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我们说到，如果保持壁画和环
境现有的互动关系，这幅 《最后的晚
餐》 怎样布局才合逻辑呢？大概是：桌
子长边和房间的长边平行，短边近大远
小，耶稣要领座、又不能“背台”，就
只能放在远端、变得很小，画起来费劲
不说，还没办法“高显”给观众，连带
一些重要情节，比如与叛徒犹大一同蘸
手在盘子、圣彼得抽出佩刀、圣约翰特
殊的表情动作等等，都会隐没在画面
中；相反，远离耶稣、与剧情无关的

“龙套”使徒却变得很大，不仅喧宾夺
主，还有可能把重要情节遮住。

为了避免这样糟糕的情况，作者使用了现在的办法，把
桌子横过来，大家都到画面最前端，对着墙排排坐，谁也不
背对观众，谁也不去画面深处，哪怕桌子比例奇大、身后空
间被浪费。这样牺牲逻辑，目的就是以图像的表达方式尽可
能忠于文本。文字和图像是完全不同的叙事媒介，抛开绘画
技术不谈，作者实际是在做一个翻译的工作，这里面最大的
障碍在于文字和图像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结构。

大家可以试试，如果要讲明白《最后的晚餐》的故事，
需要几个时间点？我想起码有三个，一是铺垫环境，耶稣和
门徒入席，二是耶稣讲话，三是讲话之后门徒议论纷纷。这
三点依次出现，像会议流程一样，不可能同时发生，这就是

“线性”。这种结构满足人类“时间流逝”的体验，流畅自
然，反而不太容易被人注意。

时间线性怎么用图像表达出来呢？动起来就好了——这
也是为什么20世纪以来电影、电视、视频能够大行其道：既
有图像刺激，又在切换中完成了叙事——比如我们只用镜头
来讲这个故事，只需要先给一个座席的全景，再顺序播放要
强调的细节：耶稣讲话-面部表情-犹大伸手-手部精细活
动，接下来跟一个全景交代门徒听到话后作出的反应，最后
补几个重要圣徒的特写。习惯了这样的序列，我们可以比文
字还准确地还原故事的流程。

视频其实是用文字的线性结构串联起来的一组图像，每
张画面都只有部分内容，每次呈现一张，按照设计好的进度
运行，就像相声《风雨归舟》那样，购买两张一套，才可以
向高亲贵友显摆晴天夹伞雨天打伞的神奇效果，没有脚本可
言的单图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视频是一种比图像和文字还要
复杂的叙事媒介，连环画、长卷，包括需要秉烛欣赏的大幅
面暗室壁画，也都是具有线性结构的多图叙事作品。

回过头来，这幅《最后的晚餐》只有一个画面，还得画
在墙上，动是不可能的，作者只能设计画的“看”法了：先
扫视一遍（左右），再聚焦人物和动作（中间），最后关注激
起的反应（从中间往两边）。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把视角拉
高、来个俯视？但这样的话，跟环境结合产生空间幻觉的效
果就无法实现了。或者，让那些文本没有点名的使徒充当背
景甚至根本不出现，用耶稣、犹大、彼得等重要人物的特写
来代替全景呢？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非常罕
见。总而言之，要看得全、看得清，目前的布局是最容易帮
观众完成连续观看动作的了。

最后再想想，这样刻意调整的画面是写实吗？毫无疑
问，虽然与真实生活有很大差距，《最后的晚餐》还是写实
的，只是“写实”不仅不能写出全部“真实”，还可能将一些

“不真实”隐藏起来；“写”只是手段，“实”如何定义才是关
键：结构、情感、逻辑包括时间都可以是实，都可以描绘，

“艺术”就是在“实”的定义不断扩展中演化的。我们爱说
“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经常忘了眼前的图只是实和真
相的一小部分，只是它的一种截取或者投射，原因不难理
解，图像的制作过程是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这其中，意
图、技术、用途都会施加影响，而且后两者的影响往往比我
们想象的要大，比如朋友圈狂晒的美图也许只是可笑的日常
品摆拍。

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最后的晚餐》作者是谁？这好像
是个“应知应会”的美术
知识，小学生都能回答

