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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动物作为主体，但我们的
兴趣点却不止于动物，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些动物其实在传递大自然的
声音，比如东北虎对于萨满教而言是
很重要的神，它是沟通天地的使者。”曾
海若补充道，“动物是我们观察周围、观
察地球的一个方式，我们想通过这部片
子来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众神之地》里，每种动物的背后
都有人的故事。《荒野上的轮回》聚焦于
现代牧民如何与野牦牛相处的故事。每
年夏天的繁育季，野牦牛会来到人类与
家牦牛生活的地方，以绝对的强势给牦
牛群带来骚动，将牛群带离牧民的看管
范围。它们还用强壮的野性基因更新着
因为被圈养而日渐贫弱的家牦牛群。牧

民对野牦牛既爱又恨的情感则被展现
出现：爱野牦牛给家牦牛带来的强壮
基因，但又因控制不了野牦牛带来的
骚动而苦恼。

而刚刚上线的《粉红色的回忆》则
讲述了中华白海豚的故事。在浩瀚海
洋中，白海豚宛如神秘莫测的精灵，人
们对它充满了好奇，但也知之甚少。

故事中，作为江门中华白海豚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冯抗抗一直致力于
中华白海豚的救助，他曾多次帮助误
入内河的中华白海豚重返大海，但几
乎每次救助都以失败告终。黄祥麟博
士则是一名海洋科研工作者，为研究
中华白海豚倾尽半生。但白海豚身上
仍旧有许多谜点是他无法探知的，这
些无法解释的行为使他开始思索，如
何在白海豚保护和人类活动之间，找
到平衡点。

50 分钟的时间，为观众呈现不同
的野生动物当下的命运。有感动、有
惋惜、有担忧，更有热爱。这些串联起
来的传统文化和动物知识，为观众营
造了一个思考人类环境问题的空间。

“B 站是年轻人知识学习的‘内容
社区’，这类话题的思考对年轻人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朱贤亮说，“中国有着
丰富的的自然和动物资源，作为纪录
片从业人，我们有责任呈现这一切。”

《众神之地》只是一个开始。接下
来，B 站还将制作以国家公园为主题
的纪录片。这片神奇的土地，时刻续
写着不同的精彩。

不出所料，太阳才刚露头，温度就
跃过了 38℃。走在长江北岸湖北荆州
段，蝉声喧闹，热风扑面，人就像置身烘
烤箱一般，不消几分钟，就汗流浃背。

“快要进入三伏了，真是热得每天
不一样。”走在我前头的陈景旭略显愧
疚地说。

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温度绝对超
出 40℃ 。 陈 景 旭 边 走 边 安 慰 我 说 ：

“上了船就会好一些，江面上有水风，
我们的驾驶舱也添置了空调和电扇。”

一艘名叫“荆长净”的中型清污船
静立在建华管材码头，阳光将绿色的
船身勾出金色的轮廓。上了船，我才
发现陈景旭的妻子孙红艳早已在船上
忙碌了，她和两三个工人师傅一起收
集着昨夜靠岸泊船积攒下来的生活垃
圾，汗水让每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
孙红艳说道：“现在工作环境比过去好
多了，船主也比先前配合。”

2018年底，夫妻俩卖掉房子，筹资
140万元，加上港航局补贴80万元，置下
一艘新船，上有卧室，有厨房，再也不用
吃馒头榨菜喝开水了。更重要的是，新
船能装载更多的垃圾和清运油污水。

这是他们第二次为船卖房。第一
次 是 在 2007 年 夫 妻 二 人 下 岗 之 后 。
为了生计，他们卖掉老家的住房，凑钱
买了清运垃圾的船和皮卡车，干起了
长江垃圾清运营生。

那艘船取名叫“荆长净 1 号”，意
思是保护荆州长江洁净。“我们都在江
边长大，童年的记忆里都是清澈的江
水。现在看见油污、垃圾、死鱼污染着
江面，特别渴望有一天能让环境回到
过去。”孙红艳说。

