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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镜头走出镜头 走进自然走进自然
说到动物世界，人们会不由自

主地想起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
富于磁性的解说：“此时，正是非
洲的旱季。炎热的阳光、干涸的水
源给生活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白熊登上了海
岸，无所畏惧地漫步在冰原上，开
始了一段艰苦的冒险经历。”尽管
过去了很多年，《动物世界》 留给
观众的印象依然如此栩栩如生。

人们对于动物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喜爱，动物与人类相依相伴，既
充满挑战，又彼此依恋。近年来，
在中国，随着摄影的日益普及，拿
起相机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将镜头
对准动物的摄影人同样越来越多。
这些喜爱拍摄动物的人，最早看到

的精彩动物照片大多来自国外，像
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展览以及一些著
名的纪录片。被那些优美又刺激的
场景吸引，中国人开始远赴非洲，
在巨大的合欢树下，看草原日落，
在晨曦的微光中等待狮群捕猎；或
远赴南极北极，在无比纯净的冰雪
世界里，看企鹅的跳跃，在破冰船
的行进中，寻找白熊的憨态。但忽
然有一天，中国人开始发问：我们
自己的动物世界呢？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貌丰富
多样，气候条件复杂多变，加之
7000年的农耕历史，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
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前些年人们对
自然环境的忽视和对生物资源的过
度开发，野生动物资源面临严峻挑
战，有人感叹：在中国拍摄野生动物
太难了，因为它们害怕你的接近。

但在首届中国 （三门峡） 国际
野生动物大展的序幕开启时，我们
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摄影人开始更

多地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身边的这些
精灵：美丽的天鹅、跳跃的长鼻猴、
灵动的雪鸮、奔跑的藏羚羊……一
幅幅精美的图片，令观众流连忘返，
深深地沉浸到与自然的对望之中。

摄影人对于中国野生动物的关
注，无疑得益于整个社会对生态建
设的日益重视。大家深刻地意识
到，建立一个生态友好的自然环境
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
保障，更是我们建设真正美好生活
家园的基础。

正是这种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
集体觉醒，在中国越来越多摄影人
将自己的镜头对准自然与生态，其
中的很多人，因拍摄而成为自然生
态的专家、学者，成为野生动物保
护的志愿者。走出镜头，走进自
然，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吸
引更多人加入到保护自然、珍爱动
物的行列中，充分发挥摄影的力
量，承担起保护生态，爱护自然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徐艳娟

卜建平：与昆仑之狐建立信任

卜建平是国家高级摄影师、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以及
青海省野生动物摄影家协会主席。国际野
生动物保护学会 （WCS） 首席科学家、世
界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生
态三江源》 一书中，专门介绍并称赞其拍
摄作品促进了高原生态保护。

从事摄影工作二十余载的卜建平对自
然生态摄影颇有心得，提出了同理心摄影
一说。所谓同理心摄影，就是拍摄者要对
拍摄对象抱有同理心，万物皆有情，影像
通人性。他认为，一幅上乘的野生动物摄
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拍摄者本身的
同理心。

卜建平曾在海拔 4300米左右的昆仑山
上拍到了狐狸照片。那次拍摄，他经历了
与狐狸一家几次三番的等待与熟悉过程，
是同理心帮助他获得了狐狸的信任，并拍
下了弥足珍贵的一系列照片。

当狐狸妈妈带着三只小狐狸玩耍嬉戏
时，卜建平一下子被它们桀骜的天性和优
美的姿态吸引了。可是狐狸一家一看到
他，立刻躲回洞里。卜建平没敢轻举妄
动，只是静静地在外面等待、观察，一步
步靠近，并在洞口放一些食物来示好。可
能动物也能感受到真诚吧，第二天，狐狸
们就不觉得他陌生了，消除了戒心。他慢
慢靠近，直到距离几十米。那一刻，他本
能地拿起了相机。没想到，狐狸们警觉地
一瞥，又迅速地撤回洞里。卜建平心中十
分懊恼与惋惜。他本该再耐心一点，加强

那来之不易的信任。
之后，连着好几天，狐狸们都没怎么

出洞。卜建平比之前更有耐心地每天守
护，给他们喂食。如果狐狸们警觉地嗅一
嗅，他就主动离得远一些。这样的情形持
续了几天，渐渐地，狐狸们警觉的次数越
来越少。狐狸们慢慢放松了警惕，逐渐展
现出它们最真实的一面。有时候，它们甚
至会做出一些饱含情谊的动作，他终于可
以从容不迫地拿起相机记录下昆仑山上狐
狸的一家。

卜建平认为卜建平认为，，野生动物摄影的核心价野生动物摄影的核心价
值值，，是利用摄影艺术独特的语言是利用摄影艺术独特的语言，，传播关传播关
于人于人、、自然自然、、生态的信息与知识生态的信息与知识，，真实客真实客
观地反映其相互关系观地反映其相互关系，，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引起人们对生态环
境的共鸣境的共鸣，，促进全民的生态保护行为促进全民的生态保护行为，，共共
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基础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基础。。

