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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的雨季也没有让独龙江褪去那醉人的自主绿魂
魄 ， 其支流担当力卡河的水位虽然涨了许多 . 但
依然清澈。这条在云南西北部角落里静静流淌的
大江，可谓中国最美丽的江水，而成就这美丽的 ，
正是江两岸由高黎贡 l L昨日担当力卡山护佑的那片
神秘的原始森林。

程斌 / J慧

Olympus E-M1 相中儿 ， M.ZUIKO DIGITAL ED 12-40mm 112.8 Pro 
镜头， 30mm端， 118 , 50s , ISO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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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巴松错湖畔，数百只集群的蓝大姐鸭攀附

在岩壁上觅食后.又一齐飞离，如同一颗颗Jm:宝

石瞬间变身为蓝色闪也。高原似乎将西藏天空的
湛蓝与纯净化入这种鸟儿身上 - 为其略显单调的

冬季增添了一抹悦目的深蓝。

蓝大翅串串 ( Gra叫出 1 Gnllldil /i1 codic% r ) 

徐健 /攘

Canon E08 7D徊机， EF 70-200mm 1/2 .8 L 18 11 U8M镜头 ，
200mm端 ， 1/3.2 , 1/3205 , 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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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Ja地相~

一抹婿红点缀在垫状的底座之上，映衬着高原的蓝

天，分外耀眼。但这却是在青海三江源保护区囊谦

境内海拔 4500 米的流石滩上。自然之美绽放在
这看似贫痛而严酷的岩石地带，生命之灵唱响在这

片高原辽阔而空寂的天空之上。

杂多点地梅 ( Androsaceal aschanica var. zadoensis ) 

计云 /摄

Nikon 05300徊机 ， AF-S 10-24mm fl3.5-4.5G EO镜头， 10mm端，
1/13 , 1/160s , IS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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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
中国祉会科学院统营学部委员

翻开影像生物调查所 (IBB) 编著的《自然之美)).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18 世纪的法国人布封，他

是卷帧浩繁的《自然:史)) (36 卷)的作者。 200 多年过去了，这部著作的某些观察和结论虽已经过时 ，

但它在今天仍有可以阅读的部分，因为它是科学精神和艺术美感融洽无间的结合。布封是法国启蒙运

动的四伟人之一、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被称为博物学家。博物学，一门向老的、曾经辉煌过的学科.

如今已风光不再。在人类的知识过分细化、技术统治一切的现代社会中，它已经从我们的学科目录中

消失了，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人被称为博物学家。前几年，北京大学开设了博物学导论的课程，居然还

成了新闻。 然而.看看这本《自然之美>.看看它的鸟兽、鱼虫、草木、iJl川的图片，看看它的图说，

看看它的作者们，我们不是又看到了博物学生动的呈现吗?不是又看到了博物学家们忙碌的身影吗?

是的. <自然之美》的作者是一群以桐机为工具，以触觉和心灵为媒介，以在深山大泽中的艰苦劳作

向大众传播真、美和感情的年轻生态摄影师.是把生物多样性调查作为一项事业并在其中投入巨大热

情的博物学家。

博物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亲力亲为，即认识一件事物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通过自己的耳

朵去聆听，通过自己的手去抚摸，通过自己的脚去丈量.所以，博物学是一门需要博物学家亲自动手、

动脑、动心的学问。这些年轻的博物学家走出城市，深入荒野 ， 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捕捉人们沛，得一

见的影像，在完成调查项目的同时把一帧帧真实而精美的图片呈现在世入的面前。他们背负着沉重的

器材，无惧蚊虫的叮咬，涉激流、攀悬崖、睡帐篷，饥一顿饱一顿，或者一动不功地等待数小时.甚

至等待几天、几星期.为的是亲手拍一张角度和构图都具有创意的照片。然而，这一张张照片表现的

不仅仅是"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间的互动.才是生物多样f性生的真髓 "穿过山口"的雪豹"重返荒野..的普氏野野，马‘‘绿浪来袭"

