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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飞失势粉墙高，好个声音好羽毛。小婢不须催柘弹，且从枝上吃樱桃。”

阅读《追鸟记》，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郑谷的这首《山鸟》所表达的意境：不

要去打扰那只鸟吧，让安心去啄食鲜美的樱桃。欣赏《追鸟记》中一幅幅的鸟类生

活图，犹如聆听一曲曲生动的乐曲，陶醉于大自然绝美的天籁之声；犹如品读一首

首优美的诗歌，沉溺于大自然纯美的意境；犹如欣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痴迷于大

自然绝妙的写意。那是凝固的音乐，飞翔的诗歌，写意的画卷。

作为一个摄影家，在《追鸟记》中，王猛表达着对摄影艺术的一种追求，用光

和影的艺术融写意于写实之中，他用镜头描述着鸟儿稍纵即逝的美妙瞬间，这大自

然最灵动的精灵，理羽、振翅、吟唱、起舞、御风、戏水、弄影、谈情、说爱，风

姿绰约，美轮美奂，妩媚动人。王猛以精致的细节描述鸟类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

可以说这是一部以写实为基础，以艺术为手段的艺术作品，是王猛这些年追求摄影

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展示了他独特的艺术摄影气质。

鸟是精灵，是天使，是人类的“图腾”，我国古代图腾中就有“凤凰”“大鹏”。

鸟更是人类艺术的启蒙者，它那纤巧的身姿、绚丽的羽毛、婉转的歌声、美妙的舞蹈，

赋予人类以音乐、舞蹈、诗歌、美术、建筑、服饰等审美意识，启迪了艺术家们的灵感，

让人类的生活绚丽多彩，情趣盎然。在诗人笔下，鸟是抒发感情的寄托，中外诗歌中，

《鹏鸟赋》《黄鹄歌》《孔雀东南飞》《燕歌行》《凤求凰》《飞鸟集》《云雀颂》《海

燕》等以鸟为题的传世佳作不胜枚举。我国第一部《诗经》，就写了 70 多种鸟，第

凝固的飞翔
季栋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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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便以鸟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词牌名不少与鸟有关，如《鹊踏枝》《鹧

鸪天》《鸟夜啼》《钗头凤》等等。我们聆听了多年的经典乐曲，如《云雀四重奏》

《杜鹃圆舞曲》《燕子》《天鹅湖》《野鸽》《春天第一次听见布谷鸟叫》《夜莺》

《百鸟朝凤》《空山鸟语》《平沙落雁》《鹧鸪飞》《荫中鸟》《百鸟行》《鸟投林》

《苗岭的早晨》……正是大师们受到鸟鸣的启迪才创作出来的，并由乐曲创作了舞蹈，

而在美术、建筑、服饰等领域，鸟是最基本的元素。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花

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这些我们可以随口诵出的诗句，让我们领略

诗歌的意境之美的同时，也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然而，这些诗句如今却成

了我们向往的生活境界。以麻雀为例，曾几何时，麻雀被列为要消灭的“四害”之一，

现在却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足以表明我们的环境所遭遇的变化。“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鹧鸪始鸣，割麦插禾”，人类一度的日常生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试想如果没有鸟，浩瀚的长空将会孤寂，葱翠的森林将会空寞，苍茫的大地将会沉寂，

人类的世界将会失去精灵与天使，我们只有通过机器去聆听鸟之吟唱，观赏鸟之飞

舞。故，鸟类的存在和保护程度如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然保护、科学文

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王猛怀着对大自然感恩的情怀，一直通过镜头关注着我们

的生态环境，鸟正是他追逐的一个生态标本。他正是要通过艺术再现鸟类鲜活而美

妙的日常生活，在给我们带来视觉享受和心灵愉悦的同时，让人们从中感受大自然

“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从而唤醒人们关注生活空间、保护鸟类生命、珍爱地球

家园的忧患意识。



摄影艺术是一门辛苦的艺术，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王猛练就一副执着的铁脚

板，沙漠戈壁、泥潭草丛、深山大沟、森林湿地，他的足迹遍布宁夏山川，通过镜

头讲述宁夏、记录宁夏、表达宁夏。2008 年 5 月 12 日 ,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猛主

