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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新年伊
始 ，京 津 冀
及整个华北
地区都陷入
雾 霾 天 气 。

有媒体再度翻出阿 里 巴 巴 集 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几年前说过的
一 句 话 ，面 对 雾 霾 ，“ 我 真 希望
自己真的是外星人，可以逃回我
的星球。”

马云说，在中国，每当有人对
他不满意，或者觉得他疯了的时
候，就说其是“外星人”，但是，“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没有别的
地方可去。这不仅仅是政治家讨
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责任。”

2012 年，阿里巴巴成立公益
基金会，以环境保护作为主公益
范畴。近几年，基金会通过将企
业平台模式及资源融入公益领
域，帮助上百家公益组织获得了
发展壮大的机会，营造了良好的
公益氛围，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马云：真希望是外星人，
逃回我的星球

董明珠：愿投入所有积
蓄，让雾霾减少一半

在近日
举行的某制
造高峰论坛
上 ，格 力 电
器董事长董

明珠表态说，一定要做新能源汽
车，愿投入所有积蓄，让中国雾霾
减少一半。

董明珠看好新能源汽车技术
的未来发展，认定它能给中国乃
至于全世界带来环境利好。她
说，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多是以
牺 牲 健 康 、破 坏 环 境 为 代 价 换
来的。

“我们的生存、活 着 的 价 值
已 经 不 是 为 了 挣 钱 ，而 是 因 为
我 们 的 存 在 能 让 世 界 改 变。”董
明珠说。

日前，董明珠个人与大连万
达等公司一道，对珠海银隆新能
源有限公司增资。据悉，董明珠
个人投资至少 10亿元。

2016
年 ，美 国 人
罗 伯·格 林
菲尔德发起
一 个 名 为

“Trash Me”
的项目。在
一个月的时
间 里 ，他 会

像普通美国人一样购物、饮食，把
每天由这些活动产生的垃圾收集
起来穿在身上，然后出门搭乘地
铁或购物。

格林菲尔德在网站上不定期
直 播 项 目 进 展 ，并 将 视 频 放 在
YouTube上。网友纷纷评论及点
赞，称赞其勇敢又富于创意的环
保行为，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垃圾大白”。
第 28 天时，格林菲尔德已经

积累了 77 磅（约合 70 斤）的垃圾，
约比普通美国人产生的垃圾少
1/3。根据美国环保署 2013 年的
数据，美国人平均每天产生约 4.4
磅（约合 4 斤）的垃圾。这些垃圾
会在分解过程中会释放温室气
体，最终导致气候恶化。

“我的目的是想教育和激励
人们少制造一些垃圾。”格林菲尔
德说。

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宣
传环保。2013 和 2014 年，他先后
发起了“脱离电网，骑行美国”和

“在垃圾桶里潜水”活动，前者是
一年只在自然水源中沐浴的环美
骑行；后者是在环美骑行中以垃
圾桶里翻捡来的食物为生。

在 后 者 超 过 4700 英 里 的 骑
行中，格林菲尔德共吃了 280 磅
从垃圾桶中找到的食物，这是他
全 部 饮 食 的 70%。 在 他 翻 过 的
2000 多个垃圾桶里，超过一半被
扔掉的食物是还可以吃的。他的
行动旨在提醒美国人节约用水、
减少食物浪费。

200万！
1 月 5 日晚 9 点 45 分，当《自然的力

量》最后一天直播结束，李文举的心里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续 6 天，他偕主
创团队在今日头条号、bilibili 央视纪录
UP 主、央视新闻 APP 几大平台与网友
边看边聊。总制片陈晓卿、总摄像王
路、导演原媛、李晓东、总撰稿张海龙、
配音方亮，以及众多参与拍摄的摄像师
悉数登场，共同为这部饱含着大家心血
和感情的片子添最后一把火，献最后一
份力。

