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日至10日，第七届北京国际科
技电影展将在北京科学中心、北京天文馆、
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朝阳规划
艺术馆5个场馆联合展映。本届影展以“科
学之美”为主题，将展映来自14个国家的
37部优秀科技电影，涵盖2D、3D、球幕和
4D动感多类型影片，内容涉及月球探索、
动物萌宠、科技达人、恐龙灭绝等题材，引
领观众探索科学的奥秘，感受艺术的魅力，
踏上科技电影视觉奇幻之旅。

令人欣慰的是，影展共有 17 部国产
片，占全部参展影片的46%，其中包括我国
首部3D探月科普影片《奔向月球》和极具
震撼力的4D影片《撞击与生命》。《奔向月
球》聚焦“中国探月工程”，全面介绍了该
工程从探月到登月再到驻月三个科学探测的
全部阶段。《撞击与生命》以地球生命演化
历程为主线，着重介绍了恐龙从2.3亿年前
在地球上出现，到6500万年前突然灭绝的
兴衰盛灭历史。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的9月中旬，我和同
事一行刚参加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译作卑诗
省）举办的“2019大银幕影院协会年会”，会上展映的20
多部科技电影由加拿大IMAX公司、美国MFF影片公司等
制片巨商精心打造，包括《宇宙的奥秘》《阿波罗11号》

《触摸星空》《吴哥窟：失落的柬埔寨文明》《古代洞穴》
《恐龙DANA》《隐藏的太平洋》等优秀科技电影。遗憾的
是，无一部是由中国拍摄，着实令人汗颜。据常年参加协
会业内活动的圣瞻影业公司负责人、新西兰籍华人邱明春
先生介绍，中国科技电影鲜有参加展映的，希望我们加
油。这真是：“卑诗九月劲秋风，花盛林茂枫色浓。各路
英豪呈新片，全球银幕竞缤纷。杵磨悦目提科素，柯烂赏
心助启蒙。空手会盟羞华客，何日呈献亦惊鸿？”

大银幕影院协会是世界大银幕电影行业性联盟，旨在
推动全球大银幕电影发展和全球大银幕设备更新，以及大
银幕影片制作发行。协会成员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260
余家单位，中国科技馆为会员单位之一。年会活动内容包
括新片展映、商业洽谈、学术研讨、佳片颁奖等，同时全
天播映参展优秀影片。这次展映的《大熊雨林》影片给与
会者留下深刻印象。该大型纪录片由加拿大和美国MFF
影片公司联合拍摄制片，是第一部以加拿大原住民为主题
的影片，展示了大熊雨林这个隐藏在地球上最僻静荒野的
美丽风光，首次通过IMAX巨型屏幕让观众体验到了震撼
人心的自然景观和缤纷动植物世界。

大熊雨林地处北美，南起加拿大卑诗省发现群岛，北
至美国阿拉斯加最南端，海岸线绵延400多公里，占地面
积6.4万平方公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其为：“北美
最野性的地方”。熊是这片地球上最大原始温带雨林的主
人，因此，这里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地名“大熊雨林”。

大熊雨林古树参天、雨水充沛，湿润的气候和茂密的
森林给无数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其生命数量超过
亚马逊热带雨林。在这块地球上仅存的温带雨林里，生活
着包括地球上最稀有的白灵熊在内的大量野生动物，以及
已在这里生活超过了一万年的原住民。正是这些原住民保
护了这片极为珍稀的领地，影片中白灵熊与原住民亲密无
间、和谐相处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让人感动不已。

据悉，《大熊雨林》创作团队单在大熊雨林地区拍摄就
花了三年时间，拍摄地沿太平洋溯流而上至鲑鱼河谷，从北
落基山海岸山脉至冰雪覆盖的阿拉斯加，拍摄的动物包括森
林中的海狼、灰熊、黑熊，海里的海獭、座头鲸、海狮，河
流中的鲑鱼，以及空中飞翔的白头鹰、花魁鸟等。其中憨态
可掬、笨重可人的白灵熊最为瞩目，它是大熊雨林最为独特
的动物，现存预估不超过400头，比中国的野生大熊猫还要
珍稀。白灵熊实际上是黑熊，因披着乳白色的毛皮而得名，
据说平均每10头黑熊才有可能孕育出一只白灵熊。