想要荆州长江洁净，自己倒先要
吃得苦中苦。船笛声鸣响，“荆长净”
身披金光出发了。刚刚下江做清运工
时，是陈景旭最苦的日子：只要天气允
许，夫妻俩就从建华管材码头起航逆
流而上，驾船行驶 10 余公里，沿江收
集船舶垃圾，直到荆州旅游码头止。
一直忙到下午再返回，把垃圾提上岸，
装上皮卡车，拖到最近的锅底渊垃圾
站。如果天气不适合出船，夫妻俩就
开车顺着沿江码头，挨个上船收。

万事开头难。虽说是在江边长
大，但孙红艳没有任何水上经验，初上
船时，颠簸和晃动都让她恶心，经常抱
着栏杆干呕。吐得翻天覆地，别说干
活，连走路都没力气。这样的工作从
早上 7 点开始，好不容易挨过夕阳熔
金下船，回房间睡觉，她都觉得床铺摇
晃不止。可是第二天照旧要起床登
船，再从 7点继续重复工作。

就这样，熬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孙
红艳才终于习惯了船上的生活。然而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夫妻俩的工
作范围覆盖整片荆州港，途中每一艘
停泊的船只，他们都要靠近询问，有无
需要转运的垃圾。得到船员的应允
后，陈景旭会慢慢行驶船只靠近目标，
再将缆绳套在两船之间。待准备工作
就绪，他穿好救生衣，踩着清运船顶爬
到另一艘船上，把需要转运的垃圾递
给等待的妻子。

在陈景旭忙碌的时候，孙红艳也在
忙着做垃圾分类，给即将接收的垃圾腾
出更多空间。事后夫妻俩再用皮卡将
垃圾送往陆地，请环卫工人进一步处理。

两眼一睁，忙到点灯。一天周转
下来，不啻于一场战斗，累得筋疲力
尽，但令人欣慰的是，经手的垃圾重达
几吨，都被送进了垃圾处理站，没有被
投入长江。

在行驶途中偶尔看到江面上的垃
圾漂浮物，他们也会拿网兜去打捞。
夏天炎热，驾驶室热得像蒸笼，船板晒
得烫脚，皮肤都晒掉好几层，船上运输
的垃圾更是会散发阵阵恶臭。夫妇俩
苦恼又尴尬，因为无论怎么洗澡，都很
难立刻去除身上刺鼻的气味。在跟别
人接触时，也经常觉得不好意思。

一到冬天，寒风如刀，甲板结冰，
溜滑得很，很容易滑倒摔跤，他们必须
小心翼翼地挪动，才能保证安全。船
上没有电，也不能用明火，夫妻俩在江

上吹了半天冷风，浑身僵痛，也只能用开
水泡冷馒头，一股脑喝下去。

有时候到了饭点，恰好来了一艘游
轮，他们就得连续清理垃圾，2 吨多的垃
圾被转运出来，6 个小时就过去了。不
仅一刻不能休息，连口热茶也喝不上。

“保卫长江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苦点累点臭点倒还无所谓，最怕的就是
船主不配合，垃圾不好收。”孙红艳说，以前
船主环保意识差，听说收垃圾还要钱，使出
种种手段刁难。

“有的跟你大吵大闹，有的闭门不
见，有的拿斧头威胁……”孙红艳说，收
费其实不高，物价局没有具体标准，他们
只好按照行规，根据船舶吨位大小来收，
几千吨的收 100 元，几百吨的收 50 元。
一般的小船从抵达荆州港区到离开，无
论停几天都只要 30 元。夫妻俩收费清
运垃圾并不容易，但却被很多人不理解、
瞧不起。

有一次，一艘大货船老板将船底清
理出来的淤泥当垃圾要他们清走，为避
免冲突，陈景旭和孙红艳一声不吭将沉
重的淤泥一袋一袋背到自己船上。还有
一次，他们准备上船去收垃圾，船员当着
他们的面把垃圾丢进长江，然后砰的一
声把门关上，夫妻俩只好把垃圾打捞上
来，开船离开。

