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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之上是 960 万平方公里， 水面之下是无法丈量的未知。 黑暗不是生命
的终点， 绿洲不是陆地的独享。 沉船穿越百代， 只为寻找它的前世今生； 千万年
的交集， 人类享受着它的馈赠， 留下生活的痕迹、 生存的故事。 今天， 让我们冲
破边界， 像鱼儿一样自由呼吸， 去感受它———一个从未见过的水下中国。”

这是纪录片 《水下中国》 的片头语， 也是导演周芳向世人展示水下中国的 6

个维度总结： 黑暗洞穴、 水下古城、 古今沉船、 秘密花园、 生命绿洲和海底粮仓。

作为中国首部大型水下生态系列纪录片， 《水下中国》 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
了我国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云南抚仙湖水下金字塔、 河北潘家口水下长
城、 台湾兰屿岛海底沉船、 广西神秘喀斯特洞穴、 山东胶州半岛海底粮仓……

3 年， 周芳和她的团队跨越 24 个省市， 下潜 3000 余小时、 拍摄 70T 视频
素材， 制成了 《水下中国》 和花絮特辑 《潜行中国》， 《水下中国》 被网友誉为
“敢叫板 BBC 的纪录片”。

“中国人拍摄自己的水下世界， 我们并非是以物见物， 而是以物见人， 以物见
中国。” 周芳说， 这是她拍片的初心。 “我们呈现中国水下的涅槃新生、 沧海桑
田， 希望让世界看见水下中国， 呼吁人类共同保护蓝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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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芳：向世界展现水下中国之美
本报记者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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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暗洞穴。 ②水下狮城。 ③古今沉船。 ④珊瑚花园。 本期制图：邢千里

解开 《黑暗
洞穴 》里的爱情
密码

在水下黑暗洞穴， 失去一双明亮

的眼睛，独自生活的盲虾如何找对象？

原来， 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盲

虾的皮肤对水的运动十分敏感，甚至

能够感知微弱的水流碰到洞壁的运

动 ，所以 ，它们可以在曲折的洞穴和

岩壁上穿行，永不撞墙！ 不过，敏感的

皮肤还没有办法帮它们分辨哪个是

敌人的进攻、 哪个是爱人的靠近，而

这 全 靠 它 们 超 级 发 达 的 嗅 觉 系

统———成熟的母虾会把 “爱 ”的信息

素释放在水里，公虾会一路闻香寻芳

而来。 这样独特的爱情密码，只有盲

虾可以解开……

“盲虾的爱情密码”是《水下中国》

第一集《黑暗洞穴》的第一个故事，从

“爱情”入手，既介绍了中国南方特有

的喀斯特地貌， 又科普了中国地下河

水系以及盲虾盲鱼等 43 种盲目或半

盲目生物的存在。

和追 5 厘米长的盲虾相比 ，水

下摄影师周芳以前更喜欢追身长

10 米的鲨鱼 ，大家都称她 “追鲨鱼

的泡泡 ”。

2017 年之前，周芳在全世界各地

追踪拍摄鲨鱼，她希望告诉世界，不是

鲨鱼吃人，而是人吃鲨鱼。 “鲨鱼伤人

的概率极小， 就算伤人， 也是两种情

况：一是误伤，因为鲨鱼视力不好；二

是自卫，也就是说，人攻击鲨鱼时，它

才会反击。 潜水员被水母等有毒生物

伤害的可能性， 远比被鲨鱼伤害的可

能性大多了。 ”

周芳拍过全世界最有攻击性的

四大鲨鱼———大白鲨 、虎鲨 、公牛鲨

和远洋白鳍鲨，也拍过温柔可爱的锤

头鲨、护士鲨、鲸鲨，还有很多不像鲨

鱼的牛头鲨、猫鲨、须鲨等 30 多种鲨

鱼。2015 年，她策划拍摄、以海洋环保

为主题的纪录片《寻找鲸鲨》获得“湖

南省首届原创视听节目大赛”公益类

大奖。

同样是水下拍摄，2017 年初的一

场对话改变了周芳镜头的方向。当时，

她正在做冰潜训练，“去北极圈冰潜，

是为了寻找和拍摄在极寒海底生存的

大白鲸”。

“泡泡，你来自中国，你有没有见

过中国的水下？”俄罗斯教练问道，“你

知道，中国有个抚仙湖吗？你下过抚仙

湖吗？我去过，我们在那里下潜到了水

下 70 米，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而且

抚仙湖的水下太美了。 ”