“达芬奇”，但，真的是这
样吗？我们下次再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美术教师）

要钢铁侠，还是要赛车？3D打印能让孩子实现心
愿并最直接地感受什么是制造；为何气球能飞？干冰
加热水会怎样？一场“空气大作战”就能揭开谜底；
而“冰雪奇缘”可以让孩子们在制造不会融化的雪人
时，了解高分子材料的奇妙。近日，致力于STEAM跨
学科教育的北京寓乐世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寓乐
湾） 与上海闵行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闵行区七宝
实验小学联手推出“智能1+1——开启青少年科技素质
教育新起点”科普教育校园社区活动，在上海开启青
少年科技素质教育智能1+1新模式。

为了贯彻国家《全面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精神，
引导引导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上海闵行区教育局、
区青少年科技辅导中心大力倡导并支持中小学开展丰富多
彩的科技创新活动，支持学校引入STEAM学科教育，支
持校内外联手探索青少年科技素质教育的模式。寓乐湾的
STEAM教育是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为一体
的注重实践的综合学科，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动手实践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能让学生及时
掌握创新前沿的科学知识，并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
中，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与创造精神。

上海市七宝实验小学是一所以美育为特色的学校，
“让学校成为孩子成长的乐园，使学生活泼全面地发展”

始终是该校的办学宗旨，在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获得市、区两级多项殊荣。此次与寓乐湾合作，借助寓
乐湾的专业能力，将课堂教学领域拓宽到课外，合作开
设更多拓展性课程，将充分满足学生的探究欲望，为培
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打下扎实的基础。七宝实验小学当
天呈现的科创板块教育建设，以及智能制造科普课程，
充分显示了该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成果。

在当天的活动中，设在星宝广场内的“寓乐湾”
迎来了充满期待的家长与孩子，随着科学魔法秀“空
气大作战”与“冰雪奇缘”活动的展开，孩子们的热
情燃爆整个会场。通过游戏体验区的“友谊的小木
筏”、“弹力投石车”、“纸碟迷宫”、“漂浮的针”、“谁
先分出来”、“杯垫制作”、“3D打印”等活动，让孩子
们在观看、触摸、制作等体验中，进入科学的港湾，
感受到科技的神奇魅力。

出席当天活动的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
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表示，少年强则中国
强，培养青少年用科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他对学校与社会资源
这种1+1模式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各方联合做好这些有
意义的工作，他提出无论学校还是企业设计课程都需

要匹配学生的需求，校长要拥有判断力来挑选适合学
校的课程，企业要根据学校的需求出发来从设计课
程，填补学校专业方面的能力不足。同时面对创新的
课程，在授课期间需要不断观察学生的反馈，从而提
高校内外团队的研发能力丰富课程内容。来自闵行区
教育局、闵行区科协、闵行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等
教育界的专家团队也都对校内外联动推动青少年科创
教育寄予希望，希望更多学校能拓展与利用社会资
源，走内外联动拓宽科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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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当立志。从小到现在，我的志向
便是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为祖国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父亲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自幼便
在一个充满着科研氛围的家庭里长大，
父亲的实验室是我的后花园。得益于九
年义务教育，我很早便知道了许多科学
家的故事。我羡慕苹果树下灵光乍现的
牛顿，也向往创造奇迹的钱学森，科研
的种子早早便扎根于我的内心。

在五中分校就读初中时，我在科学
老师的指导下开展以环保为主题的科学
实践活动，高一参加了五中的的天然灵
感创客空间，同时也被选拔加入了北京
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黄雅钦教授和五
中校内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科研实践
活动。科研活动让我学会了探究，也激
发了我学习的主动性。

科研路上体验未知的乐趣
我的第一个课题是“新型防雾霾多

孔水凝胶的制备与探究”，经过半年多努
力，获得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果优秀创意奖，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第二个课题“用废弃牛毛为原料制
备多孔炭及其在废水净化中的应用”。
我国是工业生产大国，每年会产生大量
的废水，同时有许多废弃的动物毛经焚
烧处理后埋于地下，不仅浪费资源，还
会污染环境。能不能用动物毛制备炭材
料来吸附工业废水呢？

通过查资料，我了解到目前活性炭
是较好的吸附剂，人们研究主要集中在
寻找碳源及如何提高其吸附能力。目
前，主要的碳源包括椰壳、动物骨等食
品加工的废弃物，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亲戚家附近养牛厂
的废弃牛毛。

