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自然光拍摄

尽管美食摄影大多是
在弱光条件下完成的，但
我们可以巧妙利用自然
光，使拍出的照片更贴近
生活，更有亲切感。

在餐厅就餐时，如果
想获得较好的光线，最好
能够坐在临近窗口的位
子，玻璃窗以及纱窗帘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柔化光
线的作用。如果你要拍摄
的食物在画面中比较暗
淡，可以找一张白纸，让它
临时充当反光板的角色。

利用照进室内的自然

光时，可能会受到灯光的
影响，因此还要控制照片
的白平衡。当自动白平衡
功能无法准确还原真实菜
色时，可以将白色的餐盘
作为参照物，进行自定义
白平衡设定（有此功能的
手机通常需切换到“专业”
拍摄模式，再点按“WB”调
试）。当然，你也可以有针
对性地调整白平衡，以增
强照片的色彩表现力，营
造冷暖色调。

利用虚实变化突显主体

对于餐厅里的菜肴、
糕点等美食，如果仅仅采
用焦平面与餐桌平行的拍
摄方式，往往会带入杂乱
的背景，视觉效果不佳。
因此，拍摄时宜低角度侧
拍，调整景深三要素（光
圈、焦距、拍摄距离），使用
大光圈，靠近被摄体拍摄，
可以获得更浅的景深，从
而营造画面的立体感，突
显主体。

同时，可以采取开放

式构图（将拍摄对象部分
收入画面）的方式，放大食
物局部，更能体现食物的
细节，让画面变得饱满。

要提醒的是，餐厅中
的各种美食都经过厨师精
心的设计，力求色、香、味
俱全。你也可以自己动手
调整餐盘中菜品或其他点
缀物的位置，以获得最佳
表现效果。拍摄西餐时，
画面中可以适当增加刀
叉、红酒、高脚杯等道具，
起到烘托氛围的效果。

提高画面的剧情表现力

拍摄美食还要注意增
加画面的戏剧性，也就是
让人物参与进来，创造照
片的互动感。举例来说，
拍一张中规中矩的汤泡饭
的照片，不如拍下将热汤
淋到白米饭上的刹那；与
其拍一个完整的烤面包，
不如先切走一两片摆在旁
边，这样看起来更有食欲；
如果在家做一盘麻婆豆
腐，拍摄备妥的各种食材

和烹饪过程，比单独的成
品照更有趣。再如，拍摄
一份美味的蛋糕时，模拟
食客伸手做取食状，就更
能彰显垂涎欲滴、迫不及
待的情境，让画面的剧情
表现力大增（如图）。

这些技巧，你都学会
了吗？如果您有得意的美
食摄影作品，或者对美食
拍摄有其他疑问，赶紧扫码
加入“快乐老人报乐学课堂
群 ”一 起 分
享、交流吧！
还 有 更 多 课
程在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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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摄摄 手机拍美食，请自行加“戏”
美食摄影既是商业

摄影的重要门类，又是
影友们日常拍摄的生动
小品。温馨的餐馆、美
味的菜肴、精致的餐具
……都可以成为理想的
拍摄对象。不过，想要
用手机拍出“刷爆”朋友
圈的美食照，还需要掌
握一些技巧。（摘编自

《摄影世界》《老年教育》）

热播剧《谯国夫人》将
岭南巾帼英雄冼英的事迹
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在
服饰史学家、南京晓庄学院
客座教授黄强看来，剧中人
物的服饰并不具有六朝“褒
衣博带”的风格特点。

黄强表示，《谯国夫人》
剧情以六朝的梁、陈为时间
段，并以岭南地区为主要故
事发生地，又有苗王族人，
剧中出现六朝服饰与黎族
服饰、苗族服饰很正常。但
六朝服饰的特点是褒衣博
带，即宽松的大袍形与长长

的宽腰带，衣袖和衣裾都做
得非常宽大。六朝男子服
装有衫、袄、襦、裤、袍，其中
长衫最具时代性；女服款式
则上俭下丰，以窄长的襦为
主，下裙敞开，有飘逸之
态。总的来说，剧中对于六
朝服饰的表现明显不足，