没有任何商业宣传，却场场爆满。
每天，每个平台的在线人数都超过十
万，6 天观看总人数超过 200 万。他们
被这部历时 5 年制作、由李文举带领团
队一次次深入我国人迹罕至的地区，深
度纪录数十种野生动物野外生活画面
的诚意之作而深深吸引。

前期放出的片花中，精华尽现，不
仅有规模弘大的藏羚羊迁徙、罕见激烈
的狼群大战野牦牛、恢弘壮丽的海底珊
瑚产卵，还有数十年来新疆夏尔西里地
区的首次记录，他们甚至还拍摄到了一
个新物种——金色野牦牛。

数字给了团队惊喜与安慰。不舍
的情绪在屏幕内外蔓延，密密的弹幕覆
盖了播出的画面。5 年了，这个《自然
的力量》团队真的要解散了。很多人都
有些怅然若失，还觉得自己该为片子再
做点什么。有的人，好像还没回过神
来，就像一根橡皮筋，被抻了 5 年，回弹
的速度和力道都慢了。

温和里带着一股倔强

2010 年 10 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
《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一直备受局限的自然类纪录片也
迎来了发展的空间与契机。当时，离央
视纪录频道制作的中国第一套大型系
列自然纪录片《森林之歌》已经过去了
4 年，从频道领导到主创团队，一直都
在 寻 找 拍 摄 下 一 部 自 然 类 纪 录 片 的
契机。

《自然的力量》应运而生。这部纪
录片策划之初，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
势和雄心确定了规格和体量，那就是以
全域的视角，表现风、水、山等自然力的
故事，展现自然界中的生命律动、物竞
天择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曾参与过

《森林之歌》拍摄、有着自然类纪录片拍
摄经验的的李文举，接过重担，担起了
这部片子的总导演。

李文举是甘肃人，不怎么爱说话，
但一出口就文绉绉的，曾以笔名“衣乌
鱼”在《新京报》开过近一年的专栏。在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也是这
部《自然的力量》总制片人陈晓卿的印
象里，这个“刚肃农葱仍”（过滤掉口音，

“甘肃农村人”）性格就像他的口音一
样，经年未改，温和里带着一股倔强。

陈晓卿和李文举一起搭档制作过
很多纪录片，在《森林之歌》时，陈晓卿
任总导演，李文举则是分集分量最重的
东北和海上森林两集的导演。这次拍
摄《自然的力量》，是李文举独立担纲制
作 ，共 六 集 。“ 压 力 可 想 而 知 。”陈 晓
卿说。

直播前几天，记者在通州九棵树附
近的工作室里，见到 了 正 在 为 片 子 做
最 后 完 善 的 李 文 举 。 一 件 暗 色 的 背
心 式 羽 绒 服 ，一 条 运 动 裤 ，李 文 举 看
上去有些疲惫。由于连续的昼夜工作，
他的旧疾又犯了，一条腿因为痛风而无

法 打 弯 ，身 材 微 胖 的 他 只 能 缓 缓 地
挪动。

李文举的女儿笑笑说，制作过程
中，李文举最纠结的时候，就是后期制
作阶段。这部片子，整个团队野外拍摄
500 天，深入中国四大无人区，全部素材
长达 5 万分钟。即使单纯看一遍，每天
看 10 个小时，也要 100 天。更何况是要
剪成 6 集、共 300 分钟的播出版本，比例
高达 200：1。

为了剪出精彩的画面，李文举一遍
遍地捋素材。先是将拍摄到的动物行
为关键点按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拎出来，
然后将相关内容分配到原定的纵横、山
峙、水流、风起、海洋、共生等分集中。
后期制作还要完成拟音、配乐、配音等
内容，所耗心力极大。

读库主编张立宪对李文举的完美
主义性格体会颇深。他曾担任《森林之
歌》总撰稿，与李文举共事。由于内容
芜杂，张立宪在撰稿时若干次表示“悔
不当初”，有时候也想凑合一下得了。
有一次，他想“偷懒”松口气，没想到被
李文举洞察了心思，一脸正气地说：“六
哥，《森林之歌》我们都干了三年，已经
很有感情了，大家都希望能完美一些。
你也加把劲儿。”

