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人物 5

“太阳下山我下班。”近日，送走当天最
后一批观众后，林恩在朋友圈更新了这样
一条动态，配图是夕阳下的林恩昆虫馆。

今年 5 月正式开馆以来，位于武义
县王宅镇花田美地景区的这所昆虫博物
馆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成为当
地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昆虫馆 200 平方米的空间内，汇聚
了林恩代表性的昆虫摄影作品，以及从
全球各地搜集来的数千种昆虫标本，有

“伪装大师”叶䗛、野蛮好斗的锹甲、翅膀
上长“眼睛”的蜡蝉⋯⋯馆内最引人注目
的，当属一面由十余个品种、数百只蝴蝶
标本组成的渐变色蝴蝶墙。

除了昆虫博物馆负责人，林恩还有
一个知名的身份：国内资深的生态微距
摄影师，多年的摄影生涯收获大小奖项
无数。如今，年近40的林恩一头扎进昆
虫馆的事业，白天给小朋友讲解昆虫世
界的奇妙，夜晚为昆虫馆的发展燃烧脑
细胞。“我最近看起来老了不少。”林恩笑
着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

最爱拍昆虫，晋级为
摄影“大神”

林恩是土生土长的武义人，1985 年
出生在大田乡代石村，他与昆虫的故事
也得从这里说起。

和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自然世界
是林恩儿时最好的玩伴。下雨前河面悬
停的蜻蜓、午后烈日下聒噪的鸣蝉、深夜
树林间闪烁的萤火虫⋯⋯昆虫让林恩的
童年五彩斑斓，他说：“找到一只虫子，我
就能玩上一整天。”

2014 年，林恩迷上了摄影，咬咬牙
购入一台单反相机。彼时，林恩在武义
经营着一家电脑店，半路出家的他，如饥
似渴地在网上寻找摄影学习资料，一下
子加了 40 几个 QQ 群。林恩是个有心
人，他注重从群友的交流分享中，不断琢
磨拍摄的技巧和方法。练习时，林恩每
天要拍至少200张照片。

风光、人像、花草、虫鱼⋯⋯林恩一
开始什么都拍，但不久他就发现，昆虫摄
影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山里出来的孩
子，对自然生物总是有种特殊的感情。”
林恩说，武义山多林多，生态环境优美，
生物资源丰富，有很大的创作空间。

进山里拍虫子，拍到不错的照片，林
恩就把它放在网络论坛里。一来二去，

林恩成了论坛里的“大神级”人物，越来
越多的人留意到他发布的昆虫照片，并
纷纷点赞，也开始有网友向他请教拍摄
的问题。2015年，专业摄影平台找到林
恩，他成了签约摄影师。

原本只是“不务正业”的爱好，无意
间为林恩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这几
年，林恩拿着相机走出武义，在全国各地
留下了足迹。他的作品从最初的无人问
津，到进行全国巡回展出，单张售价5位
数已是常态。

林恩的身边也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小昆虫大世界，遇见生物多样
性之美。”这是林恩成立的网络社区“昆
虫记”的标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昆虫摄影爱好
者加入其中。

“关于摄影，林恩总是无私地分享。”
摄影师章叶飞也是“昆虫记”的一员，一
连好几个夏天，林恩都会带着他们进入
山林拍摄昆虫。受到林恩的影响，章叶
飞放下从事了几十年的程序员工作，走
上了全职昆虫摄影的道路。

守候四十夜，拍好蝉
的羽化过程

多年摄影生涯改变了林恩很多，但
他坚持的方向始终未变。

林恩很固执，但凡认定一个目标，他
会不惜成本和代价去完成。曾经，林恩
花了 3 年时间，寻找一种稀有的蝉。为
了拍好它的羽化过程，林恩守候了40多
个夜晚。当蝉缓缓脱壳而出，并最终展
翅起飞时，镜头后的林恩仿佛也同时完
成了一次蜕变。

