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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水下摄影A

探索深海“精灵”的摄影师
浩瀚无际的海洋中，生活着无数的生物。

每当夜幕降临，海底生物就会上演一场华丽的垂
直迁徙，深不可测的海洋仿佛连接了星空，极其
梦幻的场面让人目不暇接。作为一名黑水摄影
师，张帆多年来通过镜头向人们展现海平面下美
轮美奂的世界。对张帆来说，他希望通过镜头将
这些如梦似幻的作品展现给更多热爱海洋、热爱
潜水、热爱摄影的人，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蓝色星
球里的水下世界，也希望这种热爱能够让更多的
力量聚集起来，保护这片蔚蓝世界。

1985年出生的张帆，从小生活在海南，喜欢
在海边捡贝壳，大海里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鱼类让
他非常着迷。在海边长大的他，对于大海有着非
同寻常的情感。

小时候，张帆非常喜欢画画，绘画的主题通
常与海洋生物有关。“小学毕业时，我在同学录上
填写的梦想是‘做一名海洋学家’，期待有一天能
够探索大海的奥秘。”张帆说。

大学填报志愿，张帆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版
画系的插图艺术和书籍装帧专业。专业的学习
对张帆的审美建立、构图和光影的运用、思维的
拓展和创造性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老师一直教导我，很多绘画的素材来源于
生活，要多去观察人类社会。”于是，张帆开始学
习摄影，并且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单反相机。无
意中，张帆接触到一本关于水下摄影的画册，这
让他爱不释手，从此便对水下摄影心生向往。

大学期间，张帆收集了无数关于海洋生物和
水下摄影的画册。“那时候没有条件进行水下拍
摄，我会去野外拍摄花鸟鱼虫。这些经历都为我
后来从事水下摄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10年，张帆决心成为一名水下摄影师。“我
开始学习潜水后，顺利取得了潜水证，这样我能
有更大的空间去拍摄更好的照片。”张帆说。当
时，国内水下摄影还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靠
自己探索。

2016年，张帆开始专注于黑水摄影。黑水摄
影主要是指潜水员夜间在深不见底的海洋表层
通过灯诱的方式寻找浮游生物，并进行拍摄记
录。“黑水摄影能够给人带来发现的快乐，它既有
科学探索的乐趣，又有摄影艺术的吸引，是跨越
科学和艺术界限的、充满吸引力的领域。”

“我通过灯诱的方式，把深水区的一些生物
吸引到浅层水域，大概二三十米的深度，这样我
就能经常拍摄到许多平时很难见到的海洋生
物。”张帆说，如今水下世界是自己生活的主场，
他的镜头记录着这些海洋生物生存、捕食、繁衍
的场景。

“我年轻时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医生叮嘱我
要远离潮湿。所以我想趁着我身体还好，把最想
做的事情尽可能不遗余力地做出来。”张帆说，常
年在湿冷的地方工作，有很大可能会加剧病情，
平时只能靠消炎药和止痛药缓解。

张帆说，每次进行水下拍摄，他都需要携带
沉重的潜水设备和水下摄影器材。“我曾经很长
一段时间，晚上七八点钟去拍摄，第二天早上五
六点钟回来。每天都很兴奋，有太多东西没有见
过，太多东西想要去记录。”

“当你做了很多年，再去寻找不一样的物种，
难度就会成倍上升，经常三四天等不到自己想要
的。但在你拍摄到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张帆说。

拍摄罕见生物B

“拍摄水下生物最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它们，
只有这样才可能拍出它们最精彩的瞬间。”张帆
说，想要拍好一张照片通常需要长时间的观察，
最后捕捉到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

这些年，张帆曾去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家
拍摄水下浮游生物，致力于通过镜头向人们展现
海平面下美轮美奂的世界。

“2019年底，我在菲律宾阿尼洛海域拍摄到
一条柳叶鳗，柳叶鳗的幼体眼睛非常亮，头特别
小，整个身体看起来非常扁，就像一条宽粉一
样。”张帆说，这条柳叶鳗的幼体身长有 60厘米以
上，尾巴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丝带，这条丝带其
实是它的消化腺，散发着迷人光泽。

为了寻找珍稀物种，张帆经常要循着洋流探
索，需要乘船前往深度在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海
域进行拍摄。在拍摄前，需要抛出一个系有 30米
长绳的浮球，浮球底部吊上铅块，这根绳子上每 5
米会放置一个探照灯，形成一个灯柱。潜水员一
般在主灯周围半径 30米的范围内活动，一旦因为
拍摄过于投入而走远，潜水员需要关闭身上的光
源，寻找主灯，并尽快回到安全领域。

了解水下生物C

在拍摄过程中，张帆有着许多难忘的经历。
2023年 2月，张帆前往阿尼洛海域，为了寻找特殊
物种。

张帆说：“在取景器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活生
生的七腕章鱼（异夫蛸）。这是一只较大的未成
年个体，体长在 20厘米左右，这种远洋深海章鱼
所生活的海域最深可达 8000米以上，成年后体长
可达 20多米。只见它突然间将触手打开，绽放成
一朵花的形状！我曾很多次在纪录片中看到深
海章鱼摆出类似的姿势，但是从未想过能够在自
己的取景器里看到这样的景象。心跳越来越快，
我的双手在颤抖，激动地连拍了许多张照片。”

张帆在水下拍摄时偶尔会被水母蜇，“来自海
洋生物的袭击非常少见，绝大多数的问题可能是
自身的疏忽。”张帆说，“有时候你特别专注地拍
摄，追着生物一路游，结果可能是你周围没灯了，
也没人了。如果你心理素质不好的话，会很慌。”

张帆计划去温带、寒带进行黑水拍摄。对
于他而言，永远能探索未知，是黑水摄影最大的
魅力。 据《扬子晚报》

寻找特殊物种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