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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胡善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摄影爱好者，多年来

的巡护和追踪工作，使他能够近距离接近猴群，并拍摄

到数量众多的摄影作品。那些扛起长枪短炮走进密林的

次次经历，已成为他最宝贵的回忆。

怀揣着对滇金丝猴保护的激情以及对影像拍摄的热

爱，胡善斌动员了与他相识的几位巡护员，一同报名参

加了由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

联合发起的巡护员生态影像赋能计划。他们将通过系统

学习纪录片的拍摄、剪辑，并进行自主实践，最终独立

或相互合作地摄制出属于巡护员自己的影像志。

但在经历了生态影像课程的学习之后，他心里多了

些疑惑……

“我们即便掌握了纪录片拍摄和剪辑的技术，那拍

出来的片子会有外面的人看吗？”

我反问他：“如果最终外面没有人看，那你会选择

不拍了吗？”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拍的都是巡护中最真实的故

事，就算外面人不看，我们也会留作纪念，给自己看、

亲戚朋友看、给孩子们看。”

“你觉得他们会喜欢你们的影像吗？”

“应该会，毕竟这些影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别

处看不到这么真实的故事。”

胡善斌用朴实的语言解决了影片拍给谁看的问题，

其实拍给谁看不重要，有人看才重要。如果在拍摄中限

定了拍给谁看，那影像势必会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迎合

性，这便失去了拍摄的初衷。“乡村之眼”在本次巡护

员生态影像培训中倡导的影像理念是帮助巡护员发掘并

展现自己内心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们的作品本身只需

具备属于这一群体独特的文化属性，他们在拍摄和制作

时也不需要过多考虑影片受众。

在 闲 聊 的 过 程 中 ， 几 位 巡 护 员 还 讲 述 了 一 个 “ 有

趣”的故事。数年前，某电视台纪录片栏目曾到兰坪地

区摄制影像风物志，特意找到保护区的巡护队伍，希望

巡护员们能够提供一些画面精美的滇金丝猴视频素材作

为栏目的影片剪辑材料。面对这一请求，大家都十分激

动地答应了。但当节目正式播出时，巡护员们曾经提交

的视频素材全部都被替换成了红外线相机拍摄到的动态

影像资料，大家的心情瞬间就如霜打的茄子般。胡善斌

代表巡护员团队找到栏目组询问情况，得到了这样的回

复——“你们提交的视频素材拍的太好了，我们有点不

相信这些是你们自己拍的，所以就换成了红外相机拍的

视频。”

短短一句回应，却让我们悟出两层含义。首先，巡

护员们本身便具备了较为突出和完整的影像拍摄技能，

他们有能力用影像的方式讲述动物与人类、环境与文化

的故事；其次，在当今的主流媒体和大众舆论场域内，

巡 护 员 们 很 难 依 靠 外 来 影 像 手 段 获 得 更 多 的 认 可 。 因

此，帮助巡护员们拍摄、表达以自己视角看到的世界，

是需要的，更是必要的。

行走一线的巡护员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是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当下的主

流传播媒介在这方面的关注非常缺乏。生态影像培训以

参与式互动的影像实践方式，力求提供一种手段来修补

这种缺失，给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群体提供一个平台，

并将影像制作的权利以及利用影像开展自我教育和公众

教育的权利交还给巡护员们。

当我们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感兴趣时，便会

有意无意地接受许多大众传媒想让我们知道的讯息，或

许此时，我们就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用巡护员的眼睛

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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