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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每天背诗已经成为年近 90 岁的
父母的一种乐趣，与其说背诗，不如说
是对家乡情感的一种寄托。爸爸还将
一句诗改成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扎
龙”。诗中的“扎龙”，有他和妈妈讲不
完的故事，因为那里是仙鹤起飞的地
方……

选入调查队

我的父亲徐铁林、母亲黄瑶珍，是
扎龙第一代护鹤人。

为了保护丹顶鹤等鸟类资源及扎
龙湿地生态系统，1975 年，国家成立
了“齐齐哈尔嫩江丹顶鹤数量资源调
查队”，爸爸有幸被选入调查队。

爸爸当年听郑作新老师讲，丹顶
鹤非常珍贵，一只丹顶鹤或两只丹顶
鹤蛋在国外就可以换一辆小轿车。哪
里有丹顶鹤，就说明那里的自然环境
非常好。从那时起，爸爸就在心里烙
下了深深的印记：“一定要保护好丹顶
鹤。保护好丹顶鹤就是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家园，也是一种保家卫国。”

1979 年，国家批准成立了新中国
第一个丹顶鹤自然保护区——黑龙江
省扎龙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成立后，
一切从零开始，连间办公室都没有。
爸爸决定腾出自家的一间土房作为

“扎龙保护区临时办公室”，原本不富
裕的我们一家三代七口人就都挤在仅
剩的一间屋子里，分睡在南、北炕上。
也许是内心朴素的情感和对丹顶鹤的
爱护之情，我们不但没人说过一句抱
怨的话，有时还会把热乎乎的炕头留
给需要保暖的小鹤们。

保护区成立之初，没有住处，没有
自来水，没有电，甚至想吃一顿白米饭
都要等到过年，因此，根本没有人愿意
到这个条件极其艰苦又远离城市的地
方来工作。那时老百姓吃饱肚子是最
重要的“大事”，哪有什么生态环保意
识。捡食鸟蛋、猎捕鸟兽、烧荒、随意
割芦苇等行为时有发生，对鹤等鸟类
的生存造成很大威胁。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确保丹顶鹤成活并进行人工
繁殖等更是难上加难。

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参考的
情况下，爸爸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一
方面要跑野外调查了解丹顶鹤的分布
和生存状况，一方面还要每天观察了
解记录它们的生活习性，给受救助的
小鹤保温、饮水、喂食、治病。为了创
造丹顶鹤人工孵化条件，爸爸还琢磨
出了“肚皮取暖”“棉被保温”等办法。

妈妈对爸爸的工作全力支持，不
但家里的事情全部包揽下来，还要帮
爸爸忙保护区的各种事，哪里缺人，妈
妈就冲向哪里。那时，妈妈每天不仅
要照顾年迈的奶奶，还要干农活、养
鸡、种地、给我们做好三顿饭，甚至冬
天割苇子这种重体力活都是妈妈干。
保护区刚开始招不来人时，妈妈就是
爸爸免费的全能助理，打扫卫生、给小
鹤喂水喂食，甚至“接待”工作也归了
妈妈。那时从城市到扎龙交通也不方
便，到保护区来的调查人员及各种办
事的人吃住都挤在我家里，我们几个
孩子就自觉到同村的姑姑家住。没吃
的，妈妈就用玉米面粉变着花样做出

“椒盐大饼子”和一种叫“沸果琪”的满
族人偏爱的疙瘩面汤，非常好吃。妈
妈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感慨，说那时做
的一切都是自愿的，不仅不要公家一

分钱，连借用保护区的一块窗玻璃都
要尽快还回去。

为了给保护区的新员工找住处，
妈妈到扎龙亲戚和老乡家一户一户去
沟通，宣传建保护区和保护鹤的意义，
妈妈的诚意感动了很多村民。有几户
村民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免费给工作
人员住，有的人一住就是几年，彼此都
处成了很好的朋友。在爸爸妈妈的带
动下，村民们也渐渐认识到保护鹤的
重要性，有的村民自发帮忙担水、修房
子；有的村民发现哪里有人抓鹤、哪里
有鹤被狗咬伤、鹤巢被荒火烧等，都会
第一时间跑来告诉爸爸；有的村民后
来还成了优秀的丹顶鹤饲养员。