经过查阅文献，我知道牛毛主要成
分是角蛋白，含碳量高。为此，我想以
废弃牛毛为原料，设计制备多孔炭材
料，并探究其吸附性能，用于净化废
水，实现废弃资源的再利用，保护我们
的环境。这个想法得到了指导教师黄雅

钦教授的肯定，在她的指导下，设计了
课题的研究方案。

这个课题我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期间也经历多次失败，遇到了不少困
难，但在导师和大家的帮助下，我都逐
一克服，最终实现了预期的目标。采用
活化炭化法成功设计制备了对亚甲基蓝
具有高吸附性能的牛毛基多孔炭，其吸
附能力高于市售炭。为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创新性地将吸附后得到的含亚甲
基蓝多孔炭作为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
料，发现其具有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具
有接触内阻小和比容量高的优势。这不
但为废弃动物毛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
新手段，也为废水净化提供了新型高性
能净化剂和高效的新方法，为高性能超
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制备提供了新途
径，实现了废弃资源的再利用。

此项研究项目获得了33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大赛科技创新项目一等奖、第
十七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等荣
誉。

克服困难、磨练耐力，对探究着迷
这两年多的科研经历，是我人生路

途上对科学认识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在
我眼中，昨天的垃圾，今天成为了宝贵
的资源。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牛毛炭具
有高的比表面积、且含硫，所以其对亚
甲基蓝有高的吸附能力，但是脱附过程
将需要较复杂的过程，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曾一度让我灰心。
但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坚持继续研

究，并找到了将其应用于新能源材料的
可能性。这不仅为污水净化后吸附剂的
利用找到了新方法，更为新能源材料制
备开发了新途径。这个过程增加了我克
服困难的耐力，更增加了我对探究的着
迷。

看到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看到自
己的努力得到认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废
弃物变成了资源，都让我感到了莫大的
快乐。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的热爱科
研这项工作。

参加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几位资深
的老院士也不辞辛劳，与我们学生们一
起讨论，给我们提出很多改进建议。像
这样的科学家身上许多的品质令我所折
服与向往。他们敏捷的思维、强烈的责
任感、刻苦钻研的精神、乐观向上的态
度、无私奉献的品质，都愈发的让我明
白的身为一名科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
这段科研经历，坚定了我要成为科学家
的信念。我要以这些科学家为榜样，努
力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的科学梦。

（作者系北京市第五中学高中学
生。科学通讯社供稿）

日前，以“黄河曲 民族魂”为
主题，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会员文
化艺术节拉开序幕，会员单位的各
个学校通过唱黄河、写黄河、画黄
河等多种形式，纪念黄河大合唱诞
生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我心中的黄河”作品展旨在使
青少年学生通过绘画、摄影形式展
现心中的黄河，抒发爱国情怀，增
强爱国精神，助力青少年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自此，本报陆续刊
出在文化艺术节征集评选出的部分
优秀作品。

工业废水与废弃牛毛，本是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垃
圾”，在北京五中王梓宁同学眼中，却成了宝贵的资源。经
过近两年的科研努力，梓宁同学的“以废弃牛毛为原料制备
多孔碳及其在废水净化中的应用”项目，获得第 33 届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大赛科技创新项目一等奖，第十七届北京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奖等荣誉。

从儿时对科学的向往，到今天的亲身体验，科研激发了他学
习的主动性，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坚定了他突破困难的信心——

科 学 探 究 给 我 带 来 无 穷 乐 趣
□□ 王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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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符合正常逻辑的座次和最后
的晚餐现有座次对比。

下图：鲁本斯，《最后的晚餐》，约
1630-1631，布面油彩，米兰布雷拉宫画
廊 304 cm × 250 cm （120 in × 98
in）。这幅作品安排了戏剧一样的舞台，
将耶稣凸显出来，其他门徒则被弱化，
这种效果并不是列奥纳多所追求的。

“我心中的黄河”作品展示

科普时报讯 6月13日，从中国科协
获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
神，让更多的青年人走进科技工作者的
内心世界，让科学家成为受人尊崇、令
人向往的职业，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
学也偶像”——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
活动于近日正式开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
要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力量。
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大

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
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广泛动员科技工
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生
动呈现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热爱生活、
多才多艺的真实的科技工作者形象，让科
学“潮”起来，打造时代新偶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主办方希望以新
的传播方式，让更多青年人通过手机、短
视频等方式了解科学家的世界。科技日报