动请缨 , 深入都江堰、北川和青川等地震灾区 , 用镜头记录地震灾情，记录抗震救灾

的感人场面 , 留下了近千幅珍贵的影像资料，也成为我区唯一荣获“2008 抗震救灾

优秀摄影家”称号的摄影家，表现出一位有担当的摄影家高尚的职业情怀。

拍鸟更为辛苦，可以说没有一只鸟是被容易捕捉的，《追鸟记》之“追”表达

了他为之付出的艰辛。《追鸟记》所收录的照片只是他数十万张照片中极小的一部分，

那些没有收录的大量照片将成为见证宁夏鸟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和宁夏生态环境的建

设成就的珍贵资料。近年来，宁夏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一些多年不见的

珍稀动物在自然保护区频频出现，野生动物种类和种群也相应增加，全区野生脊椎

动物已有 474 种，其中野生鸟类资源 320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50 多种，自治区级保

护动物 40 多种，在他的镜头下均有呈现，十年辛苦不寻常，每一张照片无不浸透他

的心血和汗水。

《追鸟记》表达着王猛对家乡、对生活、对自然无限热爱之情，也表达着王猛的忧

虑意识 ：如果没有鸟，这个世界将失去翅膀 ；如果没有鸟，我们人类将失去想象。

与王猛同事多年，他给我拍摄过许多相片，至今我还在用着。《追鸟记》嘱我为序，

不敢妄言为序，全当写在前面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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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佳能 200mm 至 400mm 内带 1.4 倍增距的新镜头已经来了，原本希望

在拍摄舞台演出或体育比赛中大显其威，但最近活动少，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就先拿

它拍拍鸟吧。

清晨的中山公园，到处可见晨练的市民。在树林和草坪上最活跃的当属喜鹊了。俗

话说“喜鹊叫喜事到”，银川的很多市民都是伴着喜鹊的叫声醒来的，有着文化认同感

的韩国也把吉祥的喜鹊视为国鸟。近年来，银川市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

先后成立了银川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银川市公安局森林分局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门负

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2009 年 10 月，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确定喜鹊为银

川市市鸟。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银川市喜鹊种群平均密度由每平方公里 4.4 只上升到每

平方公里 6.8 只，种群数量由 42559 只上升到 65549 只，喜鹊数量逐年增加。2011 年

银川市被命名为“中国喜鹊之乡”，随后我拍摄的一组喜鹊的照片，整版刊发在《宁夏

日报》上，这组稿件还获得了当年自治区新闻奖一等奖。

我边走边拍，在公园假山东侧的一片树林里，一大群小鸟正围着地面上一滩小水洼

争先恐后地喝水。

正当我兴奋地拍摄时，一个晨练的大妈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在拍鸟吗？”

“是啊。”

她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只要一唱歌，鸟就会飞过来。

我微笑着点点头，她便大方地冲着树林开始唱起歌来。虽然歌名我不知道，但歌曲

优美的旋律和大妈清脆的嗓音，让 3 月的枯树林立刻有了春的生机。虽然鸟儿没有如约

飞来，但大妈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感动。

回到报社后，我迅速上网仔细查看，发现我当天拍摄到的有蜡嘴雀、赤颈鸫、大斑

啄木鸟，还有银川去年才开始出现的太平鸟。太平鸟，又名十二黄、连雀。它们形象俊美，

虽然没有动听的叫声，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可以完成叼纸牌、取硬币、打水等难度

不一的杂耍节目，因而颇受养鸟及玩鸟者的喜爱。

下午，我把早上的偶遇编成稿件发出，并给这组稿件取名为《是谁在春天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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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Pica pica）   雀形目鸦科。体长 40~50 厘米。雌雄羽色相似，头、颈、背至尾

均为黑色，并自前往后分别呈现紫色、绿蓝色、绿色等光泽；双翅黑色而在翼肩有一大

块白斑；尾远较翅长，呈楔形；嘴、腿、脚纯黑色；腹面以胸为界，前黑后白。栖息地

多样，常出没于人类活动地区，喜欢将巢筑在民宅旁的大树上。全年大多成对生活，杂

食性，在旷野和田间觅食，繁殖期捕食昆虫、蛙类等小型动物，也盗食其他鸟类的卵和

雏鸟，兼食瓜果、谷物、植物种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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