专业化的团队

《自然的力量》是一部按照国际化
标准和要求制作的，覆盖中国全境、囊
括中国主要自然景观的大型纪录片。5
年制作周期，前期调研就花了一年半。
曾在纪录片《美丽中国》作过前期调研
的吴瑶瑶作为负责人，组建起了一支

“最低学历博士，最高学历博士后”的调
研队伍，十几位老师分别来自高校、科
研院所、保护区以及媒体。

调研的原则有 3 个：一是动物、植
物以及自然现象，要有中国的代表性；
二是这些元素必须是有关联的；三是可
拍摄。经过无数次的室内开会和室外
调研，最终，在 280 多份调研方案中，导
演组选出几十种作为拍摄对象。

闻丞，《自然的力量》调研团队科学
统筹，在开调研会的时候，感觉所有参
与这部片子制作的人都有一个没有说
出的宏愿，那就是用《自然的力量》为中
国描绘一部创世的自然史诗，让国人看
到中国这片土地是由什么样的元素、什
么样的过程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没有这个发心，是不可能拍出这
个片子的。”闻丞说。

不过，在闻丞看来，拍摄过后留下
的最宝贵财富，是这支在中国本土成长
起来的主创团队。

除了李文举，摄影指导王路也参与
了《森林之歌》的制作。分集导演原媛
拍摄过纪录片《牦牛》，李晓东则是新疆
的“活地图”，其他各人也都具有丰富的
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经验，或者是自然
类摄影的大咖。

他们懂得国际通行的故事化纪录
片拍摄方式，知道如何拍摄、情节点在
哪儿、高潮在哪儿，还有什么地方是铺
垫，可以在 3分钟内感动观众。

这种思路和技巧早在《森林之歌》
拍摄时，就已经形成。当时，为了将《森
林之歌》拍成一部可以与 BBC、国家地
理和发现频道相提并论的纪录片，制片
人陈晓卿专门请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摄影指导、资深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尔·
瑞汀和罗伯特，对摄制组进行细致的培
训工作。

陈晓卿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从他
们那里，我们学会了上树、挖坑、吃压缩
饼干、滑溜索、系缆绳，做掩体什么的，
听着像拓展训练。”

这些知识都在《自然的力量》中得
到了发扬。《自然的力量》要 拍 几 十 种
动 物 ，每 一 种 动 物 生 存 环 境 、生 活 习
性 都 不 一 样 ，需 要 不 同 的 拍 摄 手 段 。
为 了 能 在 片 中 全 方 位 多 视 角 地 呈 现
中国自然景观的美丽、野生动物的神
奇，王路他们将各种拍摄技能发扬广
大，而且还专门设计制作了一些特殊的
摄影器材。

在青海湖，他们把一个航模潜艇改

造成了水下摄影机，来拍摄湟鱼洄游时
水下部分的画面。在海拔 6000 米的冰
川上，多旋翼的航拍器基本无法正常工
作，他们便设计了“便携飞猫”，在两点
间架设绳子，将摄影器材置于其上，既
可以不干扰动物的正常行为，又可以对
镜头的运动、焦点、光圈有精准控制。

遵循自然规律的关怀

拍摄的 5 年，正是数字影像技术蓬
勃发展的 5 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
穷。2011 年底，摄制组第一次去阿里无
人区拍摄藏羚羊冬季求偶时，用的还是
数字高清磁带机。到 2014 年大规模拍
摄时，F55 以及 Fs7、Canon、A7s、Gopro、
红外摄像机等纷纷出现，极大丰富了

