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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并解剖炫生活

辣奢族
辣奢族对品牌时尚奢侈品有着常人难以理解

的痴狂。

绝对的名牌狂热追求者，对有关名牌的事了

如指掌，有明确的品牌偏爱。服饰、美容上的开销

永远排在支出的首位，是会省下伙食费去购买心

爱衣物的人。品牌是购物的首要标准，不管经济

状况如何，都不会熄灭他对名牌的热情，为名牌省

吃俭用。一条漂亮的裙子、一根时髦的领带，不管

价格怎样，只要看上了，会让他日思夜想，就算把

卡刷爆也要捧回家，得之而后快，否则晚上睡不着

觉。而求之不得的时候，心里就像被辣椒辣过一

样抓狂。把欣赏时尚杂志当成最好的休闲之一，

参加欧洲七国游，购物的乐趣远大于游览。 时尚

类杂志永远是书柜上最多的精神食粮，是他们平

日奉行的宝典。

辣奢族年龄多在15～45岁之间，大多为家境

好的年轻人或月收入2万元至5万元之间的高薪

阶层。还有一种观点，就是“80后”，甚至是“90

后”，这些人群开始迅速地进入大家的视野。由于

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消

费特点，出手阔绰，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崇尚新

奇消费、超前消费等等。

1852年8月30日 首届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范特霍夫出生于荷兰。他建立的化学平

衡理论对实际工作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1871年8月30日 著名核物理学家卢瑟

福诞生。卢瑟福在原子核结构方面有卓越成

就，并因此获得了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1912年8月30日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爱

德华·米尔斯·珀塞尔诞生。珀塞尔专长于微

波技术、核磁学和无线电波谱学，由于对物质

核磁共振现象的研究和创立原子核磁力测量

法方面的成就，在 1952 年他与费利克斯·布洛

赫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8年8月30日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威

廉·维恩逝世。维恩发现有关热辐射的定律，

并为此获得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6年8月30日 英国广播公司在亚历

山德拉宫的电视演播室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

电视直播。

1937年8月30日 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

马可尼逝世。马可尼因在发明电报及对发展

无线电通讯上作出的贡献，获得1909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

1983年 8月 30日 美国航天飞机“挑战

者”号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开始了第三次飞行。“挑战者”号这次飞行

的发射和着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在航天飞

机史上还是第一次。

1989年8月30日 我国研制的第一列双

层客车在沪宁铁路线上投入运行。

微族群

科学史上的今天

我们为何能隐身？
隐身衣何以隐身？追本溯源，或许我们

应该问，我们为何能看见物体？

科学家认为：“人之所以能看到物体，是

因为光射到物体上后会被阻挡并反射到人

的眼睛里。”人们可以通过反射或散射的光

看到物体。那么隐身衣如何隐身，便是一个

光学问题。

我们希望隐身衣达到的效果是，当光经

过需要隐身的物体时，就像该物体完全不存

在一样。那么，物体对光的作用必须消失，

减少反射，还原光线的传播方式，将物体背

后的信息传递给观众。简单地说，就是光线

碰到物体能拐个弯，然后回到原来的传播方

向，那么在物体前方的人看到的就是物体背

后的景象。

自公元60年希腊数学家希罗起，人类不

停地探索光的传播原理。1662年，法国数学

家费马所提出的费马定理告诉我们，光线以

最短距离——直线在空间内传播，这个妇孺

皆知、广泛进入中小学物理课本的定理，似

乎为让光线绕着物体“拐弯”的隐身衣判定

了死刑。虽然其折射定律也告诉我们在介

质中光线会弯曲，然而天然材料根本无法实

现“隐身衣”对光线的弯曲要求。

随着材料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近十年

来迅猛发展的超材料研究帮助科学家梦想

成真，这些自然界闻所未闻的人工材料，终

于为隐身衣轰轰烈烈的上台揭开了帷幕。

古希腊有珀尔修斯隐身手刃女妖美杜莎

的神话，中国古代亦有孙悟空使个隐身法偷蟠

桃宴的仙酒，《哈里·波特》中的主人翁每次遇

到紧急情况都披上隐形斗篷瞬间遁形……人

人都想有件隐身衣，曾经这些对于人类而言仅

仅是神话或者科幻。日前，一名来自匈牙利的

本科生解决了隐身衣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那么，未来穿上隐身衣就并非不可能。 宗禾

未来隐身衣并非不可能
梦想家们可以忽略幻想与现实间的巨大

落差，让想像力展翅翱翔，好在有科学家们一

直埋头苦干，试图填补这一沟壑。

近日，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一名来自匈牙

利的本科生解决“隐形衣”研制过程中的一个

关键技术难题。研究人员在所谓“隐形衣”

上增加了一种光学设备，这种光学设备不

仅仅本身可以实现隐形，而且还能够令光

线减速。

这种光学设备被称为“隐形球”，它

可以令所有接近隐形衣的光线变缓。这

就意味着，被隐形物体周围的光线不一

定要被加速。通常，有限隐形的隐形衣

必须要让周围的光线加速才能够实现在

可见光谱的特定区域内隐形。新发明将

可能保证隐形衣穿戴者在颜色不断变换

的背景中到处走动而不现身。

德国物理学会物理研究所一位发言

人表示，“这一最新成果将让未来研制出

实用的隐形衣成为一种可能，它解决了

正努力克服的光速难题。更令人难忘的

是，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竟然是由一名年

仅22岁的本科生完成的。”

著名隐身术都不靠谱
遍寻古今中外，隐身的故事都伴

随着创造者的奇思妙想，各种千奇百

怪的隐身方法亦是异彩纷呈。

科幻作家威尔斯笔下的隐身药

水，一直为科幻迷所津津乐道。这种

奇药可使身体组织丧失颜色，变得透

明，进而消失不见。虽然这个科学过

程被小说家忽略了，但我们可以略微

猜想，这其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生化反

应，人体内的蛋白质等大分子变得不

再可见。

而这一点在现代科学中仍然很难

实现。蛋白质大分子对生物体的生存

至为重要，而其颜色与可以吸收和散

射光线的特性，与其本身的生化性质

息息相关。如果人类尝试着改变自身

分子的光学性能，无异于自掘坟墓。

而小说《魔戒》中，精灵女王送给哈比人的

斗篷可以让他们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实现“拟

态隐身”。这种“经济有效”的方法在自然界里

以保护色、拟态等形式广泛存在。田野中的变

色龙，深海里的八爪鱼、比目鱼，都是个中高手，

它们的身体可以跟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甚

至形态，使外界难以辨认。

然而，这一种隐身方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弱

点：隐身人不可有任何动作，不能与外界有任何

触碰。即便“隐身人”真能一动不动，也只能骗

过眼神不好的观众。如果只是沿着这个方向走

下去，我们隐身的梦想还相当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