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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屋子里的灰尘
都是哪儿来的？

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叫“吃土”，其
实在山西武乡，存在一种被“土”加工过
的食物：武乡炒指。

武乡炒指一般是用黄米面、玉米面、
白面和在一起，像擀面条一样被擀开，切
成手指状。炒制的工艺十分奇特，铁锅中
加热的介质是土。黄土经研磨和过筛，手
感和白面似的丝滑细腻，进锅加热。

炒指用的土特别讲究，地下土不行，
需选择地上土，经过太阳暴晒的含有矿
物质的土才行。

随着温度的增高，锅里的黄土会像
油开锅一样翻滚沸腾。这时把擀好的炒
指加入锅里，在黄土的加热下，脱水、干
脆、变熟，出锅后用筛子筛掉浮土，便可
以食用。

吃炒指免不了吃进些黄土，土是干
净的，没毒没细菌。炒指对消化系统有好
处，对溃疡和肠胃不适也能起到好作用，
对水土不服更能产生疗效。

这里的人吃土？
0202

此原 来 如

0101
律师为什么
不叫法师？

同样是从事法律工作，为什么法官
叫法官，律师就不能叫法师呢？

事实上，古代的法师和律师都是宗
教用语。在佛教中，律师是指知佛法所
作，善于解说的人；而法师则是一个学
位，指精通佛教教义，又能如法修行，并
善于为他人演说教法的僧尼。因为法师
的要求更高，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更为慎
重。各朝各代的名僧几乎都被尊称为法
师。例如我们熟悉的玄奘，就因精通经律
论三藏而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另外，法师这个称谓的神圣感已经
在大众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所
以强行给法师注入新的含义，一来不利
于接受，容易有歧义；二来，将授予出家
僧人的称号给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使用，总觉得有些不合适。

我国古代诉讼制度发展滞后，只出
现类似的讼师群体，建立起真正意义的
律师制度是在晚清。

明明每次都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隔了一阵还是会有灰尘呢？

这些灰尘的来源各不相同。其实屋内
的灰尘，有大约 60%都来自户外。它们多
是通过窗户吹进来的灰尘、土壤甚至植物
的花粉等。平常在空气中这些小微粒我们
不太能注意到，它们顺着空气漂浮进屋
子，时间久了落下来就会形成薄薄的灰
尘。因此，如果不怎么开窗户，灰尘会少很
多。

不过，即便关上窗户，只要房间里有
东西，依然会有灰尘的存在。有人的房间
会比没人的房间更容易积攒灰尘，因为一
部分的灰尘来自人体，最常见的就是我们
身体上脱落的皮屑。我们的衣服也会带入
很多在外面接触的灰尘；还有一部分是来
自家具，比如地毯、床铺等织物上脱落的
纤维。

据《科普中国》

人们之所以会偏爱
镜中的自己，主要原因是
日久生情。社会心理学的
大量研究都表明，反复接
触新异刺激（无论是无意
义的音节、汉字、音乐片
段，还是人的面孔），能够
提高人们对它们的喜欢
程度，这就是心理学上的
曝光效应。

国外科研人员曾验
证过该效应。实验中，受

试者先被要求反复看 10
位随机挑选的女性照片，
然后工作人员又给了他
们10位女性的照片，把这
20张照片放在一起，让受
试者们就喜好程度进行
打分。

在此期间，研究者记
录了受试者的面部肌肉
和脑电反应。结果发现，
受试者看先前 10位女性
照片时，其面部肌肉活跃

度远高于看后 10位女性
的照片，研究人员因此判
定受试者更偏爱先前熟
悉的10位女性的照片。该
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喜
欢 那 些 见 过 多 次 的 面
孔，而非不熟悉的面孔。
这点不仅适用于陌生人
的脸，也适用于我们自己
的脸。