我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即4月22日，曾在中国科技馆
主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上观看过《大熊雨
林》，此次重温，又有新感触，特作诗一首，祈愿各国人
民携手保护环境，珍惜地球这一人类共有的家园：“大熊
雨林在美加，千年古柏老藤爬。遮天蔽日涵水富，绕石缠
林取景华。人迹罕至动物幸，客影常来环境差。难得地球
存净土，珍惜敬畏莫糟蹋。”

参加大银幕影院协会年会期间，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中
秋节，身处异国他乡，在驻地一中餐馆饭后赏月，不免思
乡念故，感慨万分，遂赋诗一首，以表情怀：“冰轮皎洁
耀寰球，异域游子悲中秋。冷蟾幽泻滋牵挂，温壶殷倾溢
离愁。食丰味疏思团饼，花繁香陌念忘忧。借得浮云伴月
去，梦里婵娟同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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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摄影于我是与哲学无关的。我
在高中阶段（1970年-1973年），就开始摆
弄相机，那时家里有一台 135 的海鸥相
机，是胶卷相机。一个胶卷可以拍摄35张
相片，有时卷的仔细，可以多挤出一张。
因胶卷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再加上经济
所限，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制作照相放大
机，自己买显影定影液，冲洗照片底板，
然后放大，玩摄影的另一方面。

到了大学，我读的是物理，也和喜欢
机器制作有关。当然，因为家里父母是搞
建筑的。特别是母亲，作为内蒙古比较知
名的建筑师，设计过赛马场等体育类型的
多个建筑。母亲经常在家里支起图版画建
筑渲染图（水彩或水粉），所以，我虽然
绘画是自学，但也受到家传影响。

对于我而言，是先喜欢上摄影，然后
才逐渐走上科学哲学研究之路的。不过，做
科学哲学之后，我跟随导师沈小峰先生做自

组织科学哲学，它是以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
中的新三论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特别是到了
1980年-1990年，混沌与分形理论火起来的
时候，分形几何学和混沌也是有大量生动丰
富多彩的图像，一缕烟以混沌的方式运动起
来，并且被高速摄影下来，构成的动态图像
那也是非常美丽诱人的。而分形的自相似变
化、嵌套的图景，则更为迷人。这时的“自
组织科学哲学”研究开始和图像，以及相关
摄影关联起来了。

2000年以后，我的哲学研究转向“科
学实践哲学”，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就是
其哲学问题即“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
识研究，必然涉及本土知识，如民族植物
学，命名，民族性的建筑（本土有特色的
建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这使得
原本出身于建筑家庭的我，似乎很自然地
就找到了与摄影的关联。在参加学术会议
时，开始有意地用相机拍摄一些少数民族

的建筑等，此时，也开始注意到不同地区
的鸟类。

鸟除了留鸟、候鸟等区分外，其分布
也很有意思。另外，鸟类的命运也与生
态，以及人类关联在一起，有一本书的名
字就叫《鸟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特
别是，当休闲散步时，如果带着相机，在
清华园和圆明园经常可以看到好多过去不
曾认识的鸟，于是，不仅开始观鸟拍鸟，
同时，也通过鸟类图书等手段认识鸟。

后来，博物学在国内逐步兴起并掀起
热潮后，我更意识到自己做的科学实践哲
学中的地方性知识里，鸟类与生态、地域
的关系知识，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才
把拍鸟与哲学关联起来。

最近，我看到《鸟类的天赋》一书，
翻阅之后，更为惊讶，鸟类中也有各种极
为聪明智慧之士，如渡鸦等。不同种类的
鸟，在心智、歌喉、审美、时空感与工具

制造，以及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方面，都
有不同的超越人类想象的表现，这令我对
于观察与拍摄对象有了新的认识。我不再
把它们仅仅当做拍摄对象，开始在拍摄中
也注意到它们的行为举止，这就是我的非
人类朋友。从拍摄再到拍摄中去研究它
们，把其作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
研究的朋友与研究对象，这让我的拍摄才
真正与哲学关联起来。

