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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枝丫间，一场静默的视觉盛宴正在上演。

当演员李现手持长焦镜头定格苍鹭展翅的瞬间，“打

鸟”这个原属于摄影圈的行话悄然破壁出圈，在某社交

平台上拥有超过3359万浏览量和29.3万条讨论。所

谓“打鸟”，是指摄影爱好者以长焦镜头拍摄鸟类。其

实，这项活动早在上海的春天占据了热门活动的一席

之地，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打鸟装备、技巧与成果，形

成活跃的内容社区。

摄影师张昊喜欢猛禽，去年十月，他开始在上海

“打鸟”。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找到猛禽？答案是肯

定的。在这里，你能找到凤头鹰、红隼和游隼。被上海

鸟类多样性惊喜到的还有90后摄影爱好者孙佳文，背

着一套专业设备的他，已经是圈子里的“老法师”。在

开始“打鸟”前，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原来上海有那么多

种鸟。“现在如果有比较稀有鸟类的目击报告的话，我

就会去找一找。”他说。

“打鸟人”有自己的圈子，他们会用各种软件来识

别鸟类，以此了解鸟的习性、稀有度、分布范围和雄雌

的个体差异。在上海，观鸟者不仅喜欢拍鸟，还会形成

鸟类摄影协会。“我们公园有许多摄影爱好者，鸟类保

护与摄影协会会员有130名左右。发现树上的戴胜

后，他们会自发性地去拍，并为这些地点取名，比如取

名成1号鸟点、2号鸟点……”共青森林公园园容科工

作人员王海超告诉记者。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打鸟”需要摄影技术、鸟类

知识与审美感知共同加持，而这恰恰构成了吸引都市年

轻人的魅力——每一次对焦都是自然与技巧的博弈。

张昊在社交平台的头像，是一只他“打”到的红头

长尾山雀，圆滚滚的身体还镶着一副黑白“眼罩”，像极

了小熊猫。超高的颜值让红头长尾山雀成了圈内的明

星，不过想拍它却并不容易。因为“这种鸟又小又爱

动”。拍摄体型大、活动慢的鸟，通常不苛求技巧和设

备，但想拍红头长尾山雀这种小而敏捷的鸟，就很依赖

相机的性能了。“一般我会用高速快门连拍，获取大量

的素材，后期选择相对比较成功的照片。”孙佳文告诉

记者。

“清晨是观鸟的好时候，有许多鸟出来活动，同时

人类活动少，杂音少，鸟类活动频繁。”王海超表示，“下

雨天以后虫类活动多，鸟类出来觅食，也相对活跃。”共

青森林公园早上五点开园，如想来园观鸟，不妨起个大

早，锻炼自己的同时，也能拥有一次与自然深度对话的

机会。

在共青森林公园，最受欢迎的鸟儿莫过于戴胜，许

多游客慕名而来。四月初正值爱鸟周，同时也是戴胜

繁殖的季节。王海超也介绍了一番戴胜的习性：“公园

有许多柳树、悬铃木和合欢树，作为戴胜筑巢‘偏爱’的

选址，戴胜习性念旧巢，除开某些意外情况，通常每年

筑巢都会选在固定的树上。”为了让鸟儿依照本有的自

然生态习性生活，公园持续优化植被群落、提升鸟类栖

息的生境，比如种植一系列鸟嗜植物，如南天竹、火棘，

为鸟类提供食源。同时种植一些蜜源植物，如桃树、樱

树，吸引虫子，间接为鸟类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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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风掠过黄浦江畔，钢筋森林的褶皱里正酝酿