说起扎龙保护区的成立，爸妈时
常感慨：“扎龙村民淳朴善良，为了鹤
类保护作了很多贡献。”

“一只都不能少”

1978 年的一天，爸爸从野外回来
时，发现准备配合拍摄科教电影的两
只鹤不见了。爸爸当时心里就咯噔了
一下，丹顶鹤保护的科普宣传也是很
重要的工作，关键时刻可不能把“演
员”丢了啊。

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爸爸
来到一群扫碱农民的住处。费尽口舌
说了近两个小时，力陈这两只鹤的重
要性，有一位大叔实在不忍心，就悄悄
把爸爸拉出屋外说：“两只鹤已被姓崔
的村民抓走了。”于是，爸爸一路蹚水
过河，从唐土岗子经七德胜窝棚到田
陶岗子，再到林甸，徒步走了大约五十
里路，找到这里的大队书记，在爸爸和
大队书记两个人的追问下，这个村民
才说，鹤已经被卖到了公园。当时，天
已黑，爸爸只好在大队部窝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又冒雨赶回市里
的林业局，顾不上衣服湿透，裤脚和鞋
子满是泥，跟林业局的郭叔叔一起赶
到公园，将两只鹤救了出来。

扎龙保护区仅有的几只丹顶鹤，
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丹顶鹤科教片《丹
顶鹤的一家》以及电影《飞来的仙鹤》
的“演员”，更是研究丹顶鹤习性及半
散放饲养、在自然条件下野外成功繁
殖 等 科 研 工 作 的 重 要 依 托 ，尤 其 是
1981 年开始丹顶鹤的人工孵化试验
研究以后，每只鹤都具有自己独特的
科研价值。为了寻找飞失的丹顶鹤，
爸爸常常十天半个月奔波在野外。渴
了，喝一点河水；饿了，就啃一口母亲
给他带的干粮，干粮吃完了就在一些
渔民的窝棚里要点吃的，实在找不到
吃的，就拿出包里寻鹤用的生玉米就
着雪吃；困了，在渔民的窝棚里借个角
落打个盹儿……那些年没有孵化设
备，保护区经常断电，为了给鹤卵保
温，爸爸经常会将鹤卵放在肚皮上，盖
上被子，靠自己的体温维持鹤卵孵化
的恒定温度。

人鹤不了情

1984 年 5 月，两对人工饲养丹顶
鹤在野外自然环境繁殖、产卵、孵化成
功，这不仅在国内外尚属首例，而且为
扩大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奠定了基
础。扎龙保护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辛和汗水终于有了
收获。在这段最难忘的日子里，爸爸、
妈妈，以及现在已去世的姐姐、哥哥一
起参与了拍照、量卵、记录、喂食、看护
等工作。哥哥是被爸爸临时叫来帮忙
的，其间还被繁殖期的鹤叨伤了眼睛。

1987 年，扎龙保护区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1992 年被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2013 年被评为“十大最
美湿地”，2020 年获得“国家生态环境
科普基地”称号。一代又一代扎龙人，
扎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是“饲
养员”“训飞员”“巡护员”“监测员”“环
保志愿者”……

如今的扎龙湿地，是松嫩平原保
留最完整、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
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物种库和基
因库，孕育着约 270 种鸟类、468 种高
等植物、46 种鱼类及丰富的昆虫和兽
类等生物资源，正不断谱写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作者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审

技术

新近荣获第 36 届金鸡奖的知名野生动物摄影
师、自然纪录片导演奚志农，常常羡慕当下的自然影
像创作者，可以使用轻快便捷的影像设备，拍出分辨
率高达 4K 乃至 8K 的自然影像作品。