这段对话让“心怀远方”的周芳开

始反思 ，“我去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潜

水，为什么对祖国却所知甚少？ ”中国

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有全世界

最多的河流、最复杂的水系，但却没有

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水下纪录片。

2017 年 3 月， 从北极回国后，周

芳邀约水下摄影师 Rachel、 刘毅、宋

刚， 以及国内首位全能型潜水教练韩

颋、 摄影指导王言等组建了一个 6 人

团队。 3 年时间，他们跨越 24 个省市，

东到台湾兰屿岛、西到云南抚仙湖，北

到黄渤海交界处，南到南海西沙群岛,

“我们希望给全世界呈现一个独一无

二的水下中国”。

在广西，周芳和队友下潜了 20 多

个洞穴， 很多影像资料在中国屏幕上

都是首次呈现，除了盲鱼、盲虾，还有

喀斯特洞穴水下独特的石花， 以及镶

嵌在洞穴岩壁里上亿年的贝类化石、

鱼骨化石。

“不是说国外没有喀斯特地貌，国

外也有， 但我们要拍的是中国水下跟

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水下

洞穴还有水厂遗迹， 老一辈人甚至还

记得水厂修建的情景， 这是国外没有

的。 ”周芳笑着说。

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抚

仙湖， 地处滇中明珠玉溪市澄江县境

内。 “我以前听过抚仙湖， 但没下潜

过。 ” 周芳回忆道，2017 年组建团队

后，第一站就是抚仙湖。 可是，当时不

管是抚仙湖，还是水下中国，资料都十

分匮乏 ，“既有种大海捞针的感觉 ，

又像在开荒 ， 我们在开拓一片新的

疆土 ”。

据此前的考古资料显示， 抚仙湖

水下古城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 其中

有的建筑图案和古滇国青铜器上的图

案非常相似。第一次下到抚仙湖踩点，

周芳希望可以找到传说中的金字塔

顶，但无功而返。“我们拍了 3 年，总算

摸清楚了抚仙湖水下的石质建筑群。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石质建筑群应属

三星堆时期， 距今约 2300 年至 4000

年，比古滇国的历史还要早。人们一开

始在这里生活， 但随着地壳运动和水

位抬升， 人群逐渐疏散； 然后不断抬

升、不断疏散，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知

道的抚仙湖和水下古城。 ”

