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影像报告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4 镜头纪实主编/谢震霖

责任编辑/王柏玲 视觉设计/袁婧

冬雪牧歌
———内蒙古坝上雪原奔马掀起摄影热浪

■摄影撰文/本报记者 谢震霖

这几天，坝上的气温已降至﹣20℃，如此冰

天雪窖却没有镇唬住一大批摄影人， 他们为了

捕捉“策马扬鞭蹄奋疾”的意境，自找苦吃来到

乌兰布统乡，端着相机不停地“咔嚓”，快门声此

起彼伏， 搅动了沉静的千里冰封。 当这些摄影

“狂人”抓拍到光影中的马鬣、鬃毛、嘶鸣、尾巴、
哈气、溅雪等冲击感强烈的画面后，一张张结聚

着霜露的脸颊上泛出无比喜悦。 而这些佳作的

背后都有一位功不可没的“导拍”，若没有他的

带领和指导，拍摄者很可能在雪原“脱焦”。
记者身临这幕冬雪牧歌景象， 是在于张家

口以北至内蒙古乌兰布统以南周围几百公里范

围，那一带统称为坝上地区，历史上曾是清朝的

御用狩猎场。 这些丘陵地形海拔都在平均 1500
米以上，冬季气候尤其漫长寒冷。 近年来，国家

实行严控畜牧放养数量以保护草原， 为了增加

收入又能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许多农牧民放

弃传统业态，纷纷转型从事摄影旅游行业，不仅

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 也满足了广大摄影爱

好者的文化精神追求。

乌兰布统乡的蒙古族人张树文便是其中的

突出代表。 这位放羊出身的牧民，凭着知地知天

优势，在改途易辙当起专职“导拍”的同时，2009
年还买了一架卡片机邯郸学步。 他十分机灵，暗
中摸索，从起初对摄影技艺不知一二，到偶然机

会投稿参加全国农民摄影大赛斩获一等奖，之

后又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成为圈内颇有小名

气的农民摄影家。 前几年，他又开始置换专业的

长枪短炮器材，并办起“坝上老张摄影俱乐部”，
吸引了无数海内外专业和业余摄影人跟随其转

战坝上。
由于坝上寒风侵肌， 摄影队伍的御寒措施

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许多人尽管冻得手指

不听使唤，在雪地上直打哆嗦，却还是目不转睛

紧盯稍纵即逝的拍摄目标。 为了防止低温耗损

电能，避免关键时刻相机不掉链子，他们有的将

暖宝宝贴在相机上，有的把电池先藏掖在怀里，
有的还给相机加穿羽绒保护面套……真是无奇

不有，各擅胜场。
“听好啦！ 马群将从对面的逆光坡地奔下

来，请抓紧调好相机的状态，争取第一时间就抓

拍到好画面！ ”这是老张特意踩好点的奔马拍摄

地，他会及时向团队成员介绍拍摄要领。 经过一

轮紧张的拍摄后，随着阳光转换，光线很快变得

不理想， 他便召集队伍转场到另一处拍摄点寻

觅时机。
为了让摄影人拍到佳作，老张的“导拍”可

谓克尽厥职，凭自己在当地拍摄积累的经验，他

会结合季节特点、天气状况、景点色彩等多重因

素， 为来自海内外的摄影者制定不同需求的行

程和线路，尤其对拍摄归牧、出牧场景选择以及

马群奔跑线路有自己独到的设计与想法。
这时， 三十来岁的驯马员巴特一副典型的

蒙古族打扮，跃马扬鞭出现在面前。 他和搭档率

领的三十多匹蒙古骏驹开始接受老张的调遣。
他俩击鞭锤镫、驱马疾行，娴熟的驾驭本领把奔

马的狂飙与迅猛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茫茫雪域

上演了一幕幕骏波虎浪般的恢弘场景， 当天的

雪地奔马摄影创作活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让摄

影者大呼过瘾。

▲坝上雪域的奔马场景。

▲坝上林海雪原的万马奔腾犹排山倒海之势，为摄影者提供了绝佳的创作题材。

▲老张在给摄影团队介绍奔马拍摄要领。

▲驯马员按照导拍要求营造出奔马的最佳效果。

▲摄影者不顾极端低温，聚集雪原捕捉奔马镜头。

▲老张和摄影者一起切磋拍摄奔马的心得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