自然生态摄影师：用影像保护自然自然生态摄影师：用影像保护自然

近年来，自然生态摄影逐渐盛行。与普通摄影师相比，自然生态摄影师们深入森
林、湿地、高原，将镜头对准了自然生态原貌与野生珍稀动植物，希望用镜头下的自
然美景和可爱生灵，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自发成为保护环境的
义工，用影像传递并影响大众的环保理念。

自然生态摄影的兴起得益于当前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经济快速发展，使
更多人有能力投资摄影爱好，有闲暇跋山涉水拍出更震撼、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自然原
生态照片。而环保理念的普及，也让社会大众认识到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自然生态
摄影师们正用手中的相机，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奚志农：呵护“雪山精灵”

在中国，从事自然生态摄影的大概有几
类人：专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生态研究
人员和一线的保护工作者。奚志农属于第一
类人，他不仅是第一个获得英国野生动物摄
影年赛濒危物种大奖的中国摄影师，也是国
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第一位中国成员。

为改变公众对云南只有大象和孔雀的刻
板印象，奚志农开始拍摄不为人知的滇金丝
猴。1992 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龙勇
诚研究院开展了一项滇金丝猴生物学研究项
目，当时在云南省林业厅宣传处工作的奚志

农已经有近 10 年的野外摄影经验，于是应
邀加入野外拍摄团队。

滇金丝猴又叫云南仰鼻猴，是中国的特
有物种，生活在滇藏之间海拔 3200 米至
4700 米雪山峻岭之巅，被称为最像人的

“雪山精灵”。1993年5月，奚志农与考察团
队进入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用了 3 个月，
才有机会在 200 米范围内拍摄到滇金丝猴。
镜头里，一个猴子家族在落叶松枝休憩。大
公猴端坐在树干上，慢条斯理地啃松萝，2
只母猴依偎在它两边，其中一只母猴还抱着
一只可爱的婴猴。

奚志农用镜头将滇金丝猴这个濒危物种
带进了公众视野，在他及大家的努力下，白

马雪山10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免遭砍伐，保
护了200多只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之后，国
家不断加大对滇金丝猴的保护。目前，云南
已在滇金丝猴分布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以及
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区内也建立了多条巡
护监测路线，对滇金丝猴开展长期巡护监
测。

奚志农一直活跃在自然生态摄影领域。
他说：“中国还有很多充满野性的地方，还
有那么多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野生动物，
但在荧幕上出现的还是非常的有限。”2002
年，他成立了“野性中国”工作室，立志用
影像保护自然，带大家走进中国的“野性”
世界。

朱永康：与“林中仙子”共舞

“鸟王”是朋友们对痴迷摄鸟的朱永康
的戏称。退休之后，朱永康全身心投入摄
影，以拍摄野生动物和野生鸟类为主。作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朱永康在 15 年间
先后有近 80 幅摄影作品在国内外摄影大
赛、刊物中获奖或发表。

今年已经 74 岁的朱永康从小就喜欢
鸟。在2017年12月12日举办的第二届三门
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展上，朱永康
展示的 15 幅 《寿带嬉春》 组图吸引了众多
海内外观战者的驻足观赏。

寿带鸟也叫“绶带鸟”，雄性寿带鸟的
头颈呈宝蓝色，通身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身后有一对长长的中央尾羽自然地垂落，
被称为“林中仙子”。

朱永康和“林中仙子”寿带鸟别有一
番缘分。5年前，经摄友推荐，朱永康在安
徽省绩溪县华阳镇的溪马村第一次见到寿
带鸟，立刻被吸引了。之后，每年春末夏
初，朱永康都要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在
村里住上一段时间，观察跟踪并了解寿带
鸟的生活习性。他为寿带鸟拍摄的片子数
以千计，随着这些作品在摄影圈子的流
传，越来越多的摄影师也认识了寿带鸟。

前来村里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另外还
有很多人只为观鸟，面对这么大的人流
量，朱永康鼓励和帮助当地村民开办农家
乐。这些农户在为拍摄者提供生活便利的
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收入。尝到保护鸟类

的甜头之后，当地村民开始主动重视并保
护野生鸟类的栖息环境。在寿带鸟的求偶
交配季节，有的村民还通过网络实时发布
鸟类活动信息。朱永康也将自己拍摄的图
片无偿提供给当地政府宣传使用，并催促
他们出台各类保护措施、建造观鸟科普基
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当地的
寿带种群已有明显上升。今年初，绩溪县
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唯一的

“寿带之乡”，朱永康也被华阳镇授予“荣
誉村民”称号。

朱永康说，我们要爱护这个物种多样
性的世界，爱这个统一和谐的大自然，爱
惜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保护鸟类
就是保护地球、保护我们自己。

主题为“读懂你 理解你”的首届三门峡野生
动物国际摄影大展日前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本
届大展共有120幅组作品与观者见面。这些画面不
仅描绘了栖息在三门峡的白天鹅的精彩瞬间，更留
存了狼、狐、雪豹、藏羚等多种动物的野性之美，
展示出我国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资源。大展由中国
摄影家协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大
众摄影》杂志社等承办。

上图：在水一方 张光平摄
中图：海鹦 李永健摄
下图：迁徙之路 钱 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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