探寻 《水下
古城 》中的前尘
往事

龙头、 圣旨， 中国古代帝王权力

的展示和象征， 同时出现在水下， 被

镌刻在同一座牌坊上。 故事的主角是

一个女人。

姚文浚是一名贫苦书生， 妻子王

氏却是大户人家的女子 ， 王氏在 18

岁的时候与文浚成婚， 但仅一年， 丈

夫便因病离世。 王氏守节敬孝， 侍奉

二老守寡 50 多年， 直至离世。 知悉

此事后， 扬州府上表朝廷予以嘉奖，

乾隆有感王氏忠贞， 特赐节孝牌坊，

于乾隆年间， 设立在遂安县狮城北门

之外。

这个头悬圣旨的建筑便是姚氏节

孝牌坊， 由皇帝降旨建造， 是中国传

统的四大牌坊之一贞洁道德牌坊， 也

是中国水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砖墙

结构的牌坊……

“在水下， 第一眼看见这座距今

200 多年的圣旨牌坊， 内心的震撼前

所未有！” 周芳说， 牌坊上那些精雕

细刻， 龙、 凤、 麒麟、 狮子无一不印

象深刻。

第一年踩点 ， 团队一共选了 10

个主题， 后来删掉了 6 个， 又新添了

2 个， “最开始， 我们到西藏、 青海

踩点， 后来不得不放弃了。 一是技术

条件限制， 毕竟高海拔地区对潜水的

要求更严苛； 二来， 被放弃的点可能

有自然美景， 刺激视觉感官， 但并不

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

在周芳看来， 她希望呈现给世人

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水下世界。 《水下

古城》 里， 不论是抚仙湖水下古城，

还是因修建新安江水电站而淹没在水

下的千年古城狮城 （浙江遂安）， 抑

或 “引滦入津” 而淹没在潘家口水库

下的明长城 （喜峰口段部分） 都蕴藏

了中国历史； 《古今沉船》 里有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 ； 《秘密花

园》 里有南极村， 村里的渔民会把死

去的珊瑚捡起来造房子 ； 《生命绿

洲》 里的 “蓝眼泪” 其实是希氏弯喉

海萤 ， 一种浮游在海湾里的荧光生

物， 夏季六七月份发出蓝光的海萤沿

沙滩呈带状分布， 也是世界罕见、 中

国特有的。

当然 ， 在挑选题 、 拍摄过程

中 ， 最触动周芳的还是当地人与水

的互动 。

每一个牌坊、 每一座宅院， 都记

载着一个故事、 一段历史。 周芳告诉

记者， 他们拍摄千岛湖水下家园时，

有处名叫 “余庆堂” 的房子， 木质穿

斗式结构， 门庭上刻有 “山屏水带”

字样。 乍看， 它就是一座非常普通的

民宅 ， 但对以前住在这里的许老来

说， 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家。 余庆堂

上二楼的楼梯， 曾经是许家父亲与人

冲突、 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 楼梯上

的隔板是他和父亲睡过觉的地方； 院

子里， 葡萄树下是他听奶奶讲故事和

纳凉的好去处……

“我们在千岛湖拍摄的两年， 许

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帮助我们； 我

们也听他讲了很多对家乡、 故园、 旧

宅的思念， 特别真实！” 周芳动情地

说 ，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 。

1959 年新建水库至今 ， 一个甲子过

去了， 人生能有几甲子？ 可无论再怎

么思念， 水下的家园近在咫尺， 他看

不到了。 所以， 当我们把拍到的视频

图片拿给许老看， 他真的是噙着泪、

哽咽着和大家说， 谢谢！ 那一刻， 我

内心很满足， 帮许老实现了回望乡土

的夙愿。 而且， 实践证明我们对中国

水下的探索是有价值的。”

此外 ， 《海底粮仓 》 中 ， 山东

威海以捡拾海参 、 鲍鱼为生的 “海

猛子”， 在荣成海洋牧场打捞海带的

工人 ， 以及被称为 “海上吉普赛

人 ” 的海南疍家渔民也带给周芳很

多感动 。

“‘海猛子’ 其实是一种高危职

业 ， 装备有限 、 条件简陋 、 水下作

业， 让他们很容易得减压病。” 周芳

解释说， 减压病就是高压环境作业后

减压不当， 体内原已溶解的气体超过

了过饱和界限， 在血管内外及组织中

形成气泡所致的全身性疾病。 “海猛

子” 一旦上了年纪， 就干不动了， 他

们的收入都是用生命和青春换来的。

“还有每天打捞海带 13 个小时的工

人， 他们的双手整日浸泡在高盐度的

海水里， 手指都被泡得变形了， 有点

像胡萝卜， 连关节都不明显了……”

在海上 “讨生活” 的海南疍家人

因为环保禁渔， 越来越多地将生活重

心从海面回归陆地， 他们在海边办起

小型养殖场， 开起渔排做生意， 但并

没有忘本。

“开捕的日子里， 我们和疍家人

朝夕相处， 一起出海， 看大哥夜里开

灯网鱼 、 听大姐唱渔歌……” 周芳

说， 悠扬的歌声传唱的是 “海上吉普

赛人” 与大海 “相爱相杀” 的故事，

其间的酸甜苦辣 ， 外人或许很难领

会 。 “相同的是 ， 他们也和 ‘海猛

子 ’ 一样 ， 在为更好的生活而不懈

努力。”

做 个 踏 浪
前行的中国 “海
猛子”

“我在疍家人、‘海猛子’身上也看

到了我们团队的影子。只不过，他们捞

的是海产， 而我们在水下捕捞的是中

国几千年被大家所遗忘的文明和历

史；他们收获的是真金白银，而我们收

获的是无数的感动和内心的自豪。 我

甚至觉得， 我和我的团队就是中国水

下的‘海猛子’。 ”周芳说。

记者不禁好奇， 一个出身湖南山

城的湘妹子为什么会想到投身水下拍

摄的事业。

“一定要找一粒种子的话，应该是

小时候。 ”周芳笑着说，幼时的她喜欢

看央视 《正大综艺》，《世界真奇妙》环

节中， 风格迥异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吸

引着她，“‘不看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

有猜谜，电视里总是问，这是做什么、

那是做什么……当时，我就想，要是以

后可以游历世界，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拿着摄像机到处去拍就好了。 ”