《自然的力量》的拍摄手段。
不过，虽然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出

现，但新设备并不能够接近动物，更不
可能带来故事。如何去尽量接近动物，
最行之有效的其实还是传统手段，也就
是——做掩体、蹲守、等待拍摄机会的
出现。

在东北大兴安岭，王路带着摄像助
理老七一连 7 天在零下近 40 度的环境
里等待黑嘴松鸡。每天，他们天不亮就
起床，扛着机器走到森林深处，躲在事
先布置好的简陋掩体里，布设好机位，
一直等到天黑结束。由于天气太冷，他
们穿再厚都没有用，很快就会冻得没了
知觉。快麻木的时候，两个人就互相抵
住 对 方 的 拳 头 比 力 ，就 像 演“ 默 片 ”
一样。

在新疆艾比湖，为了讲述风中的生
命，摄制团队在风口的位置搭了个掩
体，等待最大的那场风。经过漫长的等
待，风终于来了，却激起湖水长驱百米，
猛烈锤击着他们之前在湖边精心修建
的堡垒，大门被吹跑了，人睁不开眼，设
备也扶不稳。

在《自然的力量》最后一集，李文举
特意用了整集的篇幅讲述他们拍摄背
后的故事，取名为《追寻》。观众可以
看 到 ，他 们 在 野 外 拍 摄 时 的 场 景 和
状态。

有些内容颇具诙谐。在阿尔金无
人区，李文举和团队开着一辆北汽战旗
就进了无人区。野保员艾力依明看到，
说“你们这不是来拍摄，你们这是来送
死了”。果然，进无人区没多远，战旗就
打不着火了，艾力围着车端详半天，说

“我没带工具，我要带了工具的话，我给
你把发动机拆了扔掉呢”。

更多的是展现。展现整个团队为
了拍摄野生动物的追逐。

片中，有一段野牦牛的画面，镜头
稍微有些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
摄影师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上高速
奔跑后拍摄的。那天，拍摄团队本是去
拍藏棕熊，结果转了一天始终没有发现
其踪迹。在回程的路上，他们惊喜地发
现了野牦牛，不过野牦牛十分警觉，始
终和车保持一公里的安全距离。为了
拍摄，摄像李一斌和 老 七 拿 着 重 达 几
十 公 斤 的 器 材 ，跑 下 一 个 山 坡 ，又 爬
上一个山梁，最终完成了拍摄。跟随

拍摄的野保员极力劝阻，警告他们在海
拔 5000 多米的高原，这样做极有可能
猝 死 。 但 是 ，老 七 说 ，他 对 此 心 甘 情
愿。“拍到动物的那一刹那，一切辛苦和
烦恼都没了。”

所以，摄像师客家形容他们的摄制
团队有点像美剧《加里森敢死队》里讲
述的那支团队，一群优秀的人为了一个
共同的使命团结在一起，而这个使命只
有唯一一次机会。“拍动物也是唯一一
次机会。上苍不会眷顾我们。这个过
程中，必须全力以赴。每一点每一滴去
争取。”客家说。

在自然中学习与感悟

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生与死的悲
壮，爱与恨的缠绵，欢聚与别离的刻骨
铭心，以及与人类相似的希望与绝望、
欣喜与仇恨交织的感情。摄影师们记
录着这些故事，也从这些故事中收获不
一样的感悟。

在羌塘无人区，导演原媛和摄制组
拍到了狼群攻击野牦牛的画面。一群
野牦牛合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将牛角
一致对外。可是，在狼群的有序进攻
下，一只小牦牛还是被成功猎杀了。大
部队渐渐走远了，可小牦牛的妈妈却徘
徊在自己倒下的孩子旁，久久不愿离
去。很久很久以后，也许是发觉自己的
孩子真的再也无法站起来了，它才一步
一步地挪着离开。

这一幕，让原媛很是动容。回来后
翻书，她偶然发现，一百年前，瑞典探险
家斯文·赫定也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一

百年后，物是人非，同样的场景却依然
存在。生死高原的确残酷，但这就是自
然的力量、自然的魅力，在生与死的交
错中，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去年年底前，在《自然的力量》首映
式上，客家也讲述了自己拍摄青海湖湟
鱼洄游的感悟。在青海湖，每年的湟鱼
洄游是最壮观的生命奇观。由于在咸
水湖中，湟鱼的性腺不能发育成熟，它
们每年都要逆流而上，洄游到温度、水
流比较适宜的缓水区产卵。河水水流
湍急，为了生命的延续，湟鱼们拼尽全
力执着向前。当客家看到，有湟鱼因为
精疲力竭而被困在水洼里时，顾不上拍
摄，一只只把它们捡回到主河道里。他
说，在湟鱼身上，他看到了执着的精神，
永远向前，永不言败。

