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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双版纳到苏州一路追光
他把萤火虫拍成“神秘星云”

1981年出生的孙晓东，老家在山东烟台，从山
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前往上海攻读广播电视艺
术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开始从事野生
动物拍摄的工作。这些年来，他曾荣获国际爱护动
物基金会伴侣动物摄影大赛一等奖、中国野生生物
影像年赛自然艺术组优秀奖、野性中国生物多样性
摄影大赛昆虫和无脊椎动物组冠军等。

孙晓东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了
参加 2008年野性中国西双版纳摄影训练营的资
格。在训练营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散步时突
然发现草地里有一点亮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
萤火虫。孙晓东以前很少见到萤火虫，一下子就
迷上了拍摄萤火虫。从那一年开始，孙晓东便成
了一名“追光人”，从西双版纳到怒江再到苏州，他
一直在追寻萤火虫的踪迹。

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震泽湿地公园，孙晓东经
常来这里拍摄萤火虫。2019年，孙晓东将自己的
工作室从上海搬到了苏州吴江区震泽镇谢家路村，
他入住的房子，由村民老宅修缮而成。从那时起，
他几乎每天都会扛着相机出门，前往震泽湿地公园
拍摄。作为一名生态人文摄影师，孙晓东对这个江

南水乡的自然村落充满好感。孙晓东经常为当地
村民和学生科普萤火虫的生态知识，举办关于萤火
虫的生态人文之旅研学活动，带领大家在湿地公园
找寻萤火虫的身影。孙晓东在介绍各地萤火虫的
同时，还分享该地区为什么有大量的萤火虫存在，
当地的自然生态概况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人文概况，
将萤火虫和自然以及当地人的关系串连起来。

“拍摄萤火虫最好事先多对拍摄地萤火虫的
种类和习性有个全面的了解，制定拍摄计划。现
场拍摄时不要用直射的强光源，要用红色的弱光
源。”孙晓东告诉记者，拍摄萤火虫其实并不容易，
每次拍摄都要穿好长衣长裤以及雨靴，找好拍摄
点之后，就要面对蚊虫的叮咬，尤其在夏季的湿地
水边，一晚上被咬几十个包很正常。

“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找到萤火虫很困难，我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找它们。另外，拍摄萤火虫难
度级别比较高，需要掌握比较复杂的拍摄技巧。”即
便如此，孙晓东依然执着于萤火虫的拍摄，有时候
遇到大量的萤火虫出现，便会觉得很幸运。“萤火虫
发光虽弱，但在漆黑的树林里、芦苇丛中，凝视它们
就像置身于太空中凝视着一个星系，它们是‘神秘
星云’，在漆黑的环境中给人以无限遐想。”孙晓东
说，“我用萤火虫发光的腹部作为画笔，蓝黑色的夜
空就是画布，我移动相机和萤火虫一起创作。”

“萤火虫不仅成虫会发光，幼虫也会发光。有
一次，我在一处湿地的水面上发现，许多萤火虫幼
虫在水里面发着光，星星点点，仿佛从飞机上高空
俯拍各个城市的灯火，非常壮观。”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属于萤火虫的栖息
地越来越少，但在苏州的一些湿地公园，每到夏
季，依旧能看到流萤飞舞的壮观景象，许多萤火虫
飞来飞去，宛如一只只小精灵在翩翩起舞，编织着
属于它们的绚丽。孙晓东呼吁更多有识之士共同
关注萤火虫的生存状态。“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不起
眼的萤火虫，它们对生活环境可是挑剔得很，只喜
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一
旦植被被破坏、水质被污染、空气变污浊，它们就
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然的湿地为萤火虫提供了
栖息的家园。接下来，孙晓东计划从生态摄影的
角度，将不同类型湿地里生活的萤火虫呈现在观
众面前，通过它们美丽的样貌，展示出湿地的生态
之美。 （据《扬子晚报》张毕荣）