林恩也很随性，他期待未知的挑战，
常常独自驾车前往野外，开到哪就拍到
哪。“有时候我什么都不拍，只是身处山
野间就已经足够。”林恩说。

“什么样的叶子上会有什么样的虫
卵，蝴蝶幼虫会在什么植物上，了解自然
规律对昆虫摄影很重要。”林恩总想拍出
别人拍不到的瞬间，他不分昼夜地拍摄，
不断积累经验。此外，他还通过各种渠
道学习和昆虫相关的专业知识，几乎成
了昆虫学家。

林恩偏爱傍晚上山，他说黑夜里的
昆虫是最安静的。他常会带上几个强光
手电，背着二三十斤的摄影包在野外徒
步好几公里，连续拍摄十几个小时。

有时候拍得兴起，林恩干脆搭起帐篷
住在山上，饿了就吃自带的干粮，运气好还
能到附近的老乡家蹭顿饭，“最久的一次，
在山里住了三天两夜。”

事实上，每一组精彩作品的背后，既有
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突如其来的意外。

磕碰受伤、毒虫野兽、暴雨滑坡⋯⋯

应对突发情况对林恩来说已经是家常便
饭。有一次拍摄完回家，林恩一路发低烧，
不停呕吐，所幸有同伴开车送他，到家他发
现身上被蜱虫叮咬了。还有一次不知道被
什么东西咬了，“手肿得像一个馒头，用药
一个多星期才消肿。”林恩笑着说。

助手鲍俊杰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在

拍摄时遇见了竹叶青蛇，当蛇试图攻击
的那一刻，他们吓得几乎跌坐在地上。

林恩的“拼命”换来了同行的认可、
大大小小的奖项。林恩说：“摄影是我与
自然连接的媒介。”他更愿意成为大自然
的一分子，看云卷云舒，听风吹草木。每
次按下快门，都是和大自然对话。

迈向摄影外，昆虫馆
是一个开始

数年前的一个周末，林恩出门拍照
遇到阵雨。等雨停的间隙，两个小朋友
凑上来，兴致勃勃地向林恩请教关于昆
虫和摄影的问题，雨停了还意犹未尽。

孩子们求索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林
恩，“我常常在想我拍摄图片价值是什
么，仅仅是为了市场定价吗？”林恩问自
己，“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从那以后，林恩积极投身自然科
普。受周边中小学邀请，林恩有时走进
校园做昆虫摄影分享，有时也会带领学
生走出校园、走进山里，让孩子们零距离
了解不同昆虫的习性，体会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进一步坚
定了林恩的信心。

2018年，林恩与几位朋友凑了一些资
金，开始制作昆虫标本。捉虫、针扎、整姿、
干燥、防腐⋯⋯林恩从零学起，还叫上了妻

子和孩子一起参与制作。林恩将很多标本
无偿赠送给全国各地有需求的孩子们、各
种教育机构，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

去年 3 月，林恩退出自己合伙经营
了十多年的电脑店，成了一名全职摄影
师。两个月后，林恩在微博发文回顾自
己的摄影生涯：“摄影应当在摄影之外。”
林恩写道，“我一直觉得通过摄影还能做
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希望有一天，我会
用另一种形式与大家见面。”

就在林恩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他
的昆虫馆已经开始装修，这是林恩迈向

“摄影之外”的又一次尝试。
从装修到开馆的一年多时间里，林

恩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次觉。为了更好
的呈现效果，从设计到施工的所有环节，
林恩严格把关每个细节，有时忙得太晚
就直接在昆虫馆打地铺。“林恩只要认定
一件事，多少苦他都愿意吃。”林恩的多
年好友、摄影爱好者杨小勇这样评价。