在 进 化 的 过 程 中 ，
“熟悉”对于个体存亡至

关重要，因为“不熟悉”往
往预示着风险，所以当看
到照片里那个左右颠倒、
不太熟悉的自己时，我们
都会有一点陌生感。不
过，如果你经常拍照，经
常看自己的照片，不断在
大脑里对自己的照片进
行“曝光”，那么，这种陌
生感就会逐渐消失，你甚
至会发现照片中自己的
魅力所在。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
长假，想必不少人都外出游
玩了一番。旅游途中，免不
了要拍照留念。可当我们兴
高采烈地查看照片时，可能
会惊讶地发现，明明“颜值
在线”的自己，在照片中却
看着特别别扭，甚至有点
丑。

那么，为什么我们眼中
的自己和照片中会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平时在镜子里
看到的自己会比照片要好
看很多？我们真实的颜值到
底是怎样的？

首先，从成像原理来
看，由于镜子遵循光反射
原理，所以在清晰度上最
接近人眼中的成像。

此外，因为人习惯了
照镜子，所以几乎能下意
识地调整自己与镜子间
的角度和距离，从而使镜
子中自己的影像达到最
佳成像效果。

与照镜子不同，通常

拍照难以实现如此精细
的调整，尤其是拍合影。
摄影技术自不必说，高手
与小白的技术有天壤之
别。

除此之外，镜头、对
焦系统、感光器、分辨率，
甚至拍摄时的角度、光
线等，都会影响拍摄质
量。一个普通的单反相
机，像素通常在 2000 万

上下，而人眼的像素却
高达数亿，致使成像的
清晰度根本不在一个量
级上。这诸多因素加在
一起，都使得照片更容
易“失真”。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
外，心理因素也易促使照
片“失真”。

在一项社会心理学
实验中，研究人员拍摄了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
沃基分校一组女学生的
照片，而后把照片进行镜
像处理。

上述女生看到这些
经过后期处理的照片和
原版照片后，都表示更喜
欢镜像版的照片。不过，
这些女生的好朋友看到
这组照片后，却觉得真实
版的照片更好看。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
天早上刷牙时都会确认
一遍自己的长相，“照镜
子”是我们形成躯体自我
认知的重要方式，因此我
们最习惯看到镜子中的
自己。殊不知，基于平面
镜的成像原理，镜子中的

影像其实是左右颠倒的，
所以我们在镜子中看到
的，永远是那个左右脸对
调后的自己。而拍摄出来
的照片，以及他人眼中的
你，则是没有经过左右脸
对调的。

进一步说，因为我们

在照片中看到的自我形
象，与大脑内储存的、最
习惯看到的自我形象，在
图像上是左右颠倒的，所
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照
片时，会不由自主地将
脑中的自己与照片中的
自己进行对比。这种差

异会让我们内心产生一
种失调感，这就是为何
最初当我们看到自己照
片时，多少会有点不舒
服。而这种感觉身边人则
不会有，因为照片中我们
的影像与平时他们眼中
是一致的。

为啥你总觉得

反复反复““曝光曝光””才能日久生情才能日久生情CC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BB

人最陌生的反而是自己的脸人最陌生的反而是自己的脸AA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对别人说：“你真人看起来
比照片还漂亮。”听者可
能觉得这是恭维，不会当
真，但其实这或许是真心
话，因为人们更喜欢动态
形象，而非静态形象。这

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冻脸
效应。

美国加州大学科研
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也证
实了该效应。研究人员为
受试者展示了 20 个单人
视频（不同人）以及相应的

视频截图，然后请受试者
对视频和静态图片中同一
人的好看程度进行打分。
结果表明，相比静态的视
频截图，受试者普遍认为
视频中的人更好看。科学
家推论，这是因为人类天

生就是通过三维动态信息
对人脸进行识别的，而识
别二维静态图片需要后天
训练才能习得，所以人们
更喜欢动态图像，会觉得
真人比照片好看。

据《科技日报》

比起比起““冻脸冻脸””人类更偏好人类更偏好““动脸动脸””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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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公司位于解放中路清真寺对面闲置房产一处欲对外招租。
闲置面积如下：二层楼房一栋，面积约2050平方米。平房约140平
方米，车库258平方米，大院面积约1300平方米。计划整体出租。

有意者请拨打电话3030095、3021277咨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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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自己没有镜子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