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我拍摄的对象虽然
只有几厘米，甚至几毫米，但是在
我看来，即便是比米粒还要小的
生命，它们的身体依然充满细节，
令人着迷。”05后上海少年薛翰阳
虽然接触超微距摄影才短短3年
的时间，但是已经在这个领域取
得了不少佳绩——先后获得2023
年法国巴黎PX3国际摄影大赛专
业组微距金奖、铜奖，IPA 2022非
专业组微距银奖等多个国际摄影
大赛奖项，16岁时更是成为了登
上《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最年轻
的中国摄影师。就在这个月，他
出版了自己的首部昆虫摄影画册
《Art of Small·超微昆虫图鉴》，
在他的镜头中，那些原本不起眼
的昆虫们散发出了奇异的光彩，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丽
新世界。

将小虫子玩出了大名堂

“就比如这只蓝金瘤叶甲，我

将它放大了整整20倍，人们可以

更加细致地观察到那些精巧的结

构和精美的纹路，见证大自然神

奇的创造力。”

采访到薛翰阳的时候，他刚
从西双版纳采风回来，双眼明显
有些红肿。原来，他是过敏体质，
尤其对于花粉，但这丝毫没有影
响到他的创作热情，3年来，他的
电脑里已经存下了数以十万计的
昆虫超微距摄影作品，此次，《Art
of Small·超微昆虫图鉴》收录的
144种奇趣昆虫的200多幅“肖
像”，仅仅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薛翰阳告诉记者，自己从小
就对各种昆虫非常感兴趣，尤其
是竹节虫。在这本图鉴里，他还
单独设立了一个篇章，名字就叫
做“我最喜欢的两种竹节虫”。薛
翰阳告诉记者，一有空，自己就会
用照相机记录下它们的日常。但

是看着这些照片，总觉得还“差”一
口气，直到他看到了列文· 比斯
的《牛津大学终极昆虫图鉴》，第一
次知道了原来昆虫还可以这样
拍！之后，在超微距摄影前辈王
慧良老师的启蒙下，他开始走入
这个相对冷门的摄影领域。

一打开《Art of Small·超微
昆虫图鉴》书盒的盖子，一只浑
身散发着诱人色泽的蓝金瘤叶
甲仿佛立刻就要从里面跳脱出
来一样，用惊艳来形容这张封面
作品一点不为过。惊艳之余是
惊讶——这个明明以拟态对象为
昆虫粪便而出名的小不点，怎么
就在薛翰阳的镜头里一下子“麻
雀变凤凰”了呢？

“瘤叶甲是一种非常稀有且
神奇的小甲虫，从正面看，它像一
只威武的史前暴龙，但其实它只
有区区5毫米而已。”薛翰阳介绍
道，“我拍摄的所有昆虫，它们所
散发出来的光彩都是本身就有
的，只因为它们往往比较小，常常
被忽略掉了而已。所以，我做的
就是，通过打光、放大，尽可能地
将它们更加精准地还原出来，更
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就比如这只
蓝金瘤叶甲，我将它放大了整整
20倍，人们可以更加细致地观察
到那些精巧的结构和精美的纹
路，见证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

千次快门成就一张照片

“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个物

理实验，不断通过调整光源位置，

计算最佳角度，从而得出一个最

完美的公式。”

超微距摄影采用显微物镜和
单反相机拍摄，后期则通过专用
景深合成软件堆叠而成。这种拍
摄方式的景深是非常浅的，所以
不仅要将昆虫的各个部分分开拍
摄，而且每个部分都要拍摄几百
张，从而确保最后合成、拼接出来
的作品的精度可以足够高。放大
20倍，意味着哪怕是极其轻微的
抖动，都可能造成失败，所以在整
个过程中都需要时刻保持高度专
注状态。

在以微米计的面积内构图、
补光、摆姿，这种苦并快乐着的过
程，薛翰阳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
少次，以这张蓝金瘤叶甲的照片
为例，他就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
时间才完成，通宵达旦已经成为
了家常便饭。“我将它一共分成了
6个部分，每个部分拍摄了200~
500张。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个
物理实验，不断通过调整光源位
置，计算最佳角度，从而得出一个
最完美的公式。”