尽管有所准备，但昆虫馆开馆之后
的火爆程度还是远超林恩的预估。展厅
的过道里有时都站满了人，参观者有时
会围住林恩，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这
一刻，林恩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昆虫馆只是一个开始，林恩还有更多
想法：举办自然夏令营，为武义制作博物手
册⋯⋯“如果有一两个孩子受到影响，愿意
深入了解自然，我就很满足了。”林恩说。

武义男子林恩迷上昆虫摄影武义男子林恩迷上昆虫摄影——

每次按快门每次按快门，，都是和大自然对话都是和大自然对话
见习记者 张竞聪 本报记者 沈 立

天气晴好时，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你常常能见到这样奇特的一幕：树下，一
位身穿户外运动服、戴近视镜、身材精瘦
的老师在指挥；树上，装备齐全的学生在
奋力攀爬。

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调皮行径，而
是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休闲
体育专业二年级的必修课程——攀树，
每周两次，课程自2022年开设以来始终
炙手可热。教授这门课程的主讲老师是
张督成，一名来自宁夏的 90 后，他被学
生亲切地称为“爬树老师”。

“游遍山林，看起来洒脱，对梦想却
格外执着。”“在户外动如脱兔，进了屋，
又坐得住板凳搞研究。”在别人的眼里，
张督成是一个有些矛盾的人，但这也正
是他的有趣之处。

眨眼间攀至3米多高

“看好了，我要征服这棵树。”近日上
午，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攀树课。
校园内一棵香樟树旁，张督成正在为学
生演示难度系数最高的攀树形式——挺
身式上攀技术。他大喝一声，拽着攀树
绳，腰腹向上发力挺身。眨眼间，这道黑
瘦的身影就攀至 3 米多高的树干顶端。
树下，学生们仰视着张督成，连声称赞。

“身手矫捷”“精干黑瘦”,这是学生
王紫怡对张督成的印象。张督成户外经
验丰富，除攀树外，登山、攀岩、攀冰运动
也有涉猎，他还拥有中国登山协会中级
户外指导员、中国登山协会中级攀岩指
导员等多项证书。“怪不得这么高的一棵
树，张老师唰地一下就上去了！”对张老
师的本领，王紫怡心悦诚服。

“张老师胆子大，心却细得很。”学生
潘豪杰揭开了张督成性格的另外一面。
平日上课，张督成有句口头禅：“再好好
检查一遍”。为了保障安全，同时也保护
树木，攀树前张督成总会用树皮保护器、
辅绳等装备在树上建一个牢固可靠的受
力点，即“保护站”。打绳结、测试树枝的
承重能力⋯⋯每次上课，学生们攀树前

的每个准备环节，张督成都要多次检
查。张督成说，户外运动必须格外注意
安全，时刻都要小心谨慎。

在攀树实操环节，张督成总是拿“放大
镜”观察学生。潘豪杰回忆，自己第一次用

“挺身式上攀技术”攀树时不太顺利。张
督成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几分钟，发现了症
结所在。“你的布莱克式抓结多打了一圈，
导致它摩擦力增大，难以上下移动。还有
你的发力点错了，应该是腰腹，而不是腿
部。”张督成重新帮他打了绳结，用手指在
他腹部精准圈定了发力部位。潘豪杰仿佛
瞬间被打通任督二脉，攀起树来又快又好。

从 2020 年入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至今，张督成已带出 3 届休闲体育专业
的毕业生，攀树课受到越来越多的学
生欢迎。

搭建亲近自然的桥梁

“通过张老师接触到了攀树、攀岩运
动。大学毕业后，我在衢州创业，开青年
营地，搞户外研学，攀树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娱乐项目。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
这都要感谢张老师的帮助。”对于休闲体
育专业2019级毕业生刘家宇而言，张督
成是帮他实现创业梦的一双翅膀。得知
刘家宇有创业想法后，张督成大力支持，
为他介绍了合作伙伴。直到现在，刘家
宇还时常向张督成请教绳索等相关知
识，张督成总是耐心解答。

“看着学生，就像看着当年的自己。”
张督成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他也
曾计划和朋友合伙创业，在营地里开攀

