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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
,

我的感情最深
。

每天清晨起床后
,

我的

第一件事
,

就是掀开窗帘
,

看看 阳光怎么样
。

如果是

艳阳东升
,

我会很兴奋 ∃如果是蓝天白云
,

我会高兴得

手舞足蹈
,

把大家叫起来观天
,

让全家人分享这快乐
。

对光的痴情
,

来 自我的爱好
—

风光摄影
,

它是光与

影的艺术
。

在我心里
,

光
,

最有诗情
,

也最有画意
。

谈论光
,

首先要说到光的来源
。

摄影时
,

也要关

注光的来源
。

光源有天然的
,

也有人造的
。

天然光

源
,

最重要的当然是太 阳
。

话说太阳
,

我想起一位诗

人的话
% “

为了看看 阳光
,

我来到世界上
。 ”

这话让人

热爱阳光
,

教人乐观向上
。

唐代白居易 �&&∋ 一 ∀() #写过三首《忆江南》词
,

其

中的第一首
,

是歌颂春天朝阳最有名的作品
。

白居易

曾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
,

江南水乡令他眷恋
。

移居

洛阳后
,

他不时忆起江南的生活
,

于是动情地写道
%

江南好
,

风景旧 曾谙
。

日出江花红胜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能不忆江南 ∗

啊
,

江边的鲜花
,

映着初升 阳光红得像火一样 ∃

春天的江水
,

绿得像用靛青染料染过 的一样
。

江南

的红
、

江南 的绿
,

对 比何其强烈
,

色调何其艳丽
。

江

南景色动人心弦
,

你不能不常常忆起她
。

在描写西湖的诗中
,

最受后人称道的
,

是北宋文

学家苏轼 �� !& 一 � � � #的��饮湖上
,

初晴后雨》
。

他

在杭州做地方官时
,

疏浚西湖
,

挖泥筑堤
,

做过不少

有益百姓的事
。

那诗道出了苏轼对西湖的深情
%

水光激淞晴方好
,

山色空蒙雨亦奇
。

欲把西湖 比西子
,

淡妆浓抹总相宜
。

啊
,

美人一般的西湖
,

我晴天去看望你
,

你波光

闪动
,

是那样明媚 ∃我雨天去拜访你
,

你云雾迷茫
,

是

那样奇妙 + 说到天堂苏杭
,

我会想起漓江黄山
,

想起

三峡泰山
,

想起 张家界九寨沟
。

我到过世界上一些

国家
,

但是最 教人陶醉倾倒 的
,

还是祖 国的明山秀

水
。

那张照片叫《晨雾 苏堤》
,

记下 了我对空蒙苏堤

淡妆西湖的情慷
。

白居易的《湖亭望水》
,

也是我喜爱的
“

西湖诗
” ,

其中有这样一句
%

日沉红有影
,

风定绿无波
。

这诗句
,

既是 诗人 的深刻体察
,

又是诗人 的情感 宣

泄
。

没有 生活
,

或没 有深 情
,

写不 出这样 的文字 +

∋    年 & 月
,

我 曾在西湖侧 畔的汪庄 小住
,

于 日落

时分拍下
‘

旧 沉红有影
”

的美景
,

取 名《情 满西湖》
。

从此
,

每次拿出这照片欣赏
,

便会想起白居易来
。

月亮是人类喜爱 的另一个天然光 源
。

古往今

来
,

多 少人凝 视月亮
,

生发 诗意 灵感
。

屈 原 �约前

! (  ,
前 ∋ &∀ #的《天问》

、

张若虚 �约 ) ) 
一 约 & ∋  # 的

��春江花月夜》
、

李白�& � 一 &) ∋# 的《把酒问月》
、

苏轼

的《水调歌头》
,

都是仰望明月探问天文
、

情理交融想

像丰富的名篇
。

《把酒问月》是从一个科学问题开始的
。

在皎洁

月光下
,

李白手执美酒
、 “

停杯一 问
” % “

青天有月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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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定义透射光的能流透射率 . 二

为透射光能流

与人射光能流之比
,

且由�& #式
、

�� #式和 �/ 0#式
,

则

有

1 分量能流透射率

些叭

以大于人射光的振幅和光强 的
。

这个结论并不违背

能量守恒原理
。

光波的能流 2 定义为光 波单位时间内通过某

面积的能量
,

它与光强 3 的关系为

2 4 35 �� #

其中 5 为光束 的横截面积
。

由图 � 可知
,

反射光束

与人射光束的横截面积相等
,

而透射光束与人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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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两介质界面上反射和透射时
,

人射光的能流恒

等于反射光能流和透射光能流之和
,

所以 能量总是

守恒的
。

这就是说
,

��∋ #式所表示 的透射光的能流

透射率 孔
1

和 踢
5

是不可能大于 � 的
,

即透射光的能

流永远不会超过人射光的能流
。

由以上讨论可知
,

用透明薄膜获得相干光的方

法说成是分能流法似 比分振幅法要好些
,

有更确切

的物理含义
,

不易造成误解
,

当然这是笔者一家之言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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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 “

月球起源
”

这个大问题
,

至今让科学家不解
,

竟

也曾令 �∋  年前的唐代诗人李白困惑
。

他的诗作
,

是人文的 ∃他的提问
,

是理性的
,

原来
,

古人并不
“

文

理分科
” 。

∋  �年 中秋夜
,

月光如水
Α

秋风 习习
,

我与家人

惬意漫步颐和园西堤
。

远望明月当空石舫映水
,

《把

酒问月》里的名句浮上心头
%

今人不见古时月
,

今月曾经照古人
。

古人今人若流水
,

共看明月皆如此
。

皎洁明月夜
,

思接千载人
。

我按动快门
,

《今月

曾经照古人》就诞生了
。

古舫
,

是那样寂静 ∃今月
,

是

那样光华
。

在这古与今 的静谧中
,

每个人都可 以读

出自己的味道来
。

《春江花月夜》
,

人称
“

诗中之诗
” 、 “

诗的顶峰
” ,

倾倒古往今来多少读者
。

唐人张若虚仅两首诗传

世
,

便有这样一首
“

颠峰之作
” ,

让人仰慕
,

让人称奇
。

诗的题 目便很绝妙
,

春
、

江
、

花
、

月
、

夜
,

五个字就写

出了五道美景 ∃更有那脍炙人 口 的诗句
,

探问着月球

与人类的起源
%

江畔何人初见月
,

江月何年初照人
。

这诗句展示的思索空间
,

比李白还要宽广
。

可见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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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想像
”

的角度
,

也可以找到称赞《春江花月夜》

的理由
。

很多朋友喜爱我拍摄 的《玉带倩影》
,

说 月光下

的颐和园玉带桥很美
。

其实
,

它是在清晨 日出后拍

摄的
,

只是用 了点摄影技巧
,

便得到 了月夜 的效果
。

你说
,

这光的艺术是不是很奇妙
、

很值得玩味 ∗

四

除了阳光
、

月光之外
,

星光
、

天空也是我们的天

然光源
。

不过
,

跟 日月相 比
,

它们的光亮就微弱多

了
。

“

为了看看阳光
,

我来到世界上
。 ”

这世界
,

有 自

然的画意
,

有文化的诗情
。

但是
,

没有光
,

我们就坠

人一团漆黑
,

画意与诗情便无从谈起 了
。

光
,

你是诗

情
,

你是画意
,

你是我们的大 自然兄弟
,

我们离不开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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