“如果不收垃圾，船员就会乱扔，江
上到处都是漂浮物。”陈景旭解释道，长
江海事部门会随时随地监督他们，如果
乱收费，搞不好，他们的饭碗都保不住。
房 子 都 卖 了 ，全 部 家 当 都 押 在 这 条 船
上。为了生计，夫妻俩咬牙坚持。一年
365天无休，时刻守护长江的清洁。

好在国家对长江生态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不仅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还实施了长江大保护战略。这

些变化给夫妻俩带来了很多便利：船
上垃圾分类有了明确的执行规则，船
主们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收垃圾的
活儿比以前顺畅多了，夫妻俩终于迎
来好时候。

2019 年 9 月，作为长江上的“垃圾
清 运 工 ”，夫 妻 双 双 入 选“ 中 国 好 人
榜”，他们不畏风吹日晒、酷暑严寒，日
复一日坚守在江面上，用自己的行动，
呵护长江生态的事迹不胫而走，市港航
管理局补贴了80万元，以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实现垃圾收集服务全免费。

略带惬意的水风迎面吹来，15个春
秋的辛苦没有白费。陈景旭说道：“现在
江边上砂厂已经拆了，拆了后全部都
绿化了。在没有涨水的情况下，这水
清澈得在江面上可以看到水下的草。”

荆州，始于先秦时期九千里云梦
大泽，因水而生。滚滚长江水奔流而
过，两岸是巨蟒般的巍巍大堤，江面上
的船只往来穿梭、川流不息。

雨后的长江北岸，滨江公园蒙着
一层水汽，草青树绿、花朵缤纷，微风
徐来、浪花拍岸，令人心旷神怡。

如今，长江的旗舰物种江豚也越
来越多了。孙红艳说道，春季和冬季
江豚成群出现的频率要高一些，而夏
季看到多头江豚戏水的场景还是较
少。江豚一般成群从下游往上游来回
游玩。

长江倒映着蓝天白云，风吹起阵
阵波纹，江水浩荡向东流去。“荆长净”
逆水前往目的地，激起白色浪花。船
两侧，一群水鸟逆风飞翔，不时掠过辽
阔的江面。

“妈妈，你不是说到了清晨和晚
上，还有大鸟从长江上空一阵一阵飞
过去吗？我怎么没有看到呀？”我一抬
头，发现是一个约摸三十左右的年轻
人，“他叫陈庆，是我们的儿子。”孙红
艳一脸骄傲，“受我们影响，他考取了
船员证，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加入到长
江保卫战中。”

前年，夫妻俩专门成立公司，还聘
请了两名工作人员，垃圾清运变得更
加专业高效。从小和他们一起在江面
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儿子，考虑到父母
都到了奔六的年纪，毅然放弃武汉的
优越工作，赶回荆州加盟，垃圾清运工
作有了接力人。

陈庆说，“荆长净”装备越来越现
代化了，现有 4 个船舱，可以装 40 立方
的生活污水和 20 立方的油污废水，甲
板上有 4 个垃圾桶，可以容纳 40 公斤
的生活垃圾。除了每天早上 7 时至下
午 5 时进行日常航行，遇到有需求的
货船，还会及时帮助转运，通过“船 E
行”手机软件可定点接收趸船、货船、
游船倾倒垃圾的信息。

“我们一家人接力保卫长江，既是
求生存，又绝不只是求生存”，望着渐
行渐远的“荆长净”，孙红艳的话飘荡
在清澈奔腾的江面上。

作者简介：
李文山，湖北省作协会员，曾任潜

江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从事新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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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我仿佛隔着屏幕闻到了牦牛的味道”“这些景色和动物我可能一辈子
都无法亲自看到”“我感受到了神性”……当高原和雪山的画面扑面而来时，纪录片