着一场返璞归真的实验。低头寻寻觅觅，在路边流

连。蹲下身来，拿起剪刀苦干。是马兰头还是金花

菜？拿起植物百科图鉴仔细分辨，这不是植物学家在

作业，而是喜欢挖野菜的年轻人在努力分辨路边植

物。手持园艺剪的年轻人如同现代游牧者，在公园河

岸、街角绿地展开一场关于春天的寻宝游戏。这场被

戏称为“现实版星露谷”的都市冒险，正以102.3万次

浏览量的热度席卷社交平台，将“打野”二字重新定

义。

泥土里的社交货币

随着春季到来，万物复苏，野菜在地上纷纷生长。

“挖野菜的乐趣”“吃野菜的季节”，这些话题在社交平

台上随之兴起。

“上海能挖到野菜的详细地点”“上海挖野菜地点

大全”，在小红书上一搜索，不少网友已经整理出一份

挖野菜地点清单。“佘山油菜花地附近有马兰头和野

葱”“青浦区环城水系公园有荠菜”……这些散落都市

的绿色坐标，被8000多条评论编织成了一场春日盛宴

的邀请函。

自称“打野人”，这群年轻人在上海这座都市里玩

上了现实版“星露谷”。还有年轻人拿“挖野菜”做社交

活动，在盎然的春意里，和朋友们一起享受自然的气

息。

00后许璐璐的“打野”行动起始于一顿火锅。当

回想起在老家吃饭时，小蒜叶的辛香在蒸汽中氤氲，她

和男友的春日计划便在觥筹交错间萌芽。“我搜索了上

海可能有的野菜，结合攻略提供的点位，筛选出了距离

我们近的几个地点，又下单了‘打野’需要的装备，周末

就去了。”她说。

“我们都属于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沪漂人，我临近毕

业，实习和学业压力都很大，对象工作也比较忙碌，经

常加班，所以周末我们也很少有精力长途外出。”许璐

璐说。对他们而言，挖野菜是平替版的解压游戏——

不确定性的惊喜、新地图的探索欲，与泥土交换呼吸的

疗愈感，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精神解药。

“打野”也是社交的好方法。在社交平台上，一个

个群聊纷纷组起，相约去郊区团建挖野菜。“坐标浦

东，征集对象一起挖野菜”“沪漂情侣新型约会方式是

挖野菜”。挖野菜的同时，也交流着与彼此的感情。

“挖野菜总是在我们的日程清单里。其实不管挖的结

果如何，能和对象一起探索新的体验就让人非常开

心。”许璐璐和男友一起走遍各个田野，对他们而言，

重要的不是挖野菜，而是通过挖野菜，实现的和恋人

间的相处。

都市农耕的诗意栖居

26岁的白怀能读懂城市的植物谜语。在上海“打

野”时，让她闻到了“春天的味道”。从小时候开始，她

就喜欢观察植物，对野菜的种类烂熟于心。“野菜一般

长在小河边、公园里、田野间，这些地方适合它的生

长。”她科普道。细心观察下，她很快就能在一些不为

人注意的地方，找到野菜。哪怕在自家小区门口，都能

找到可食用的草头。于是，这名都市“农人”便带着剪

刀和篮子去采摘。将草头嫩尖轻放入篮，剪刀开合声

应和着鸟鸣。

“挖野菜的时候，很简单、内心很宁静，自己动手的

快乐也无与伦比。”慢慢挖掘，和植物亲近，白怀十分享

受“采摘的乐趣”。摘后再吃，获得的成就感也与在超

市买菜不同，是和自然贴近，在无声间触摸到土地的脉

搏。这位上班族的周末仪式，便是轻轻咀嚼着焯水后

的野菜，让春意在舌尖绽放。

在春日的郊野，毛茂的“打野”攻略引发了“蝴蝶效

应”。“16号线到新场站下，2号口出来有农田和小河，

边上有许多水芹。”最近，她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许

多网友跟着她的帖子，也一起来“打野”，最后她挖野菜

的地方，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在春天挖掘野菜，能远

离生活的喧嚣，获得零成本娱乐。带上干粮和水，她就

出门去挖野菜，在路边随心寻找，找到的地方还能在网

络上分享。那些沾着泥土的野菜照片已不仅是美食分

享，更成为都市人采撷春光的身份徽章。“春季时令野

菜是很受欢迎的，不用花钱就能亲近大自然，是个挺好

的事。”她说。

说到野菜的美味，毛茂科普说：“水芹长在水边，一

般都是一大簇，很好挖，也很好吃，我很喜欢吃。”“在田

野间我们如愿找到了野葱、芥菜、草头、鹅肠草、野芹菜，

也成功烹饪出一些菜肴，非常有成就感。”许璐璐也说。

在繁华都市的快节奏生活中，

年轻人正悄然探寻着属于自己的自

然疗愈密码。当春风拂过，他们不