对于我的鸟类朋友的关注 （包括摄
影），培养了我对于大千世界多样性的热
爱，更加持有一种博物情怀。关注和爱护
鸟，对于持有多元主义思想观念立场的加
深，以及非人类的动物（包括鸟类以及其
他）和其他行动者的尊重、能否站在他者
的视角思考问题，都有一定的帮助，这也
是地方性知识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
补充，更是摄影爱好与持有博物情怀的题
中之意。

博 物 情 怀 ： 摄 影 、 拍 鸟 与 哲 学
□□ 吴 彤

在北京，鹡鸰在河边、湖边比较常
见。因此，几乎每年都可以在清华园的
工字厅湖和圆明园湖边见到它们的踪
影。我先后在清华与圆明园里，看到过
三种鹡鸰，它们分别是白鹡鸰、灰鹡鸰
和黄鹡鸰。

与其他两种鹡鸰相比，白鹡鸰容
易区分一些，它的身体颜色主要有
白、灰与黑色三种。而灰鹡鸰和黄鹡
鸰，则就不太容易区分。一是它们身
上都有黄色，二是它们也都有大片的
灰色、黑色。后来，我在画它们时才
注意到，灰鹡鸰与黄鹡鸰两者的主要
区别：首先，灰鹡鸰头部没有黄色，
黄鹡鸰头部有黄色；其次，灰鹡鸰身
体一般比较纤细、瘦长；最后，黄鹡
鸰比较胖些。

这三种鹡鸰都很可爱。其可爱之处
在于，它们是特别机灵的鸟，叫“鹡
鸰”恰与“机灵”谐音，与麻雀在地面
跳跃不同的是，它们在地面时，两腿分
开一路小跑，常常走走停停，一旦停下
来，就会昂起头，四处张望。并且尾巴
也会上下有规律的振动，感觉遇到危险
了，就会迅速飞开。飞翔时呈波浪形。
鹡 鸰 均 列 入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2009年鸟类红色名录ver 3.1。

鹡鸰是有典故的，据《毛诗正义》
卷九之二 （小雅. 鹿鸣之什.常棣） 记

载：“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
朋，况也求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汉·毛亨传
记载：“脊令，雍渠也。飞则鸣，行则
摇，不能自舍耳。急难，言兄弟之相救
于急难”。东汉·郑玄笺注：“雍渠，水
鸟，而今在原，失其常处，则飞鸣鸣求
其类，天性也，犹兄弟之于急难”。可
见，古代对于鹡鸰的记载也是出神入化
的，寥寥数笔，便勾勒了鹡鸰的神态。
且常常用鹡鸰这种飞鸣而求其类一样表
达兄弟情义。

田园诗人孟浩然常常写鹡鸰。如：
俱怀鸿鹄志，昔有鹡鸰心。孟浩然

——洗然弟竹亭
平生急难意，遥仰鹡鸰飞。孟浩然

——送王五昆季省觐
壮志吞鸿鹄，遥心伴鹡鸰。孟浩然

——送莫甥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
早闻牛渚咏，今见鹡鸰心。孟浩然

——送袁十岭南寻弟
杜甫也有与鹡鸰相关的诗词，如：
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唐杜甫

《得舍弟消息》诗之二
我们对待兄弟朋友，能够像古人比

喻的鹡鸰一样吗？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

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谓 之 兄 弟 情 谊 的 鹡 鸰谓 之 兄 弟 情 谊 的 鹡 鸰谓 之 兄 弟 情 谊 的 鹡 鸰
□□ 吴吴 彤彤

图1：白鹡鸰（拍摄于清华园工字厅湖，
2018年3月7日）。

图2：灰鹡鸰（摄于圆明园，2018年4月
24日）。

图 3：黄鹡鸰（摄于清华园工字厅湖，
2017年11月28日）。

图4：黄鹡鸰（绘画：吴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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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是红藻门原红藻纲红毛菜目红毛
菜科紫菜属上百个种的统称。

我国从海南一直到最北方海滨都有紫
菜生长，常见的并已经进行人工养殖的有
甘紫菜、条斑紫菜、圆紫菜、长紫菜、坛
紫菜、边紫菜等。它们在颜色、边缘细胞
形状、藻体厚度等方面，各有不同。其中
的坛紫菜（Porphyra haitanensis），为我国特
有，学名中的种加词“haitanensis”来源于
福建省平潭县的“海坛岛”。而海苔，是条
斑紫菜加工制成的。当然，并非所有的紫
菜都适宜被加工成海苔。

