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上鸟类摄影，基于两个原因。首先

是嘉兴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王剑峰说：

“二十多年前，电视上播放的国外城市推介

片，成群的鸽子，旁若无人地在市政广场上

溜达，对游人的存在毫不在意，这在当时国

内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一些住宅小区

内，各种鸟儿在草坪上游走觅食的情景已

是司空见惯；无数的候鸟到嘉兴停留，甚至

定居的情景已不是新闻；不少珍稀鸟类在

嘉兴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就给了我

们这些鸟类摄影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摄影

条件。”

“九龙山、祥符荡、莲泗荡、天鹅湖、西

南湖、秀湖等等，都是我们拍摄鸟类的好去

处。”说起鸟类摄影的胜地，王剑峰如数家

珍。

对摄影来说，口述的技巧总是苍白的，

关键在行动。

“一种鸟，拍摄的季节变换、一天中不

同时间段、是否交配活跃期，种种的不同，

在画面上的呈现都是不一样的，这就给了

创作者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快感。所以说，

有人会问我，你拍了这么多年的鸟，怎么还

拍不够？我只能笑着回答‘隔行如隔山’，

学无止境！”王剑峰笑言。

拍摄鸟类，是一件技术活，也是一件体

力活儿。

“爱上鸟类拍摄，还有一个原因，四季

转换，风景不同，辗转腾挪之间，既增长了

鸟类知识，又强健了体魄。”王剑峰坦言。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静静地等待，细

细地观察，敏锐地捕捉动态，恰到好处地

定格瞬间，这都在考验一个人的定力和体

力……做到眼到、手到、心到，静得下心，这

些都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

痴迷鸟类摄影，也让他获得了不少有

关鸟类鲜为人知的小花絮，譬如，鸳鸯的窝

不是都安在水边的，有的把安乐窝筑在树

上；有一些种类的鸟，在交配繁殖期，在异

性面前，神态会显得特别高傲，羽毛会变得

特别鲜艳……不由让人感叹，大自然真是

奇妙无比。

“不管到什么年龄段，人还是需要与时

俱进。”王剑峰经常这样说。

几十年来，他一直背着“长枪短炮”出

现在拍摄现场。近几年开始使用手机进行

拍摄，通过不断地实践，摸索出在不同场

合，使用不同器材拍摄的短板长处，恰到好

处地进行表达；购买运动相机，去年开始尝

试水下摄影，拍出的作品让人惊羡；今年开

始涉足短视频拍摄和制作，他认为，对鸟类

拍摄而言，瞬间的截取和过程的跟踪同样

有价值……

眼前的王剑峰，一直保持着那种低调

谦虚好学的姿态，经阳光风雨洗礼的黝黑

皮肤、敏捷的思维、沉着平稳的步伐……根

本看不出已是一位七旬老人，相信在以后

的日子，他会继续在灵动的飞鸟和移动的

镜头之间演绎生活之美。

拍摄鸟类让生活充满情趣

快乐老年

N

今日星期三
2024年4月24日 农历甲辰年三月十六
总第9723期

编辑/王 坚 版式/马赵琴 校对/刘菲娜

在飞鸟和镜头之间演绎生活之美

1953年出生的王剑峰，是土生土长
的嘉兴人。

拆迁前，王剑峰曾经居住在嘉兴月
芦文杉景区中的芦席汇，原来的芦席汇
22号，现在的芦席汇 26号。芦席汇，因
木船的顶篷用芦席编织，因这里聚集了
很多从事芦席生意的商户而得名。

在他的记忆中，芦席汇有张联三糖
坊；有一条平底宽体的摆渡船，一对老夫
妻负责摆渡，住在运河入禾处——分水
墩，要渡河到对岸的人们，吆喝一声“摆
渡”，不消一会儿工夫，渡船就会出现在
客人面前；有个江西人老黄，每天下午挑
着馄饨担沿街叫卖，小馄饨色香味诱人；
秀城桥桥北朝西有屠家小店，卖香烟杂
货；自家门前44年前种下的楝树，今天仍
然枝繁叶茂……

枕水而居，千帆万舟从门前的运河
驶过，“野渡无人舟自横”“寒雨连江夜入
吴”的场景历历在目，从小就在他的心田
里种下了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基因。

相机成了他记录生活和复盘似水流
年的工具。退休以后，他专注鸟类拍摄，
到目前拍摄了上万张神态各异的各种鸟
类照片。

与摄影结缘，还有一个家庭因素，父
亲与照片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耳濡目染
使王剑峰几十年来一直沉浸在光与色的
世界中。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南湖路
上的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全市上下掀
起了“我为南湖增光辉”活动，而影像资
料的收集整理、展陈图片的制作是重中
之重。他的父亲，当时在嘉兴一家国营
照相馆工作，是一位资深照片精放技
师。新建纪念馆有大量的老照片需要修
复、精放，纪念馆方面请王老“出山”参与
这项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父亲
加班加点在暗房里连续工作，加上已上
了年纪，终因疲劳过度导致视网膜突然
脱落，急送上海医院手术。

上世纪 80年代，在嘉兴市总工会的
倡导下，嘉兴成立了笫一支职工摄影队
伍——嘉兴市职工摄影家协会，王剑峰
任协会主席，多次组织会员赴外地开展
摄影创作活动，举办摄影大赛，深入工厂
企业拍摄劳动场景，得到市里有关领导
的高度肯定。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剑峰从企业调到

媒体工作，从事广告摄影。

当时的嘉兴，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

发展迅猛，特别是轻工产品，在全省，甚至

全国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比如当时的金

三塔丝绸服装，又如大雁自行车、皇冠灯

具、海鸥电扇和奔月毛毯被称为嘉兴的“四

大名旦”，当时企业对外宣传已非常自觉和

重视，都会制作精美的产品画册进行推介，

这样，产品摄影成为热门行业。

“当时我从事广告摄影，为企业制作画

册，单位专门设立了摄影棚，配置了灯光和

专业的照相器材，我提供人模时装、产品图

片，参与策划与设计。当时我们的印刷水

平较低，精美的画册都要委托广州、深圳的

广告代理公司，再辗转到香港印刷，可以

说，当时我不光负责拍照，还兼顾设计、校

对、清样、调色等一系列过程，直到让客户

满意的产品画册送到客户手里。”王剑峰回

忆。

产品、人物、风光摄影，不管从事什么

类别的摄影，基本元素是相通的。有了充

裕的时间可以支配，退休以后的王剑峰渐

渐迷上了鸟类摄影。

以前从事的摄影门类，绝大部分是静

态摄影，注重灯光、室温、曝光度、光圈等一

系列元素，对一个成熟的从业者来说，经过

摸索是可以娴熟掌握的。“可从事鸟类摄

影，难度系数大大增加，最大的不同是转换

成了动态摄影，机会稍纵即逝，拍出的每一

幅图片都是不一样的，对各方面元素的掌

控要求更高，对摄影者的要求更苛刻。”

从静态向动态摄影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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