再局限于室内的娱乐，而是纷纷走

进自然。拿上剪刀“打野”挖野菜，

在城市的角落寻觅春天的馈赠，以

别样方式感受泥土的气息，为平淡

日常增添一抹野趣；拿起相机“打

鸟”，捕捉春日精灵的灵动瞬间，在

一次次对焦中，体会自然与技巧的

交融。无论是挖野菜带来的舌尖春

味，还是“打鸟”定格的珍贵画面，都

成为他们舒缓压力、拥抱自然的独

特路径，开启都市探春的奇妙旅程。

拿上相机“打鸟”，找一找春日的精灵
【文/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拿上剪刀“打野”，闻一闻春天的味道
【文/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打鸟”切记文明

“打鸟”对鸟类会产生哪些影响？“一些鸟类以及昆

虫、动植物的生态学研究，确实可以采用公民科学的方

式。在观鸟时，把数据上传到如中国鸟类观察记录中心

这样的平台上，科学家会利用公共数据进行分析和解

读，并得出结论。很多物种新分布区域的发现，也是靠

鸟类爱好者的信息。”SEE长江口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官

员姚望表示。

不过，人们仍需注意摄影时保持与鸟类的安全距

离，不要打扰到鸟类的栖息，保持文明摄影：“鸟类繁殖

的季节，在拍摄时需要注意远离鸟巢。如果拍摄到鸟

巢，也要注意不要把鸟巢所在位置公之于众，更不能改

变鸟巢周边的环境，因为这些都对鸟的生存有很大影

响。”

如果新手想要入门，成为观鸟一员，姚望建议，除了

阅读有关科普书籍外，还可以关注上海的生态、林业、公

园、保护区等单位及上海野鸟会、汇爱自然等自然观察

与环保公益组织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一般会介绍有关

区域的自然生态、鸟类分布及近期鸟种目击情况。“崇明

东滩会在每年第四季度举办‘观鸟生活季’活动。平时

大家也可以通过崇明东滩保护区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访

崇明东滩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在此区域最近可以看到黑

翅长脚鹬等一大批鸟类。”他表示。

“打野”勿忘安全

随着“打野”越来越流行，大家总结出各式各样的“打野”地点，其中公园是常被提及的高频地点。但需要注意的

是，有一些公园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园内挖野菜。如颇受欢迎的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大门进口就挂有《上海市公园文明

游园守则》，其中第三条写明：“不擅自挖野菜、树根、竹笋和种植土。”

为什么不能挖野菜呢？值班的巡逻安保解释：“一是有些野菜游客分辨不清，可能挖到有毒植物；二是公园里会消

毒洒农药，这些野菜不能保证食用安全。”为了杜绝挖野菜现象，巡逻人员除了绕园巡逻，还会以广播形式制止挖野菜

的游客，但难免会遇上“漏网之鱼”。虽然有监管，这件事还需靠园方和游客共同努力，游客自觉守则。

一些野菜与有毒植物相似，容易误采误食中毒，严重的还

会危及生命。因此，对不熟悉的野菜，公众不要采摘，避免误食

有毒野菜。而在采摘熟悉的野菜时，注意不要在环境可能污染

区域采摘，如化工厂、垃圾填埋场、污水沟、公路等周边区域。

即使这些地方的野菜生长茂盛，也可能早已被污染，不要采摘

和食用。同时，采摘时要注意保护生态，不要过度采摘同一区

域的野菜。

“很多大肆宣传的野菜品种其确切营养价值尚不明确，如

田七菜、养心菜等；二是很多野菜与有毒植物不易分辨，极易造

成中毒事件，如水芹和野芹；三是很多野菜重金属含量和毒性

缺乏理论研究，多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在《3种特色野菜食用

安全性研究》里，研究者郭守鹏表示。

提醒

提醒

共青森林公园戴胜。

红翅绿鸠。

许璐璐和男友挖野菜。 毛茂挖到的野菜。

共青森林公园。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红头长尾山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