以甘紫菜为例，在它的生活史中，既
有通过产生的单孢子进行的无性繁殖，又
有精卵结合的有性繁殖。其呈叶状 （叶状
体） 的是配子体 （n），丝状 （丝状体） 的
是孢子体 （2n）。所以，紫菜的生活史中有
丝状体和叶状体两个阶段。

更有趣的是，紫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
果孢子生长时期竟然是在贝壳中度过的。
1949年，英国K.M.德鲁博士首先发现这一
现象，这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
道路 。说来也巧，当时德鲁的实验室资金
十分短缺，无法购买培养紫菜用的烧杯。

于是，她到海边捡了许多大贝壳，洗刷干净后充当烧杯使
用，因此，发现了紫菜的这个小秘密。在日本，每年4月
14 日，从事相关紫菜生产的农民会聚集在 Sumiyoshi
Shrine 公园，以纪念德鲁博士，并称她为“海的母亲”。

而在我国，也有一位在海藻养殖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
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呈奎，我国海藻学的奠
基人之一。曾呈奎院士查清了我国海藻资源的分布及区系
特点；弄清了紫菜的生活史；解决了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紫
菜、海带栽培和海带南移栽培中的关键问题；首次在我国
发现了原绿藻，开拓了海藻比较光合作用和进化的研究领
域；推动了我国海洋水产事业的发展，对世界水产事业也
产生了影响。

被称为“神仙菜”的紫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
质、灰分、碘、胆碱、维生素等。其中，蛋白质含量因紫
菜种类及生长时间、地点等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占紫
菜干重的25%～50%，远远高于一般的蔬菜。生长初期的
紫菜蛋白质含量较高，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蛋白质含量有
所降低。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 及维生素E 的含
量，均高于牛肉、鸡蛋和陆生蔬菜中的相应成分含量。此
外，干紫菜中约 1/
5 是膳食纤维，有
利于肠道健康。

（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海洋科普专业
委员会供稿）

近年来，由于我拍摄了不少鸟类图片，很多人就问：你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为什么喜欢拍鸟？拍鸟，更大而化之。那
摄影与哲学有关系吗？言外之意，也有“摄影对于你的哲学研究是有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的疑问在其中。

前往鼓浪屿是一天之中最灼热的中午。从人流涌
动的厦门码头登上开往鼓浪屿的客轮，毒辣的太阳从
舷窗照射进来。热情的太阳，让我赶紧撑起遮阳伞缴
械投降。

“碧波连碧空，白帆载白云。”经过大约10 分钟的
航行，在内厝澳码头登岛。这里天空湛蓝，几撇白云
斜挂天际，碧绿的岛屿，广袤的大海，岛上突兀几处
礁石，一些红瓦白墙的别墅掩映在翠绿之中，仿佛是
一处纤尘不染的海上桃源。

上岛迎面就是一片密林，几棵高大的榕树遮天蔽
日，我们随即躲到树荫下遮阳。榕树树干丛生出许多
密密匝匝的根须和枝蔓，一直垂到地面。青丝绿云，
幽发三千，待卿长发及腰，少年归来可好？

鼓浪屿不大，面积仅有1.9平方公里；不高，最高
峰的日光岩只有 92 米；人口不多，常住居民也就 2 万
人。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岛，2017 年却成功申遗，到
底它的魅力何在？我们开始走马观花。

鼓浪屿用返璞归真的执着，还原了宁静，保护了
一方环境。岛上禁止一切机动车辆的行驶，每位游客
只有戴上耳麦，才能聆听导游的讲解。观光游览，看
图“听”话，这里的旅游静悄悄。

哎！一幅熟悉的画面浮现眼帘：阳光、沙滩、海
浪、棕榈树，立刻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台
湾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这里的景观和澎湖湾是如此
的相似，带着南国异域情调，唯独不见了老船长的身
影。

绿韵在眼前曼莎挥舞，轻轻一嗅，空气中弥漫着
浓郁的芳香，在琳琅满目的芳草绿荫中可以邂逅自然
的气息。鼓浪屿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很
高，各种乔木、灌木、藤木、草木植物品种繁多，显
得绿色是那么恣意和随性。