奚志农还记得，40 年前，自己刚刚入行的时候，
扛的是一台笨重的 35 毫米分体式摄影机，携带不便
不说，由于内存不足，面对漂亮的云海和满山的杜鹃
花，经常舍不得按下快门。充电亦不方便，拍出来的
画质也不高。

后来，他更是背过很多不同型号、不同体积、不
同分辨率的影像设备，见证了中国自然影像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

其实，不止奚志农，从业 20 年、见证自然纪录片
从零发展到今天的知名纪录片导演李文举，也对自
然影像技术的革新之大、速度之快深有体会。

2011 年，李文举进入当时新组建的中央电视台
纪录频道，担任自然纪录片《自然的力量》总导演，使
用的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4Ｋ高清摄像机，但拍摄
完成后，这台摄像机已经跟不上技术的革新，“再也
没用过”。

技术的进步，改变与推动着中国自然影像行业
的发展。时至今日，自然影像从业者已经可以实现
野外 8Ｋ的高清拍摄，实现两公里之外使用先进设
备遥控长焦摄像机，实现搭载先进芯片的智能汽车、
可穿戴设备、笔记本电脑与智能手机协同工作，为生
态考察和科学研究带来极大便利。

科技的力量，也正在从赋能影像记录，实现助力
科学考察和自然保护的进化，传递生命的力量。

首届中国自然影像创作者大会之前，中国国家
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无穷小亮，自然科普作家、野生
动物摄影师花落成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科普作
家顾有容，分别前往红河蝴蝶谷、普洱无量山、林芝
墨脱，体验了用手机拍摄自然风光及生物多样性。

在红河蝴蝶谷，无穷小亮看见无数只在阳光下
飞舞的蝴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用手机拍下
了蝴蝶的状态与习性，深刻体会到了“用科技的力量
传递生命的力量”的背后含义。

在普洱无量山，花落成蚀将手机支在三脚架上，
放在黑冠长臂猿的必经之路上，在远处使用带有高
通骁龙芯片的手表控制手机、监看画面，拍摄到了纤
毫毕现的精彩动物表现。

顾有容也在交通不便、高山峡谷林立的林芝墨
脱，用轻快便携的设备记录下了常态下难以看见的
植物物种，还拍摄和记录下了疑似新物种以及在墨
脱演变出不同形态的植物物种。

越来越丰富的创作手法，越来越升级的制作水
准，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正深刻塑造和影响着中国
自然影像事业的当下与未来。

平台

自 然 影 像 行 业 的 技 术 在 变 ，人 在 变 ，平 台 也
在变。

人在变。如果说，几十年前，自然影像行业的从
业者是为数不多的专业摄影师、摄像师的话，如今，
从事自然纪录片投资和创作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影
像的创作队伍逐渐壮大。

纪录片爱好者森影（化名）记得，记忆中耳熟能
详的纪录片《地球脉动》《蓝色星球》《动物世界》等，
其出品方大多为 BBC、Discovery 探索频道、央视这
样的大平台。如今，许多新媒体平台、制作公司则在

发力，瞄准受众需求，推出自己的自然类纪
录片。

比如，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
区 和 视 频 平 台 —— 哔 哩 哔 哩（以 下 简 称 B
站），近两年就持续推出了自然纪录片《众神
之地》和《我的国家公园》。两部纪录片的导演曾海
若，之前主要的拍摄领域也不是自然类纪录片，但是
这些年的行走以及丰富的创作经历，使他有意无意
间积累了很多关于自然、关于动物、关于人与自然关
系的素材与感悟，指引着他去创作自然类纪录片。

最终，机缘巧合之下，他先是得以执导以人与自
然、人和动物共生为主题的自然纪录片《众神之地》，
又推出了以大熊猫、东北虎豹、三江源、海南红树林、
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题的纪录片《我的国家公园》，
并取得了现象级的播出效果。

自然影像创作的民间力量也逐渐崛起。二十年
前，李文举拍摄自然纪录片《森林之歌》时，全国唯一
找到的民间影像创作者就是奚志农。但拍摄《自然
的力量》时，拍鸟、拍野生动物的人已经形成了专业
的组织，不仅有着强烈的创作愿望和创作能力，而且
设备十分先进，渴望着从图片到影像的全方位尝试。