不过这还不是最复杂的一

次——在拍摄产自厄瓜多尔的淡
纹链天牛时，为了将它的毛发和
复眼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薛翰
阳经过反复调试后选用了3种不
同光源进行搭配，最终这件极具
视觉张力的作品获得了2023法
国巴黎PX3国际摄影大赛专业组
微距金奖。

薛翰阳告诉记者，瘤叶甲在全
世界分布很广，中国也有，但是因
为它们太过渺小，所以有记录的并
不多。南美的瘤叶甲的色泽很漂
亮，最有名的就是这种宝蓝色，还
有诸如紫金色、咖啡金等颜色，都
非常迷人。这只蓝金瘤叶甲的标
本，就是他在英国读书期间，好不
容易通过网络找到日本昆虫收藏
家远藤正树后，海购得到的。

用镜头科普昆虫微宇宙

“这样的穿插起伏还有好几

处，直至最后用‘虫生无常’，一个

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由虫及人

的篇章来收尾。”

以摄影为桥，以昆虫为媒，
像这样惺惺相惜的忘年交故事
还有很多。“在学术上，我也得到
了很多专家老师的帮助：新加坡
昆虫学者、曾经出版过11本关
于竹节虫的著作的萧俊老师；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
授，威斯康星昆虫学院学术策展
人克雷格·布拉班特博士；意大利
锹甲学者米凯莱·米开罗佐·齐柳
利博士……感谢这些前辈专家不
嫌弃我这个中学生，为我耐心解

答各种问题。”薛翰阳说道。
翻到《Art of Small·超微昆

虫图鉴》的目录，许多篇章的名字
都很脑洞大开：“这样的臭大姐不
香吗”“昆虫界最美的喇叭裤”

“我们都会螳螂拳”……让人忍俊
不禁。薛翰阳告诉记者，在编排
上，自己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昆
虫读物的科目分类，而是依据拍
摄逻辑与情绪表达进行设定。“比
如‘我们都会螳螂拳’的第一张照
片是一只长有捕捉足的螳水蝇，
与上一篇章‘奇奇怪怪的蝇’承上
启下；而‘我们都会螳螂拳’这一
章节的最后一张作品宾刺瘤蝽，
则与下一个篇章‘这样的臭大姐
不香吗’同样有关联，这样的思路
贯穿在整本画册中。此外，我希
望读者在翻阅的时候可以体会到
一种节奏的起伏，所以，我用‘有
趣的叶甲’作为第一个篇章，就像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样，开
局即高潮，之后用一些稍微柔和
的章节过渡，再用‘光彩照人的甲
虫’将读者的情绪推向第二个高
潮。这样的穿插起伏还有好几
处，直至最后用‘虫生无常’，一个
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由虫及人
的篇章来收尾。”

薛翰阳透露，此次拍摄对象
的选择，一半是基于昆虫的颜值、
奇趣及稀有程度，另一半则基于
昆虫有趣的行为方式以及特殊的
演化趋势，每种昆虫都配以了科
普解读和自我感受，希望《Art
of Small·超微昆虫图鉴》不是一
部仅停留在视觉层面的风光片，
而是一部有故事、有内容的纪录
片、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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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在微观的世界里
寻找“光影大道”

05后超微距摄影师
让昆虫犹如超模一样明艳照人

青年报：接触超微距摄影3

年来，最大的感受是？

薛翰阳：微距世界打开了我
的视野，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不
为人所熟知的一面，我们人类在
不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我们
的飞船上了太空，我们的电子望
远镜可以看到更远的宇宙深空，
但我们却容易忽视很多身边的
东西，比如脚下那一方土地。祝
愿每一个人，尤其是和我一样依
然在求学路上埋头艰苦前行的
万千学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热
爱，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与深入，
这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
幸运。

青年报：听说你正在为申

请大学做准备，对于未来有何

打算？

薛翰阳：过完暑假，我就要
飞回伦敦去完成最后一年的高
中学习。目前，我正在跟随剑桥
大学的教授，做一个关于昆虫听
力的研究项目。虽然目前我还
没有最终确定将来的专业方向，
但还是希望可以和昆虫相关
吧。《Art of Small·超微昆虫图
鉴》可以说是我高中课外生活的
一张成绩单，同时也是一个新的
起点，目前我已经收集了几千个
昆虫标本了，我正在构思下一个
系列的作品，继续在这个领域深
耕下去。

找到自己的热爱
并持之以恒

受访者供图薛翰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