夹道欢迎的有菊花、米兰、鸡冠花、地雷花、一
串红，野牡丹惊艳，扶桑摇曳，绿萝飘逸，常青藤爬
满山墙，三角梅尽情绽放，凤凰树玉树临风，鱼尾葵

“鱼尾”摇摆，大王棕像等待发射的导弹。见空植
树，有缝种花，每个角落，都点缀着花花草草，有一
种发自内心却又自然而然的绿化意识，蓬勃的绿化，
树木葱郁，繁花茂草，让这里无愧“海上花园”的美
称。

鼓浪拍涛，海风拂屿。鼓浪屿名字还有一个浪漫
的传说。岛西南海滩上有一块两米多高、中间有洞穴
的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海浪拍击礁石，声似擂鼓，
人称“鼓浪石”。“屿”字意思是起伏较小、面积不大
的岛称为“屿”，鼓浪屿因此而名。

走到鼓浪石，稍事休息。灼热的气温让我有些口
渴难耐，赶紧买个冰冻椰子，猛吸几口，瞬间一股清
甜，凉透全身。乘兴挽起裤腿，踩着软绵绵的沙子，
到海边嬉戏，任凭海浪打湿裤脚，悠然地享受“会当
击水三千里”的惬意，感觉生活就应当这样透明、简
单、轻松。

海岸是那么蜿蜒曲折，海滩却比较平缓，岛礁耸
峙叠翠，峭崖偶露峥嵘，山势起伏，错落有致，移步
换景，步步不同。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毓园
等著名景点比比皆是，它像小家碧玉，藏在深闺，一
旦露面，惊艳无比。这是一幅“无处不风景、无处不
浪漫”的立体画卷。

这还是一座浸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小岛。小岛现
有钢琴、风琴、唱片、鱼骨、外国文物、名人蜡像馆
等60多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展馆和旧址。正在实施

“全岛博物馆”计划，让一栋栋老建筑、一座座老旧
址、一个个老物件变成“活”文化，继续讲述百年鼓
浪屿的人、事、物。漫步小岛，我们不知道该看哪
里，索性听过且过，权当来过。

这里海浪低吟，礁石浅唱，海滩附和，丛林伴
奏，到处都有天籁之音，有一种激发骨髓的音乐灵
感。从旋律优美的 《鼓浪屿之波》，到为“金砖会议”
谱写的新歌 《浪漫的乐章》；从兴建的钢琴码头、琴
园、旋律广场，到石板上雕刻的五线谱；从举办的国

际钢琴音乐节，到家庭音乐会等，感到这是一方琴键
飞扬、音符飘香的音乐原乡，音乐无处不在。

泛着历史的沧桑和醇厚，凝聚了近代中外建筑的
精华、智慧的别墅、旧址、故居，在此完好地保留汇
集，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可谓栋栋有风情、
家家有典故。厦门市政府对重点建筑逐个挂牌保护，
牌子上标明编号、街道号码、建筑名称、兴建时间
等，建筑外观一律保持原样。我们看到最老的一栋建
筑叫“吴添丁阁”，建于1890年，距今已有129年的历
史。名字虽直白，但却是启蒙学堂旧址，著名医学家
林巧稚曾在此接受启蒙教育。

“品一盏香茗，拾一段心情”，这里的每一道风景
都能让游客留步，都摇曳着风情，能轻而易举地映入
每个人的眼帘，打动每个人的心弦。一个个古老的门
楼，一段段斑驳的砖墙，一趟趟油亮的石板路，一个
个倒伏却保护的古树桩，透露出“典雅又复古、浪漫
又写意”的韵味。走进街巷，恍惚中可以找到前世，
朦胧中出来可以寻回今生，时光仿佛在此停滞，每个
人都会不由自主寻觅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

徜徉在鼓浪屿的浪漫风情里，人生会因为一个岛
屿流连忘返，更会记住 《百年孤独》 作者马尔克斯的
一段话：“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
日子。”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大队长）

浪 漫 鼓 浪 屿
□□ 侯 军

如果说厦门是一位飘逸潇洒的大哥，那么鼓浪屿就好似浪漫妩媚的小妹。他
们隔鹭江相望，却情意绵绵,韵味隽永，演绎着缠绵悱恻的情感故事。

鼓浪屿人家 侯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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