。从水影画的水介质的成分、配置

比例的研究，到各种颜料和色浆的选择、实验、

排除。马鬃、植物枝条、刺绣组合针、轧孔锥、钩

锥、孔锥、皮雕拓图笔等都可以成为她的画笔。

“水影画可以说需要技巧又不需要。”裴

梓涵说。因为水面不似纸张、木板等硬质基

底，拿捏画笔的力道更加讲究。“点圆”是水影

画的基本技巧。颜料或用滴管滴入，或用针

尖轻触，点出圆的适合的比例。之后需要用

针笔去“切割”“拨开”“驱赶”那个圆，引导它

变换成原先预想的图形状。

静逸的水影间，墨点缓缓晕开，针笔游走

间，沙漠、骆驼、商队、建筑渐渐浮现，一派西域

大漠的震撼景象引入眼帘；水滴落入，此前的画

面化作水纹荡漾开去，点几滴色彩，针笔轻拂，

姿态各异的“飞天”形象在水面上生动……

不表演的时候，她都会选择忘记那些水

影画技巧，有时就提笔蘸些颜料，随意抛洒点

滴，手随心动，心随水面泛起丝丝涟漪，惊喜

伴着色流呈现。

“心里的抽象慢慢地就在水面上具象了，

而最初，我并不知道它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我

太喜欢这种‘不期而遇’，而且这些惊喜是可

以用宣纸拓印保存的。”

以光为介
在光影中遇见新世界

光划过幕布，留下深邃的荧光。LED 高

亮手电筒作画笔，一块留光荧光幕布为画板，

光影画需要的绘画材料并不复杂。有人称光

影画为“黑暗的艺术”，裴梓涵更喜欢称它为

“光明的艺术”。

“就像这一片漆黑都成为你的画布，而这

抹光明就握在你手中。黑暗里，只有我和我

心里想要绘就的画面。”虚无的世界里，好似

有光划破寂静夜空，又似置身浩瀚的宇宙，光

束勾勒出星辰大海。

重重叠叠的山峰高耸入云，一棵棵大树

从她手中拔节生长，溪水旁、花丛间，活泼可

爱的孩童们调皮嬉闹着。没入黑暗的山峦之

上，一轮明月悄然升起，边上点缀着拖曳着尾

巴的流星，流星下，有合掌许愿的小姑娘，她

的身后，是静静仰望星空的母亲……美丽新

世界的一幕幕画面在面前呈现，接着徐徐暗

淡，又被另一幕景象缓缓点亮，梦幻、唯美、使

人陶醉、引人遐想。

幕布的留光时间大约是 15 秒，光影画是

一种“瞬间艺术”。不留痕迹的前提，或者更

能激励出真实的表达；稍纵即逝的遗憾，兴许

更能在人心中留住美好。

虽然不像水影画可以有绚丽的颜色，但裴

梓涵却认为光影画是“流光溢彩”的。她也常常

在实物和曝光灯的帮助下，“光”为背景、“影”为

画笔，使得光影画的效果更加丰富、饶有趣味。

裴梓涵：水光为笔心为画
文·实习生 杨枝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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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种了棵野生猕猴桃，枝叶茂盛，长势喜人。尤其夏秋之季，正是抽条长