平台在变。如果说之前纪录片的主要播出渠道
和用户收看习惯是电视，现在大家已经更习惯利用
网站、手机等移动媒体，更习惯短时长的自然影像
记录。

尤其是短视频的火爆，成为普通大众收看了解
自然影像的主要方式，也给更多人提供了记录自然、
传播生命之美的平台。

著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Ｂ站纪录片高级顾问
朱贤亮透露，B 站每个月活跃的 UP 主约 300 万，每
月上传的视频数量约 1700 万，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视
频主题为自然博物类。

这些“小而美”的作品或许并不隆重，但更加真
实而生动，能够触及更广泛的人群，成为大众认识自
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引子。

热爱

影像技术在革新，媒介格局在变化，受众习惯在
调整，似乎自然影像创作面临的影响因素都在变
动。然而，在诸多变化背后，真正的内核始终如一，
那就是影像创作者对自然影像创作的追求，对大自
然、对动植物发自内心的热爱。

著名自然摄影师、青海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鲍
永清记得，自己走上摄影道路是因为发现家乡有这
么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动物，内心
感到十分好奇与开心，于是买了第一台数码单反相
机开始拍摄。

著名自然摄影师、艺术家，163 个国际顶级自然
摄影奖项得主袁明辉也透露，自己刚拿起相机拍摄
时，是因为记录身边的昆虫，唤起了童年时的美好记
忆，仿佛看到了那时房前屋后昆虫蹦跳、青草杂生的
场景。

热爱引发责任，责任驱使行动。
随着一次偶然的经历，鲍永清从单纯地痴迷野

生动物摄影，变成了肩负着某种责任感。那是一次
去朋友家，鲍永清拿出手机给朋友家的三个小孩翻
看野生动物的图片，并告诉他们这是他拍摄的青海
的野生动物，可孩子们满脸疑惑似乎不相信。那一
刻，鲍永清内心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冲动，也就在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家乡的野生动物用影
像的形式记录下来，要让孩子们知道在青海有很多
很多和人类朝夕相处的野性精灵。“从那一刻起，拍

摄野生动物成了一种责任。”鲍永清说。
袁明辉则将自己的热爱转化为对影像的极致追

求，将自然的万千形态倾注在摄影这种艺术形式中，
用美的形式、色彩、线条来表达内心理解的诗意与浪
漫。在他看来，把美丽的作品展示出来，可以告诉大
家身边的自然有多么美丽。那些或辽阔的自然景
观，或灵动的野生动物，或动人的保护故事……独特
的影像作品不仅开阔了公众的视野，还不断引发着
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认知与思考。

“我们要用影像去爱护和保护自然，传递保护环
境、尊重生命的理念。因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自己，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袁明辉说。

未来

不是没有挑战。当媒体格局快速变化，观众注
意力时间变短，可供选择的内容太多，创作趋于循环
重复时，自然影像行业该如何应对？自然影像创作
者大会上，一些真知灼见得以汇聚。

“明显感觉到短视频创作质量越来越高，作者有
越来越强烈纪录片意识”的朱贤亮，从短视频角度出
发，浅谈了自然纪录片创作的思考与建议。在朱贤
亮看来，自然纪录片创作，应该扬短视频之长处，发
挥“短平快”的特点，短是指时长，平是指接地气，快
是指传播要快。

但是纪录片创作与短视频创作也有区别，一是
主题，二是内容，三是叙事。“一部纪录片肯定有主
题，而好主题的判断标准则在立意；内容的好坏，则
看对主题的支撑力度强不强；叙事则是一个不断选
择的过程，最终目的是把内容说清楚。”朱贤亮说。

作为资深摄影师和知名影像平台 8KRAW 联合
创始人，Lingchen 建议普通自然影像创作者应“找准
定位，确立风格，展示与众不同的内容”“保持心中对
摄影的热爱和创作的激情”“及时更新观念，去了解
市场的需求、行业的趋势”“在技术和创意上不断创
新，学习新的摄影技术和后期制作方式”等。