《众神之地》在开播当天就收获了观众的满满热情和喜爱。他们纷纷通过弹幕留下
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留下了对自然和野性的向往。

一部以人与自然、人和动物共生为主题的纪录片，在炎炎夏日给了忙碌的都市
人，一个洞察自然的窗口。这部《众神之地》是由哔哩哔哩（以下简称 B 站）出品、北
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全华班”拍摄班底打造、纪录片导演曾海
若执导的人文自然纪录片。

实际上，B 站推出纪录片早已不是新鲜事，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人生一串》
《历史那些事》等一系列人文主题纪录片的推出，其在纪录片领域已走出一条独具
风格的创新之路。而将镜头对准野生动物和大自然，这还是第一次。

年轻人喜欢动物、自然等话题，通过视频影像走近自然

强调知识性、科普性，讲述人与自然关系

做年轻人喜欢的纪录片◆本报记者肖琪

“人类与大自然及野生动物和谐
共 生 的 问 题 ，在 全 世 界 引 起 广 泛 关
注。”谈及为何要推出《众神之地》，B
站纪录片制作中心高级顾问朱贤亮告
诉中国环境报记者，“这也是B站用户比
较关注和喜爱的内容。”

在 B站，以野生动物和大自然为主
题的作品不可胜数。三千多部纪录片
里，自然纪录片占比将近 1/5。它们涵
盖动物科普、野生动物保护、自然奇观等
各式维度和视角。一些 UP主（指在视
频网站、论坛等站点上传视频或音频文
件的人）也因此找到了“流量密码”：对大
自然的亲近似乎是刻进人类基因里的
渴望，当人们无法走进自然时，视频和影
像成了最好的选择。

“站内关于自然类、动物类的 UP
主粉丝量都非常高，人跟动物和谐相

处的短视频都比较受欢迎。”
朱贤亮坦

言，“这让我们有了很大信心推出一部自
然类的纪录片。”

除了对市场和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
《众神之地》还承载了一份独特的期盼。

“一直以来观众都认为自然类的片
子国外才拍得好，很多家喻户晓的纪录
片出品方也都是 BBC、Discovery 探索频
道等几个海外大厂牌。”朱贤亮补充道，

“以前 B 站与它们合作过，但作为一个新
兴的媒体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学习，
尝试走出拍摄这类纪录片的创作道路。”

正是在各种契机和因缘际会下，2017
年《众神之地》项目开始筹备了。在纪录片
领域，相关从业者对一个公认的事实深有
感触：自然类纪录片具有鲜明的“两高”属
性，也就是高难度和高投入。

“这部片子比我之前做过的任何影
片的难度都高。”总导演曾海若回忆拍摄
过程这样评价说。拍摄经历漫长 3 年，
等待、守候、时机、寻找，都是“关键词”，
而这些也代表了整个摄制团队在捕捉重

要镜头时所经历的一切。
3 年 里 ，摄

制组的足迹遍布云南、广东、福建、吉
林、黑龙江、青海、西藏等地，他们深入
高原雪山和雨林深处，在大海上颠簸，
在原始森林里穿梭。

“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我们不畏
艰难也不计回报，只想把这件事情做
好，为环境保护做一点贡献。”朱贤亮
说，“我们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到这片
土地上生活的野生动物和人们。”

对于曾海若来说，他对是否能吸
引 B 站的用户信心满满，“我们用了 3
年的时间去拍摄属于中国本土的野生
动物和它们背后的文化，关注人与动物
的关系，这些鲜活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内
容也正是现代年轻人所喜爱的。”

“看到国产自然纪录片，太激动
了”“有小时候动物世界的味道”，年轻
人正在用一条条弹幕，表达着对《众神
之地》的喜爱。而生命的力量之美展
现在荒野，也丰富着更多人对大自然

的认知。

《众神之地》出品方B站：

《《众神之地众神之地》》总导演曾海若总导演曾海若（（左左））
在拍摄现场在拍摄现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