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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急转弯

哲理：

小故事
大道理

哲理：

������法国一个偏僻的小镇， 据传有一
个特别灵验的水泉 ， 常会出现神迹 ，
可以医治各种疾病。 有一天， 一个拄
着拐杖， 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 一
瘸一拐地走过镇上的马路， 旁边的镇
民带着同情的回吻说： “可怜的家伙，
难道他要向上帝祈求再有一条腿吗？”
这句话被退伍军人听到了， 他转过身
对他们说： “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有
一条新的腿 ， 而是要祈求他帮助我 ，
叫我没有一条腿后， 也知道如何过日
子。”

������每天，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非
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就开始奔跑。

狮子妈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
“孩子 ， 你必须跑得快一点 ， 再快一
点， 你要是跑不过最慢的羚羊， 你就
会饿死在草原上。” 在另一边， 羚羊妈
妈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孩子， 你
必须跑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如果你
跑得没有狮子快， 那你肯定会被他们
它掉。”

要比别人跑得更快

������记住， 你跑得快， 别人跑
得更快。

学会接纳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 也接纳失
去的事实， 不管人生的得与失， 总是
要让自已的生命里充满亮丽与光彩 ，
不再为过去掉泪， 努力活出自己的精
彩。

������从前有个名叫孔融的孩子 ，
十分聪明懂事。 孔融有 5 个哥哥，
一个小弟弟。 有一天 ， 孔融的妈
妈买来不少梨子， 放在大家面前，
哥哥们让弟弟先拿。 孔融看了看
盘中的梨， 发现梨有大有小 ， 但
他不挑好的， 不拣大的 ， 只拿了
一个最小的。 爸爸看见了 ， 心里
很高兴： 别看这孩子才 4 岁 ， 还
真懂事呢！ 就故意问孔融 ： “这
么多梨， 又让你先拿 ， 为什么不
拿大的， 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
融回答说： “我年纪小 ， 应该拿
个最小的， 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 ： “弟弟不是比
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 “我比弟
弟大， 我是哥哥， 我应该把大的
留给弟弟吃。” 他父亲听了， 笑着
说 ： “好孩子 ， 真是一个好孩
子。”

这个故事是中国千百年来流

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 ， 讲给孩
子听后， 可以告诉他们要懂得谦
让， 礼让他人。

孔融让梨

������1.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是哪道题？
2.世界上什么最大？
3.拖什么东西最简便？
4.什么东西天气越热， 它爬的越高？
5.有什么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魔方？
6.一个很古老的题目， 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几步？
7.什么蛋中看不中吃？
8.小立在街上走， 前面有个人掉了一块肉和一个钱包， 小立为什

么捡肉不捡钱包， 钱包里有很多钱？
9.太平洋的中间是什么？
10.空中飞人？ （打一字）

答案： 1.这道题； 2.眼皮； 3.拖鞋； 4.温度计； 5.打碎； 6.三步， 先
打开冰箱， 再把大象放进去， 最终把冰箱门关上； 7.脸蛋； 8.因为小立
是狗； 9.平； 10.会。

������当我们听音乐时 ， 不仅听到乐
器发出的音符 ， 也沉浸在回声中 。
声波从墙壁和周围的物体反射回

来 ， 形成一种独特的声音效果———
一种特定的声场 。 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同样的音乐在古老的教堂或现代

的混凝土建筑中演奏时听起来非常

不同。
一些科学家想更进一步 ， 系统

地操纵声场 ， 以达到一种实际情况
下本不应该存在的声音效果。 例如，
他们试图创造一种虚幻的音频体验，
让听者误以为自己在一座混凝土建

筑或一座旧教堂里 。 或者 ， 通过操
纵声场 ， 使听者不再感知到物体 ，

从而使物体隐形。
通常 ， 从声学上隐藏物体的一

种方法是在物体表面覆盖一层膜 ，
使其不反射任何声波 。 然而 ， 这种
方法是不灵活的 ， 通常只能在有限
的频率范围内工作 ， 这导致它不适
合许多应用场景。

现在 ， 由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 院 应 用 地 球 物 理 学 教 授 Johan
Robertsson 领导的小组与英国爱丁堡
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 开发了一个新
概念 ， 显著改善了活动性错觉 。 研
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实时扩大了初始

声场 ， 因此可以使物体消失 ， 并模
仿不存在的物体。

为了实现特殊的声学效果 ， 研
究人员在苏黎世创新园的沉浸式波

浪实验中心安装了一个大型测试设

施 。 具体来说 ， 这种设备允许他们
“隐身 ” 一个大约 12 厘米大小的物
体 ， 或模拟一个同等大小的虚拟物
体。

目标物体被包围在麦克风组成

的外圈中作为控制传感器 ， 以及喇
叭的内圈中作为控制源 。 控制传感
器记录从初始场到达目标的外部声

信号 。 根据测量结果 ， 计算机能计
算出控制源必须产生哪些次声 ， 以
达到预期的初始声场的增大。

为了掩盖物体 ， 控制源会发出

一个信号 ， 完全消除物体反射的声
波 。 相比之下 ， 为了模拟一个物体
（也称为全息术 ）， 控制源会增加初
始声场 ， 就好像声波是从两个环中
心的一个物体上反射回来一样。

为了使这种增强工作 ， 控制传
感器测量的数据必须立即转换为控

制源的指令 。 为此 ， 研究人员使用
了响应时间极短的现场可编程门阵

列。
“新设备允许我们在超过 3 个

半八度音阶的频率范围内操纵声

场 。” Robertsson 说 。 最大隐身频率
为 8700 Hz， 模拟频率为 5900 Hz。

（据 《中国科学报》）

用声音“创造” 新物体

������古时候， 山里住着一个老头，
他上山去砍柴 ， 太阳下山时才回
家。 第二天， 他背着柴去镇上卖，
一路上， 他走得满身大汗。 突然，
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悠悠驶去 ，
他寻思 ： 这东西好 ， 用上它 ， 省
力多了 。 他到山里砍来木头 ， 回
到家 ， 关上门 ， 独自在家里又锯
又刨。 邻居问： “你在干嘛？” 他
说： “我在闭门造车。” 老头把造
好的新车推到门外 ， 小车立刻飞
跑起来。

成语本意是赞扬闭门造车 ，
出门可以合辙 。 现在却与愿意相
反， 讽喻这样做不符合实际。

闭门造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