“心里有梦，眼里有光，镜头里是全世界的美好，
希望每一位影像创作者都怀揣梦想，始终保持对生
活充满热情，通过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发现这个世
界的美好，并通过创作的方式分享给所有人，将这份
美好的能量传递出去。”Lingchen说。

变化已经在发生。如今，哪怕是国际知名平台
制作的自然纪录片，也在寻找创新方法，希望在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与突破。英国导演、作
家、野生动物电影制作人 Patrick Morris 深耕自然影
像创作领域 35 年，曾任 BBC 自然历史部门的系列制
片人与执行制片人。他表示，当前 BBC 的鸿篇巨制
也需要通过做大规模、邀请大牌参与等方法与时俱
进，主动提供解决方案，吸引观众的注意。“我们永远
不应该羞于重复同一个故事和用新的不同方式去讲
述自然的故事。”Patrick Morris说。

因为最终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动自然影
像行业蓬勃发展，拍摄自然好故事，激发大众对自然
保护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传递生命的力量。

用影像保护自然
传递生命的力量

◆本报记者王琳琳

他们是从业数十年、成名已久的自然影像从业者，是国
际自然领域顶级大咖和国内知名平台的高级顾问，是年轻
有为、堪称行业中坚力量的青年才俊。

当这些人汇聚一堂，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近日举
办的首届中国自然影像创作者大会主题论坛上，这些人分
享了各自关于自然影像的洞察与思考，讲述了创作背后的
细节与故事，直击热门议题与观众深度交流互动。

干货满满的分享中，观众得以回味自然影像从过去、到
现在、向未来的脉络与轨迹，也一窥自然影像创作中的“变”
与“不变”。

背景链接——

由 2023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组委
会发起的首届中国自然影像创作者大会，
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团队发起的同类型国际
自然影像节庆。

大会共分年赛作品展、主题论坛与颁
奖典礼三大板块。其中，主题论坛部分发
布了 3 部“共生之地 ”系 列 自 然 科 考 纪 录
片 ，携 手 50 余 位 全 球 自 然 领 域 顶 级 大
咖，邀请 200 位海内外创作者，呈现了 13
场 自 然 影 像 创 作 论 坛 ，成 为 自 然 影 像 创
作 与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传 播 的 前 沿 阵 地 ，增
进了公众对自然生态和野生生物的了解
与热爱。

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由中国国家地
理发起并主办，赛事以“生命的力量”为主
题，面向全球征集摄影、视频和自然绘画作
品，并邀请全球自然影像领域顶尖专家担
任赛事评委，自 2020 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四届。四年间，年赛积累了近 4 万分钟的
野生生物珍贵影像、119506 部投稿作品、
相 关 内 容 全 网 曝 光 量 已 达 4 亿 + 人 次 。
2022 年，年赛作为中国民间力量的代表登
上了联合国舞台，向世界讲述了“影像保护
自然”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
道 由中国国家地理主办、骁龙
为影像技术合作伙伴、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为公益战略合作
伙伴的 2023 中国野生生物影
像年赛近日颁奖，共颁发摄影、
视频、自然绘画三大单元的 23
个奖项。其中，裘梦云凭借自
然绘画作品《冲绳秧鸡的孵卵
行为》荣获 2023 中国野生生物
影像年赛自然绘画单元——年
度最佳自然艺术家，朱兴超凭
借摄影作品《月夜暗杀》荣获
2023 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短
片《中国：野生动物家园》荣获
2023 中 国 野 生 生 物 影 像 年 赛
评委会大奖。此外，大赛还分
别设置视频单元、摄影单元手
机组骁龙特别奖，前者获奖作
品为《我在家门口挖了个小池
塘》，后者获奖作品为张立华

《自然的几何》。2023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朱兴超作品：《月夜暗杀》

2023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颁奖

仙鹤起飞的地方
——扎龙保护丹顶鹤二三事

◆徐怡珊

父母与鹤。 徐怡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