社作为活动承办方，将牵手网易、抖音和
快手等作为大赛支持平台，为全国科技工
作者以及热爱科学、热衷科研的年轻人搭
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交流平台。

为在全社会掀起弘扬科学家精神宣
传热潮，主办方将开展系列活动。包
括：“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我和
祖国心相映”创意微视频征集、“寻找最
SCI 的十个故事”微电影拍摄以及迈向
2020——“科学家精神”跨年盛典等。

据介绍，“科学家精神”短视频作品

时长不超过1分钟，从一个小场景、小故
事，生动呈现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热
爱生活、多才多艺的真实科技工作者形
象，展现科学家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崇高
的人格魅力。作品上传地址为 kex-
ueyeouxiang@163.com，上传时间为 6 月
15日-9月15日。而“我和祖国心相映”
创意微视频作品时长不超过15秒，要求
结合所从事的相关工作，通过独特视
角，以国旗为元素进行创意拍摄，向祖
国母亲致敬。

让 科 学 “ 潮 ” 起 来 打 造 时 代 新 偶 像

DOU知短视频科普知识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士、抖音科普顾问团成员匡廷云表示，本次大赛社
会反响惊人，足见短视频已经成为助推科普、传递
科学精神的重要平台。优质科普内容通过短视频平
台传播，可以为科普开拓更多的市场，同时将科学
注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匡廷云表示，获奖者的作品从一千多件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肯定和好评，这给今
后科普短视频的制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次大赛也
给了所有热心科普、喜爱短视频制作的青年学子、科
研工作者一个舞台，让他们可以把科学知识、科学思
想融汇到短视频中，展现自己的创意和智慧。而大赛
投稿视频最终的播放量累计超过3.8亿次，展现出公
众对获取科学知识的旺盛需求。“科普内容在抖音短

视频平台上表现出惊人的传播力，这说明社会对科普
内容的需求十分旺盛。”

另外，对于此次大赛，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都表
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并精心组织队伍参赛。通过此
次大赛，学生、教师、科学家、科研一线工作者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被充分调动，并在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
内形成一股介绍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
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热潮。

匡廷云表达了对于短视频持续推动全民科学素
质提升的期许：通过 DOU 知短视频科普知识大
赛，优质的科普内容可以借助短视频平台实现更好
地传播，这对于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都具
有重要意义。“就科普而言，短视频应该成为一个重
要的传播形态，而且甚至成为主流的传播形态。”匡
廷云说。 （陈杰）

短视频应成主流的全民科普平台（上接第一版）
黄曾华结合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做

了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开发创新》 的专
题报告。他介绍说，天玛公司智能化开
采技术已由原先在黄陵矿实现的可视化
远程干预型智能化无人开采的“智能化
开采 1.0”升级为“智能化开采 2.0”在转
龙湾矿实现“工作面自动找直 LASC 技
术”，并逐步迈向基于透明工作面智能割
煤的“智能化开采 3.0”，计划 2030 年达
到 全 智 能 自 适 应 开 采 的 “ 智 能 化 开 采
4.0”。他还进一步介绍了综采自动化技术
的发展，展示了天玛公司的智能化开采
技术，并指出了无人化开采的发展方向。

唐恩贤长期在煤炭工业一线工作，先
后荣获煤炭工业优秀矿长、全国资源综合
利用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曾带
领攻关人员完成 《中厚煤层国产综采装备
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研究与应用》 等重大
攻关成果。结合工作实践和科研探索，他
详细介绍了智能化开采技术在黄陵矿业的
推广应用成就，并展望了未来发展思路：
以建设智慧矿区、无人矿井为目标，力争
到“十四”、“十五”末建成以智能化采
煤、智能化掘进，无巷道、无煤柱以及工
作面无人开采为主要内容的“两智三无”
智慧矿区。

活动中同时开展了同主题科普图书的
捐赠仪式。中国煤炭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康淑云介绍了科普图书 《神奇
的无人化采煤》 的主要内容和创作动因，
并向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
院和应急管理与安全学院赠书。

科普时报社及其科普全媒体平台组织实施的这项科
普活动，自 2018 年 6 月创办以来，受到中国科协、科技
部等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高校师生广泛欢迎，视
频在中国科普网、科米直播、北京时间等网络平台广泛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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