的大紫!胸陶鹦鹉..笑傲群山"的黑鹊"飞跃峰服"的黑颈鹤"巨入"塔黄"凤中之火"红花绿绒茵'

变色晰蝇的"瑜伽术

或隐匿于水下，或栩栩于蓝天，或潜伏子黑夜，或摇摆于微风，或躲避于巨石之间，无一不是生物与

环境之间的适应与和谐。这些年轻的博物学家是一群有信仰的理想主义者，相信梭罗的话"荒野蕴

含着人类的希望。"

他们向我们展示的是大自然的真，大自然的实。常言道:眼见为实。但是，眼见而没有准确的细

节和氛围，无非是一个孤零零、干巴巴的没有生命的动植物，还算不得完全的 "真

烘托和环境的映衬才才A能显现出物体的开形5态样貌.<自然之美》中的鸟兽鱼虫草木山川是真实的自然-一一

有呼吸、有动作的自然 ， 总之，是有生命的自然。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细节:披着白雪的大熊猫 ， 挖

鼠兔的棕熊，玩杂耍的赤1瓜，风雪中的孤狼 ， 花丛中的藏原玲，梅里雪山的血雄.绝境逢生的西藏构兰，

追随阳光的龙胆，清理眼睛的弯趾虎，夜栖的红蜻蜓 ， 等等，它们或警觉，或矫健，或轻灵，或狂野 ，

或凶残，或抚媚，或优雅，或妖烧，都在各自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活动，它们是一方水土的主人。在

这些年轻的博物学家的眼中，乌兽鱼虫，草木山) 11. 都拥有一个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他们不需要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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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梭的生命体摆出各种姿势，或者人为地创造某种情势，他们要的是原生态，真实是他们的追求。

大自然是真的，是实的，也是美的。这些年轻的博物学家用他们的相机告诉我们 : 睡眼惺怡的小

院猫是美的，跳着草原伦巴的艾舶是美的，最后的白暨脚是美的，朦胧的豹子花是美的，晶莹剔透的

向带燕凤蝶是美的，具有王者风范的眼镜王蛇也是美的。无论是狂野、矫健、剌悍、狡黠、温柔、阴险、

凶残，只要是在相应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嬉戏、打斗和繁衍，在我们人类的想象中都是美的，都能剌

激我们的想象力朝着空阔和辽远的方向驰骋。《自然之美》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把我们带入一个美轮美失、

充满想象的境界。博物学不仅提供真实，还提供美感;不仅提供知识 ， 还提供欣赏的对象一一花鸟鱼

虫及由此产生的具体或朦胧的美感。化瞬间为永恒，是美的真谛。

有了真与实的自然，有了自然的美感，也许还不够，还需要有参与的热情，即拍照的时候有感情

的投入、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对每一种生物的爱。博物学既是科学 ， 又是艺术，还是感情，博物学的对

象集中了知识、美感和激情，是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学问。当两只雪豹在山口相遇的时候，摄影师说"当

我看见两只雪豹亲昵地头碰着头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青海.在一对藏狐面前，摄影师说:

"它们接受了我，在我面前，它们追逐，嬉戏，甚至睡觉。我不愿再接动快门，只想和它们目光相对，

共享午后的暖暖阳光。"当摄影师偶遇一群血雄的时候，他说"它们开始四处逃窜，有的还警惕地打

开尾羽伪装，这只跑Q主了之后，才回头看了我一眼。"当摄影师看见一只高山秃莺飞越大河的时候，说"在

这里，你会明白大自然的神奇和壮阔，以及人类的砂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原住民都崇拜壮

丽的大自然，珍爱自然界里每一个生命。"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场景，是经常发生的。摄影师和每一