苗的好时节。这棵不知哥哥从哪座山里挖来的野生苗，生性随和。从深山里带回

来，很快就与当地的水土和解。本想着从此可以一直繁茂，但她似乎并没有那么

好运。

谁能想到，院子里的大白鹅竟是她的宿敌。

当野生猕猴桃的小苗被种下，浇水施肥是我最喜欢做的了。每每看新叶在阳

光下抽出，舒展，浅嫩的绿颜色，鲜嫩的芥末黄，像新发的水草一样清新娇嫩。迅

速拔高的茎秆，仿佛让人听到清脆拔节的声音，宛若天籁。而这样的新鲜不仅被

人喜欢，被人注视，也是大白鹅的美食。

甚至有时，饿疯了的白鹅啄光绿叶仍不过瘾，连新生的嫩茎也不放过。所以

圈起的篱笆越扎越高，才保住了底部的老根。

若非大白鹅一再捣乱，这棵健壮的小苗本该托了很长的藤蔓。虽然让人遗憾

了，但偶然受大白鹅折腾的苗木，也许是顶端优势的影响，变得格外健壮，这也是

意外的收获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十全十美，阴阳转化瞬息可变。

猕猴桃丰富了大山，是自然的馈赠，是最素朴的山珍。在很多大山里，一直活

跃着各种品类的野生猕猴桃。当你走进大山，尤其抵达大山深处，往往不用费心

寻找仅凭偶遇就能遇到野生猕猴桃。运气好的话，能遇见漫天遍野的野生猕猴桃

树林。

我曾在伏牛山深处偶遇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密林疏木，山涧沟渠，仔细找找总

是有的，但遗憾的是，不是收获的季节，只见树木，不见果实。终于在终南山，遇到

了正当好的果实，甜蜜清新的味道，让人印象深刻。

每到暮秋，经常见山里人家很多当地人四处兜售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果子，

也有络绎不绝前来探寻野味的人在山里不停穿梭。

若想吃得鲜，不能早一步，也不能迟一步。挂满枝头的猕猴桃，采摘得早与晚

都是弊大于利。鲜果采摘应该在其最风华正茂的时候，早了，晚了都让人遗憾。

市场上的猕猴桃为了运输便捷往往没等到果实长到该有的成熟度就采摘下

来后续催熟，所以这类果实往往在口味上会大打折扣。若想品味最本真的猕猴桃

滋味，还是要等其真正长大。但若成熟过了，表皮以及空气中的菌类就会让其很

快发酵，酸甜度丧失。

猕猴桃酸甜适口，外美内秀，翡翠般晶莹的果肉不仅可观可品，更富含菜蔬中

贫乏的矿物质与维生素 C，是当之无愧的水果之王。因其极高的维生素 C 含量，

每天一个就能扔掉合成的 VC 片了，可以美容养颜，抗衰老，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水

果。

猕猴桃鲜食可口，晒干切片易于储存，是最常规的吃法。但猕猴桃毕竟是寒

凉一物，鲜食多了易腹泻，目前很多人用猕猴桃入馔，酿酒，以及做酵素都是很好

的尝试。

用作酿酒以及做酵素的猕猴桃，一般像酿制红葡萄酒的葡萄一样，并不去其

外皮。因为果实外表皮上面布满利于发酵的天然菌类。若实在觉得表皮上面的

绒毛太多，接受不了，可以轻轻擦去其绒毛。

野生猕猴桃是区别于驯化家养的他类品种，是在自然界原始生长的一类。野

生品种往往不经疏花疏果，也不施肥喷药抹膨大剂，所以个头比较小，一般只有鹌

鹑蛋那么大。而且相貌也不若家养的猕猴桃光洁，浑身密布厚厚的绒毛，像穿了

一件毛茸茸的羊毛衫。去了毛的野生猕猴桃，很像袖珍的藤梨。所以在一些地方

有把猕猴桃喊作藤梨的叫法。

野生猕猴桃是我国的土著品种，后经他国移植改良，尤其在新西兰，品种性能

更为卓越。经过中西方的碰撞，融合，形成一种更优雅清新的良种。所以现在国

内市售的高端猕猴桃是从新西兰进口的。就像祁门红茶漂洋过海，渡上异国风情

再回归就变成了英式红茶的新模样。

野生猕猴桃虽视觉上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口味绝对让人震撼。成熟

的野生猕猴桃汁水饱满，香甜可口，滋味浓郁。但刚刚采摘下来摸起来硬硬的果

实却酸涩异常，生涩的果子可用其它成熟的果实进行自然催熟，与苹果、香蕉等密

闭同放，一般一个夜晚就能将果实催熟。

野生的猕猴桃要在霜后才开始大量储存糖分。白露未到，藤梨不甜，是民间

久远的说法。《证类本草》里也对其有记载：“味甘酸，生山谷，藤本著树，叶圆有毛，

其果形似鸭鹅卵大，其皮褐色，经霜始甘美可食。”

不经风霜雨露的猕猴桃不甜，暗含了自然界古老的生存法则。人也是如此，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图片来自网络）

野生猕猴桃：
不经风霜哪来甜

文·卜 白

文·实习生 张译允

裴梓涵

水影画是利用了绘画基底和颜
料不互溶的原理在基底上作画的
一门艺术。基底为透明液体，盛在
底部投射白光的透明容器里，在液
面上点滴颜料，用针笔引导颜料塑
形，可以变换出多种图案。用宣纸
轻铺在水影画作液面，可拓印保存
水影画。

水影画

■乐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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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华大地“搬上天”
构建一座天空之城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的研究员王玉