在北京念完本科， 周芳赴美国读

MBA。 留美工作后，闲暇之余，她爱好

旅游、登山、徒步、露营。

水下世界第一次以惊人的面貌呈

现她眼前，是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度假。

“碧海蓝天，我潜到水底，那里有各种

海洋生物，色彩斑斓、生动鲜活、自由

畅快。”周芳被惊艳到了，“水下的世界

很安静，我不会再被邮件、电话打扰，

也无需思考工作、生活上的琐事。放空

一切，像鱼儿一样畅游海底。 ”

国内父亲重病 ， 周芳毅然决然

地放弃了美国的工作 ， 回到祖国 。

“在美国， 我虽然年薪百万， 但不自

在， 那是一份职业； 做水下摄影师，

拍公益电影 ， 一年可能只有十几万

的收入 ， 但内心很踏实 ， 这是我的

事业。” 周芳说， 拍 《水下中国》 那

3 年大概是她过得最充实的 3 年， 一

边查资料 ， 一边上导演班 ， 跟着美

国的导师学习 ， “我的导师迈克拿

过 3 次艾美奖 ， 他对我其实没有那

么多的技术指导 ， 传达给我更多的

是一种理念———你得对你拍的东西

有激情 。 你早上睁开眼 ， 想到今天

要做的事很有干劲， 哪怕再苦再难，

都会坚持下去。”

尽管装备精良， 但水下拍摄并非

毫无风险，甚至有可能与死神打照面。

周芳在广西洞穴第一次拍盲虾， 为了

追盲虾，不知不觉偏离了导览绳，进入

侧洞。“幸亏，那个侧洞是条死胡同。警

醒之后，我尽量放松心情，调整呼吸，

以免过快耗光氧气瓶所剩不多的氧

气，按照原路返回。 ”周芳心有余悸地

说，“如果侧洞是通的，等设备再发警

报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 ，能摸回

来了。 ”

如今，《水下中国》和《潜行中国》

都已放完，有的网友意犹未尽。周芳告

诉记者，《水下中国》最初做的是 50 分

钟一集， 但考虑到大众可以接受的时

长，所以剪到 30 分钟以内。“我们也很

遗憾，第一季为了把内容讲全，剪片子

就放弃了深度， 只能让大家知道个大

概，甚至个别地方还有点跳跃。”不过，

接下来，第二季会更加聚焦，比如说，

关注一些中国特有的水下物种———中

华白海豚之类。

令人遗憾的还有， 团队初拍抚仙

湖，当地仍有车水捕鱼的传统习俗，后

来因为环境整治， 这个水车已经不存

在了。 “余庆堂的许老，曾想让我拿他

家的一片旧瓦回来做纪念， 可在我拿

起片瓦的一瞬间，尘土散尽，瓦片与周

围环境格格不入， 我就重新把它放了

回去。 ”周芳感慨说，“回到船上，我跟

许老解释了为什么要把那片瓦放回

去，许老也很理解。 尘归尘、土归土，

它作为水下屋顶的一片瓦就该在那

里 ，如果回到岸上 ，它的存在就没有

意义了。 ”

让周芳念念不忘的， 还包括珊瑚

产卵。 “《潜行中国》里讲到，成片里非

常漂亮、 漫天粉色的珊瑚产卵其实是

在日本拍的， 在海南拍的产卵画面没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未来，我们计划

还要再去拍摄。”周芳感叹，“我们做纪

录片，不能对现实横加干预，既保不了

车水捕鱼的水车， 也不能随意打捞沉

船上的陶瓷碎片， 更不可能去干涉鱿

鱼出生、珊瑚产卵。记录当下本身就是

一门遗憾的艺术， 所谓挂一漏万， 但

重点是我们在做。 乘时光未老， 我们

踏浪前行， 用镜头呈现水下中国的历

史与变迁。”

题图：《潜行中国》海报。 均受访者供图

▲为拍大白鲸，周芳曾参加冰潜训练。

 ▲周芳酷爱水下摄影，被称为

“追鲨鱼的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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