只动物、每一株植物接触的时候，都怀有一种爱护、保护、甚至守护的感情，他们之间用眼神、手势

和面部的表情进行着不同层面的沟通和交流。面对这一张张图片.我可以感到摄影师们的快乐、喜悦，

甚至骄傲。他们感动了我。

影像生物调查所 (188 )所长徐健先生说"除了敬业的科研精神之外.每一种自然物都有其独特

的美和存在价值，我们希望人们都能认识到这种美。.. IB8 的摄影家们无愧于博物学家的身份 ， 他们

满怀着感情.用他们的成绩向我们表明大自然的每一种生物都是真实的 . 都是美的，都有其存在的价

值。他们的行为证明了:苦中有乐.乐中有知，知中有物，物中有惰，情中布像，像中有真，真中有

美.美中有爱。真、美、爱，这是博物学的三元素，也是 IB8 的博物学家们矢志不渝的信念。

是为序。

2014 年 6 月 25 R.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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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生物调查所 ( IBE)

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的绘画作品，是大约完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岩画。这些岩画大多以动

物形象为主。以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岩洞为例，在 270 米长的洞窟里绘制了野牛、野马、野猪、

1赵、 1孟码象等 20 多种动物。其中最引人注同的是"受伤的野野，牛

f仍月奋力挣扎的惰景，将野牛的野'性和力量表现得栩栩如生。

其实，人类并非一心只想着如何满足生存的本能欲望。在人类的发展史中，自然万物投影在人类

文化中的烙印从未间断，不同文化都以不同的形式演绎着人类对自然万物无法抑止的创作灵感..万

物有灵"的理念也不仅仅是以宗教为载体而广泛存在。这些皆惊自于我们的天性 ， 而这种天性则源自

于人类与万物共呼吸、同驰骋于原野的经历和感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种种巨大的代价，人

与自然的关系也一直被矛盾和冲突所左右。工业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弱化了人

们感知和理解其他生命形式的能力。被爱因斯坦赞誉为"本世纪最伟大人物"的诺贝尔奖得主、思想

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曾说"人的存在不是矶立的，它有赖子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

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敬畏一切生命，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

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时至今R. 有着

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在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的道路上，同样面临着人与向然和谐共存的诸多问题。

我们的先人早在三千年前就有许多关于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哲学思想和大量优美诗篇。但是今天

的我们拥有了诗歌、绘画、照片、戏曲、电影…·却在如何继续传递‘入与自然相i首相处"的命题上

述失了方向。

志，本义为记载、记述。地方志书简称"方志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据统计，我国现存的地方志多达上万种，专注记载和描述自然状况的志

书并不多，而用影像的方式来创立自然志的记录更是几近空白。

2008 年.一群对中国的自然和野生生物怀有敬畏之心和珍惜关怀之惰的自然摄影师走到一起，

组成了影像生物调查所 (188 )。在六年的时间里，行程 30 多万公里，通过 63 次影像调查拍摄了

30 多万张照片和 3000 多小时的视频，记录了 6 000 多个物种。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同标 用影

像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方式，来创立中国的向然影像志。作家桑德斯说..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都市化，

无论我们对向然有多么无视，我们仍然是动物，生活在由亿万种生命体共同营造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然而自然这个立体的系统往往被平面化成地图式的印象。如果以平方公里为单位的地理概念，能够以

其中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的方式重新审视，是否会立即变得立体起来 是否顿时让我们四周充盈起勃勃

生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体，当我们主动与周围的生命建立沟通.主动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那会让我们回归自然天性，也更加明白"万物有灵"对于重新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真正意义。

《自然之美一一188 中国自然影像志》要从一颗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 需要日月和大地的承载，

更需要众人的浇灌和关爱。这是一棵关于尊重和理解生命的树，它的枝叶和根系会无限延伸.以至于

能够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O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兽哦 类
万Z工工，，/，

.、

，.、

,.1 

技特~

F亨|
乒，缸lP:Oi后 ' /'''7''''

随
重圈圈固r.!l









大熊猫

一个初春飞雪的清晨，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只大熊猫

为了寻找伴侣，匆忙地膛过西水词。这也给了我很好的拍摄

机会。由于长期跟踪和研究这只野生大熊猫，它已经适应了

我的存在，我才得以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拍摄它。当时的画面

太美了 ， 这会是伴随我一生的美好回忆。

、最

大熊猫( Giant panda / Ailuropoda melanoleuca ) 

向定乾/摄

Canon EOS 200相机， EF 20mm 112.8 USM镜头，

115.6 , 1/1255 , IS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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