民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幅古星图是

苏州石刻星图，是中国现存较早、较系统

的石刻天文图。该图原是南宋太学博士

黄裳于 1190 年（绍熙元年）绘制进献给宋

太 子 赵 扩 的 ，南 宋 公 元 1247 年（淳 佑 七

年）由王致远制成石刻，石碑原保存于苏

州府学，现存于苏州市文庙。

“这幅石刻星图的上部分是星图，下

部 分 刻 着 2000 多 字 的 说 明 文 ，主 要 说 明

这幅星图的内容、作用和各部分的意义。

其实，这篇说明文字主要体现了古代‘天、

地、人合一’的思想。”王玉民介绍说，古人

认为天、地和人都是有千丝万缕联系、不

可分割的，天是不停转动的，地是稳固不

变 的 ，而 人 类 则 生 活 在 天 地 之 间 生 生 不

息。古星图的创作思想也根源于此。

以外行人来看这一整幅古星图，最引

人注目的恐怕就是那分布于星图四个角

的四只神兽了，它们形态各异，威风凛凛，

大有气吞山河的勇猛之势。“这四只神兽

分别是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

北方玄武，除了青龙代表汉族外，其他的

分别代表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朝廷在各

区都会派兵镇守，并形成三个战场。”据王

玉民介绍，除了代表少数民族以外，四大

神兽还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和四季。

古人抬首观星空
一望风雨几千年

其实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就已经将满

天星斗划分成群，并一一取名。“我国河南

濮阳在出土的 4000 多年前的文物中就已

经有用贝壳摆成的苍龙、白虎的图案了，

可 以 说 那 是 古 人 最 早 对 星 象 的 一 种 认

识。”王玉民说。

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就开

始绘制星图。约公元前 270 年前后，三国

时期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统一了全天星官，

编成具有 283 个星官、1464 颗恒星的星表，

史称“陈卓定纪”，这一星象体系被后世史

书所采纳，成为我国观测星象的基础。

可以说，基于传统文化的三垣二十八

宿星象体系，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别于西

方的最引人注目之处，自陈卓初定，至体制

完全建立，传承了千余年，一直到明清之

际。但遗憾的是，三国时代陈卓关于星官

（即星座）的原图早已失佚，不知散落在何

处，后人只能通过历史记载了解它的全貌。

后来在公元 600 年前后的隋代，法号

为丹元子的隐居者按照陈卓所定全天星官

的布局，将此前流传的星官知识重新整理，

作了一首认星歌谣《步天歌》。《步天歌》详

细整理和记录了三垣二十八宿的全部成

员，其分章、星官、星数、寻星顺序都严格遵

循实际观测。清代学者梅文鼎对《步天歌》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步天歌》所列星象，

特为简括。故自宋以来，天官家多据为准

绳”。（出自《中西经星同异考》）

现存最早的描绘在纸上的星图是唐

代的敦煌星图，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绘于

公元 940 年，图上共有 1350 颗星，绘制方

法 与 现 代 星 图 的 绘 制 方 式 基 本 相 同 ，是

我 国 流 传 至 今 最 早 采 用 圆 、横 两 种 画 法

的星图。

而据王玉民介绍，位于古观象台的这

幅宋代的古星图，可以说是古人对星象最

为系统、完备的记录和观测了。

“到了现代，人们开始逐渐运用科学

的方式方法进行天文观测，现代的天文学

和古时的天象分析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现在对古星象研究已的人经少之又少。”

王玉民说，现在国内专职于古星象研究方

面的专家学者仅有二十多位。

手绘一幅古星图
畅游星辰与大海

在古星图的正前方有两张绘画桌，几

盒彩笔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还有几张供

小朋友绘画时使用的古星图纸平铺着，几个

小朋友正专心致志地绘画古星图，并不时地

询问旁边的指导老师。

古观象台宣教部讲解员王晓龙告诉记

者，从暑假开始到现在他已经接待了 20 多

位前来绘画古星图的小朋友了，大家对神秘

的古星图非常感兴趣，在绘画的过程中经常

会问一些让他哭笑不得的问题。“比如有的

小朋友会问我‘这四只动物会打架吗？谁更

厉害呢？’我就告诉他们，它们都很厉害，但

是你们最喜欢谁，谁就最厉害。”

王晓龙说，绘制古星图之前不需要携带

什么物品，所需的画纸、彩笔和对照图他们

都会提供。

王玉民向记者介绍，现在由于现代天文

学已完全取代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爱

好者对中国古代星座了解的很少。而且从

星占的角度说，中国古星图之所以没有西

方星座那么普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西

方的星占学是个人化的，黄道十二星座都

是占卜的个人的性格、命运等等，而中国的

二十八宿主要和皇家有关，为朝廷服务，运

用的目的也大多是兴战、求雨、预测皇家重

大事件以及农作物的收作等，从始至终普及

率都比较低。

（图片来自网络）

整天扒星座
你看过中国古星图吗

三垣二十八宿

“垣”的意思就是城堡，三垣通俗地

说就是天上的三座城堡。

紫微垣是中垣。它以北极为中心，

并以北极附近的一片星群为基础而构

成。中国古人发现，北极有一颗星星是

不动的，其他星星都围绕着它转，因此

把这片天区选作皇宫。那颗不随天球

旋转而转动的星星被古人称为天极星，

成为皇帝的象征。

太微垣是上垣，比作朝廷，是皇帝

处理公务的场所，内含多种官职和各类

大臣。

天市垣是下垣，比作老百姓的集贸

市场。

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将黄道、赤道

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大小不等

的星区，故称。“宿”有住宿的意思，指日

月五星会在其中停留休息。二十八宿

实际上是古代以恒星为标志的一种天

文坐标体系。通俗讲，二十八宿就是月

亮绕着地球转一圈每天“睡觉”的地方。

■链接

南
宋
石
刻
天
文
图

铺开一幅古星图，密密麻麻的星星和各种复杂的连线、图像和文字便呈现在眼前，没有一定基础的人很

难理解眼前的这一幅作品——这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书”了。踏入北京古观象台的紫微殿，抬眼便可

望见这样震撼的古星图。而且只要你愿意，便可以在讲解员的指导下，拿起彩笔，亲手绘制，在一笔、一画、

一点中，品味这来自遥远夜空的美丽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