树课，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如今学生创业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张督成的遗憾。

攀树课开设之初，张督成一度被质
疑的声音包围。

“好端端的，不正经上课去爬树，靠
谱吗？”“这种课有什么用？”“能保障孩子
安全吗？”“会不会太难了？学生们期末
考试会不会大规模挂科？”有的家长甚至
一些同事，都提出了疑问。但张督成并
未因此退缩，他解释：攀树不是赤手空拳
去爬树，而是一项能锻炼全身运动协调
能力的户外运动，借助器材以保障安
全。“攀树不止于攀登，它能为大家搭建
起亲近自然的桥梁。”张督成想让更多人
了解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更好地去
感受大自然的活力。

张督成的本科老师，同时也是他攀
树运动的启蒙老师牛志培提醒：“从无到
有开个新课，势必要在教学上耗神过
多。这样一来，你还有余力写论文、搞科
研吗？”张督成解释：“我认为教学实践也
是科研的基础之一，同样不容小觑。”为
打消导师的顾虑，张督成挤出时间写论
文，常常深夜还在刻苦学习、钻研。

如今，攀树课成了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的“网红课”，张督成做到了科研与教
学实践两条腿走路。牛志培深感欣慰，
给张督成写下了寄语——“继续努力建
设课程体系，结合实践产出科研成果。”

理论课让学生听得进

“不攀树时，张督成也在研究攀树，都

快成树痴了。”张督成的妻子笑着“抱怨”。
妻子说，家里到处都是张督成淘来

的攀树装备。休息日，张督成也经常浏
览相关书籍、文献，刷攀树视频。“又出现
了好用的攀树技巧！”“攀树的绳结还可
以这么打！”“某地发现了一棵70米高的
树，测量过程中，测树工发挥了重要作
用”⋯⋯看着张督成沉浸在树木的世界
里，妻子有时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我们去约会吧！”有一次，妻子拉着
张督成去郊游，起初两个人手拉着手漫
步公园，好不甜蜜。但没过多久，张督成
的视线就被树勾走了。一会儿帮小孩子
解开缠在树枝上的风筝线，一会儿又掏
出手机，用相关 APP 识别从未见过的树
种，并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妻
子无奈，索性跟他一起，去寻觅适于攀爬
的树木。

为了上好攀树课，张督成没少花心
思。每节课上，正式实践前，都需讲解相
关理论知识。张督成发现，如果照本宣
科，不出 5 分钟学生就会觉得枯燥。怎
么才能让学生听得进去？张督成冥思苦
想，琢磨出一个好办法——自创武功招
式解读攀树流程。“比如，建‘保护站’需
要上抛、连接各种绳索，我就起名‘穿针
引线’。‘正式攀树’是第二式‘身轻如
燕’，‘回收装备’叫‘宝剑归鞘’⋯⋯”知
识变得如此生动，学生们一下就来了兴
趣，理论课上也坐得住板凳了。

“每周最期待的就是上攀树课，张老
师点子多，总能想出有趣的授课方式。”学
生龚邹彬说，张老师常在课上设计科学小
问题。比如：树木有哪些“脾气秉性”？怎
样的树才可以攀爬？哪种土壤适合树木
生长？同学们在走进自然寻找答案的同
时，渐渐地发现，原来大自然要比想象中
要奇妙得多。

现在，张督
成 又 有 了 新 目
标。他说：“目前，
攀树课还没有一
本标准的教材。
我想编写一本。”

90后张督成在衢州高校开设攀树“网红课”——

爬树老师 攀登不已
本报记者 梅玲玲 见习记者 高心同 通讯员 欧阳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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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督成（左二）给学生上攀树课。
拍友 胡雅倩 摄

▲ 羽化中的蝉。 林恩 摄 ▲ 林恩在昆虫馆介绍昆虫标本的制作。

林恩在野外拍摄林恩在野外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