遇见事这群邻居是真的上
长沙一女童悬挂四楼防盗窗外，众人砸门、扯床单，不到半小时安全救下

最先发现情况的是 65岁的王双莲。“我当时
正在下面的平台休息，听见上面的窗台有个小女
孩在哭，她的身子悬在空中，头卡在了防盗窗的缝
隙中。”王双莲感到一阵惊慌，她朝上面大声喊着：

“别怕，别哭！”此时是傍晚 6时许。
王双莲想着，如果女孩的头部再小一点，很有

可能整个人都会摔下来，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另一名邻居唐小红也察觉到了异样。

屋外的声音吸引了徐云辉的注意。他今年
59岁，是一名装修打孔师傅，家中常备一些工
具。“我刚从医院拍完片子回家，就听见外头有好
多人在呼救。”他出门看见大家都站在平台上，望
向同一个方向。徐云辉抬头望去，看到四楼的防
盗窗外“挂”着一名小女孩。 徐云辉的第一反应
是上楼敲门。他跑去四楼敲了半天，却没有人开
门，“可能没有别的人在家”。

和琳琳住在同单元的王女士也出门查看，她
家里是做装修生意的，便跑回家拿了一个大锤。
今年34岁的王毅是一名顺丰快递小哥，他闻讯赶
来，拿起大锤往门上砸去。不一会儿，他渐感吃
力，另一名邻居接力破门。过了一段时间，紧闭的
门依旧没有被砸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徐云辉又回家取出
切割机，通上电后拿上四楼。把门切开后，几人又
用上撬棍，最终成功破门而入。“我跑到防盗窗旁
边，将小女孩提了上来，那时候她几乎快摔下去
了。”王毅回忆。

从徐云辉听到呼救，到小女孩成功被救出，前

后不超过半小时。事实上，几人在上面忙活时，还
有一些邻居也在平台上拉起了床单，组成安全网，
避免小女孩随时坠下发生危险。当看到女孩被救
出，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记者了解到，被困的小女孩琳琳今年3岁，爸
爸李先生在浏阳的一家工厂上班，一周回家一次，
平时她都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事发当天，琳
琳的奶奶回了乡下，爷爷也出门收废品了。出门
前，琳琳的爷爷把家里的门反锁了，家中只有她和
一岁半的弟弟。

事发次日，邻居们在平台上谈论着前一天的
救人细节。“真的是死里逃生。”大家纷纷说。记者
注意到，徐云辉因为在砸门过程中不慎受伤，手背
还处于肿胀的状态。

或许是心有余悸，被救下来的琳琳并不怎么
说话。爸爸站在一旁，话也不是很多。他听着邻
居们的谈论，不时地上前表示感谢。“很感谢邻居
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女儿很可能就发生
意外了。”李先生说。

（据《潇湘晨报》满延坤）

有一种温暖叫邻里互助。邻里之间，不仅仅

是距离很近的关系，更是互相帮助和支持的伙伴。

8月28日傍晚，湖南长沙新河大市场A栋

4楼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3岁小女孩琳琳（化

名）的头被卡在防盗窗外的缝隙里，头部以下

的部位悬在半空，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发现情况后，徐云辉等邻居纷纷救人，一

拨人试图破门而入，另一拨人在楼下扯着床单

以防孩子摔到地上。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

琳琳成功获救。8月29日，多名邻居回到救援

现场，相互讲述这场生死救援的细节。

流萤飞舞，繁星点点，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孙晓东很少有机会看到萤火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

现了萤火虫的身影，于是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些闪闪发光的小昆虫，成了名副其实的“追光人”。从西

双版纳到怒江再到苏州，他一直追寻着萤火虫的踪迹。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80后摄影师孙晓东说：“我想从生态摄影的角度将不同类型湿地里

生活的萤火虫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更加关注萤火虫的生存状态。”

毕业后从事野生动物拍摄
迷上用镜头捕捉萤火虫

入住江南水乡自然村落
为当地人科普萤火虫知识

拍萤火虫并不容易
要花大量时间寻找

通过拍摄萤火虫
展现湿地的生态之美

五月的西双版纳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边褐端黑萤在傍晚时分开始爆发。

苏州吴江震泽省级湿地公园里，夏日湿地边
村落的河埠头旁壮观的萤光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