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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课堂

行行
摄摄

拍摄暗调风光照片在
于表达厚重感和神秘感。
对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来说，
拍暗调照片宜选择早晨或
傍晚，在逆光或侧逆光下
拍摄景物所呈现出的深沉
影调。总的来说，拍摄暗调
风光照片有三个技术要点。

曝光要减 大面积的灰
暗环境会导致相机的测光失
误，极易造成局部的浅色调
曝光过度，所以在拍摄时通
常要使用曝光补偿功能进
行“减曝”修正。具体“减”
多少要视场景而定，总的原

则是高光部分层次不溢出，
暗影部分细节有保留。

主体要小 在拍摄暗调
风光照片时，一般都用大面
积的暗调去衬托小面积的
亮调，而被衬托的亮调如果
占画面比例过大，就失去
了暗调照片的画面特征，
同时也会削弱画面主体的

表现力。
对焦要准 相机的自

动对焦模式是大多数摄影
人的喜爱，这种模式的对焦
倾向会选择一些靠近画面
中心或有明显色差的物体
进行合焦，而我们确定的拍
摄主体如果不在它的对焦
范围的话，就很容易被忽
视，造成对焦不实。因此建
议优先使用手动对焦，虽然
效率低一点，但能确保对焦
准确。（文、图/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山东日照市老年
大学副校长）

拍暗调风光片注意减曝■读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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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自古以
来，洞庭湖就是著名的
鱼 米 之 乡 和 旅 游 胜
地 。本书采用地 图 的
表达方法，从时空视角
图解自春秋战国以来洞
庭湖的变迁历史，也展
现了洞庭湖的现代治
理轨迹。

■新发现

地球之外
首次发现磷

英国《自然》杂志上
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称：

“卡西尼”土星探测器收
集的数据显示，“土卫
二 ”上 存 在“ 生 命 之
磷”。“土卫二”是土星的
第六大卫星。该研究团
队称，他们在“土卫二”
内部海洋喷出的冰粒
中，发现了高浓度的磷，
至少是地球海洋中磷浓
度的 100 倍。这也是首
次在地球以外的海洋中
发现磷这种基本元素。
但科学家们强调，在“土
卫二”或太阳系除地球以
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仍然
还没有发现有生命的存
在。（摘编自《羊城晚报》）

笔法之说常常矛盾

书 法 临 摹 的 终 极 目
的，主要是获得笔法，笔法
决定了字形乃至个性风
格，也决定了创作能力的
提升。历代有关笔法的探
讨、著述很多，比如张怀瓘

所著《用笔十法》就极具实
用性，但翻阅一些典籍和
古代书家临摹的画像，亦
不难发现，诸多笔法之说
常有矛盾之处。

最典型的就是执笔的
松紧，一边是有关“拔笔
管”的记载——王羲之抽
儿子献之的笔，因拔不出
而高兴，一边是苏轼主张

“把笔无定法，但使虚而
宽”。两者明显对立。问
题在于，“紧”到底有多紧，

“宽”到底是多宽，并无绝
对的标准。在不断的演绎
中，有关“宽”的描述，还有

“能塞一个鸡蛋”之说，强
调“指实掌虚”。但问题
是，鸡蛋大小有不同，手掌
也是，这又如何定论？还
有执笔的高低问题，前人
有的主张“高捉管”，反之
也有主张“低捉管”的，同
样让人左右为难。

三指执笔更为主流

执笔法通常以手指接
触笔杆的数量来加以区
分，主要有二指、三指、四

指、五指，总的来说，三根
手指执笔最流行。汉朝人
拿毛笔，如同攥着拳头，被
称为“握管法”。山东临沂
所出的汉画像，仓颉执笔
用的就是握管法，现在被
奉为古法和正统。

然而，同样是三指、二
指，还要进一步看无名指、
小拇指是否悬空，又有单
钩、双钩之分。这在历代
书家画像中都能找到范
例。比如南宋陆信忠《十
王图》中，执笔者就是典型
的二指单钩法。《西园雅集
图》卷中，所示苏东坡执笔
为三指单钩法。在清代一
些画像中，康熙、乾隆执笔
以三指双钩法居多。

今非昔“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这些画像是研判古人笔法
的重要依据，但也不能将

其奉为圭臬。一方面，这
些画像有没有来自于想象
的虚构？特别是后来人的
拟古之作，有没有加工的
可能？这些问题不得而
知。另一方面，还要考虑
社会环境、思潮等因素变
更对笔法的影响，比如椅
子的出现，使得坐姿发生
改变，对笔法的影响就是
最直接的。

因此，对今人来说，研
究执笔姿势，不可能完全
复古。归根结底，需要结
合个人的实践来检验，哪
一种最适合自己。正如书
法家邓散木（1898—1963）
所言：“（习字者）等到熟练
之后，无论怎样执笔，能运
用自如，工具的性能摸得
熟透了，到这时候，无论你
怎样去使用，它都乖乖地
听受指挥，自然无所不可。
古人说‘执笔无定法’，就是
这个道理。”

执笔无定法，关键要舒展
央视近期播出的《中

国书法大会》节目颇受好
评，不过，30位书法爱好
者现场临写经典书法作
品时的握笔姿势不一，却
引发网友热议，甚至有人
说节目中有书友的执笔
姿势是错误的。毛笔到底
要怎么握？这其实也是很
多书法爱好者纠结的问
题。（摘编自《北京晚报》）

人类祖先同类相食？

一块带有石器切割
痕迹的腿骨化石可能是
远古人类互相残杀并吃
掉对方的最早证据。6
月 26 日，《科学报告》描
述了这块 145 万年前的
古人类骨骼化石，其特
征与大约同一时间在动
物骨骼化石上发现的屠
宰痕迹相似。这些划痕
位于切除肌肉的最佳位
置，表明它们是切割尸
体作为食物而造成的。

“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这一古人类个体像其他
动物一样被屠杀以供食
用。”研究报告合著者、美
国史密森学会古人类学
家Briana Pobiner说，这
一发现令人震惊。（摘编
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