团队新疆组摄像孙昆说，拍完这部
片子后特别痛苦，“别的片子都不想拍
了，就想拍自然类的。但是不拍别的片
子又没钱。”

刘艳丽，《自然的力量》前期调研团
队召集人，发现做完这个工作后，自己
完全改变了对大自然的看法。“当你在
时间和空间的宏观尺度上对中国的自
然进行一次立体的梳理之后，你会觉
得，以前所看到的世界，并非是真正的
世界。”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她辞去了
林业系统的工作编制，专注于生态文化
研究以及创建国内自然保护地的生态
解读体系，期望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生活
的家园与大自然的真实联系。

孙昆倒没有很宏大的想法，他只是
想，老百姓看完这部片子，能够多爱护
一些动物，辛苦就没有白费了。

尾声

在《追寻》一集中，孙昆拼命忍住的
泪水，让无数人动 容 。 在 卡 拉 麦 里 的
荒原上，有人掏走了他们追踪拍摄很
久 的 一 个 金 雕 的 巢 。 那 是 一 个 金 雕
家庭，一只金雕带着两只小金雕。孙
昆 他 们 想 拍 摄 小 金 雕 出 巢 迎 风 飞翔
的画面。

他们躲在很远的一个掩体里，每天
通过摄像镜头观察小金雕的变化，记录
下小金雕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没想到，
等他们再次回来拍摄时，小金雕已经不
见，空空的巢窠中只残留着几根羽毛。
远方，金雕妈妈收起了羽翼，迟迟不肯
飞翔。

看见矿泉水瓶在金雕窝附近出现，
孙昆的心都凉了。这个流血流汗不流
泪的汉子，拼命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
水，哭了。

李文举专门剪出来一集，讲述人与
自然的共生。摄制团队拍到了一座藏
传佛教的寺庙周围，动物与周围居民像
朋友一般玩闹相处的关系；拍到了红河
的梯田中，人们如何像珍视自家财产那
般，珍视山上的森林。还有，小金山的
森林里，居民如何与环境达到平衡？澜
沧江边，人们怎样利用逼仄的地形构建
盐田？日益沙化的草原上，人们如何选
择取舍？城市边上的湿地里，迁徙的候
鸟怎样与人类互相适应？

摄制团队用镜头带领观众走近那
些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依然保留的贴
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是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
中，中华大地上进化出的宝贵财富。这
些生存智慧，交给人们的从来不是改造
自然，而是如何适应丰富的自然。

5 年拍摄过后，对于人和自然相处
的方式，李文举也有了自己的态度，“最
理想的状态是，人生活的归人，动物生
活的归动物”。

“中国已经建立了 2700 多个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 147 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陆地国土面积的 1/7，自然保护区体
系已经基本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
国家战略。在这样的时代面前，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国民都应该学习如何与自
然共生。”李文举说。

这才是观看《自然的力量》的真正
意义，也是拍摄的意义。

（本文照片由《自然的力量》摄制组
提供）

告诉你前所未见的野性中国

◆本报记者王琳琳

音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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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大白”：

把垃圾穿在身上

拍摄《自然的力量》，是一次机
缘。五年来，李文举带领团队一次
次深入我国人迹罕至的地区，高
原、荒漠、绿林、海洋，领略了中国
雄奇的自然景观，也被无数自然
保护者感动。500 天的野外拍
摄，数十种野生动物的故事，见证
了这个日益现代化的国度里，自然
界上演的一幕幕传奇。

《自然的力量》主创团队

从上至下，分别为藏羚羊、疣
鼻天鹅、黑嘴松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