“褒衣博带”“上俭下丰”展
现得很少，缺乏六朝的时尚
审美痕迹。

在服饰细节方面，六朝
时，包裹鬓发、遮掩发髻的
巾帻不再是百姓专属，士大
夫、官吏也戴巾，有平巾帻、

平上帻、纳言帻等。武士通
常着赤帻，以示威仪。不仅
男子戴巾，女性也戴巾。

另外，剧中陈霸先与冼
英结拜金兰这一情节中，陈
霸先身穿缀有金饰的黑色
夜行服，这种款式也属臆
造。历史上，六朝人的夜行
服应是裤褶服。裤褶服来
源于北朝游牧民族，上身着
褶（短身上衣），下身着裤。
传入南朝，改为右衽，袖管
也加大，下身裤管亦变成大
口裤，夜行、作战时再束紧
裤口。（摘编自《扬子晚报》）

热播剧《谯国夫人》少了点六朝遗风■新闻中的学问

“熊孩子”出没，
商代青铜鸮摔坏

美媒9日报道，日前
展出的明尼阿波利斯艺
术博物馆镇馆宝物——
商代青铜鸮（xiāo）被意外

摔坏，起因是一孩童撞倒

了放置该文物的展台。

商代不少祭祀用的

尊都是鸮（即猫头鹰）形，
比较有名的包括分别馆
藏于河南博物院、中国国
家博物馆的商妇好青铜
鸮尊，以及山西博物院馆
藏的商代鸮卣（yǒu）等。
此次摔坏的这件商代晚
期青铜鸮尊，造型优美，工
艺特殊，外壁有浮雕的地
方，内壁有相应的凹陷，学
界认为它可能制造于我国
长江中游地区，或是湖南一
带。（摘编自《扬子晚报》）

■新发现

古人从中国
迁徙到美洲、日本

通过整合现代和古
代线粒体 DNA，研究人
员发现了从中国北部沿
海到美洲的两次迁徙事
件。第一次迁徙事件发
生 在 26000 年 前 至
19500 年 前 的 末 次 冰
期，当时冰盖覆盖面积
最大，中国北方的条件
可能不适宜人类居住。
迁徙者可能是通过太平
洋海岸而不是穿越内陆
无冰走廊到达美洲的。
第二次迁徙事件发生在
随后的冰融化期，大约
在 19000 年前至 11500
年前。得益于气候改善，
这一时期人口迅速增加，
可能推动了向其他地理
区域的迁徙。几乎在第
二次迁徙的同时，同一
谱系的另一个分支迁徙
到今天的日本。5 月 9
日，这项研究发表于《细
胞报告》。（摘编自《中国
科学报》）

流行唱法要善用话筒
流行唱法除了在气声

技巧、混声技巧等方面与美
声唱法、民族声乐唱法有
别，在话筒运用方面也需要
掌握一定的技巧。

话筒不仅能帮助演唱
者对声音进行修饰、润色，
而且许多流行唱法的技巧，
如柔声唱法、沙声唱法等，
通过话筒会得到更好的展
现。此外，通过话筒演唱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演

唱者自然声在音量、音色、
咬字吐字的力度、发音等方
面的不足。

要注意的是，不同的
拿话筒方式会影响到演唱
的效果。当演唱者想要向
听众传递较为柔和的感情
时，要把话筒与嘴唇间的
距离缩短（约两指宽），这
样能够使歌手的情感传递
更加情真意切；而演唱高
音部分时，则要把话筒与

嘴唇间的距离适当拉大，
这样会避免扩音设备产生
噪音影响歌曲演唱效果；
而在直音演唱时，则根据
情感需要、咬字吐字等随
时灵活地调节话筒与嘴唇
之间的距离，这样既可以
给听众一个良好的视听享
受，也可以弥补演唱者在
发声技巧方面的欠缺，使
整个歌曲的表演更加完
美。（摘编自《北方音乐》）

■声乐课堂

生命诞生
或与太阳活动有关

地球上生命如何诞
生？有科学家提出陨石
给地球带来生命所必需
的有机物，也有观点认
为闪电促成地球生命出
现。一项新研究则提
出，生命的诞生可能是
太阳剧烈活动所促成。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日前在学术
期刊《生命》上刊文说，他
们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
太阳活动产生的高能粒
子可能与地球早期大气
中的气体碰撞并发生化
学反应，形成氨基酸和
羧酸，即蛋白质和有机
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据称，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太阳产生的
高能粒子似乎可提供比
闪电更有效的产生氨基
酸的能量。而且，在地球
形成初期，太阳表面发生
剧烈爆发的频率可能较
高，并释放大量高能粒
子。这些高能粒子使地
球早期大气产生有机物
的量可能超过陨石带到
地球的有机物的量。（摘

编自《金陵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