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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潜入海底的那一瞬，整
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我像一只
在海底飞翔的鸟，偌大的海底，只
听到我的呼与吸。”潮和在自述中
这样说道。

大海，是早已融入他血液的
生命记忆。潮和本名姚宏朝，出
生于陵水新村镇一个渔村，从小
跟随长辈出海捕鱼、赶海踏浪，当
地丰富多样的滩涂、海洋生物点
亮了这位“70后”的童年。

长大后，潮和外出求学工作。
有一次回老家，他发现记忆中的海
发生了一些变化：沙滩退化、鱼类
资源减少……这让他很受触动，决
定要为这片海做点什么。

2012年，潮和开始在马来西
亚学习潜水，考取了高级潜水教
练等证书。他辞掉了原来的工
作，开始了“以潜养潜”的生活。

水下摄影和陆地摄影大不相
同，摄影师须在水下穿戴水肺装
置，同时让自己的身体和摄影器
材处于悬浮状态。

在潮和的展示下，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组装后的水下摄影器
材像八爪鱼一样展开，配件较复
杂。由于水下自然光线弱，为了
拍到色泽艳丽、清晰度高的影像，
要用灯臂连接闪光灯、视频灯、对
焦灯等进行人工补光。“在岸上二
三十斤的器材，在水下用浮力臂
调整好浮力后，几乎没有重量。”
潮和介绍。

自接触潜水开始，潮和立志
成为一名职业水下摄影师，图片
和视频兼修。他一边钻研潜水技
术，一边学习水下摄影，从入门
的便携式卡片机、运动相机，到
专业的微单、单反，手中的器材
不断升级。

东南亚有许多适合水下摄影
的海域，潮和几乎每年都会去菲
律宾的潜水胜地阿尼洛拍摄。“水
下摄影师要快速成长，参加现场
挑战赛是一条途径。”潮和介绍，
阿尼洛每年都会举办专业级的国
际现场水下摄影大赛，参赛者在
固定海域用3天时间创作，由全球
顶尖的水下摄影师担任评委。

多次获得国际水下摄影奖项
后，潮和在国内成立了中国海洋
摄影家协会潜水摄影专业委员
会，把相关赛制引入中国，已成功
举办过多场比赛。

水下摄影师潮和：

“我的办公室在海底”
■ 海南日报记者 王迎春

阳光穿透海面，变
幻队形的沙丁鱼在海里
卷起“风暴”；豆丁海马
藏匿在红珊瑚中，像一
位害羞的新娘；巨型马
赛克水母是理想的“房
车”，小鱼们可以栖身其
上四处旅行……近日，
“蔚蓝国度 龙腾四海—
潮和·海底影像展”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顺德会馆
展出，一件件动人心魄
的影像作品，让观众感
受到了海底世界的浩瀚
绮丽。

这些影像的创作者
是海南陵水籍独立水下
摄影师、自然纪录片导演
潮和。皮肤晒得黝黑，潮
和常年留着寸头，在帽子
和眼镜下，眼神明亮。10
多年来，他像一条“人
鱼”，从未停止对蓝色海
洋的探索，通过水下摄影
向世人展示海洋生物的
百态，用影像守护海洋生
态。他说：“我的办公室
在海底！”

位于琼岛东南部的陵
水有118.57公里海岸线，温暖
的海水适合海洋生物成长。让
更多人看到、了解家乡的这片海，
是潮和的心愿。

几年前，潮和潜入陵水一带的
海域拍摄记录，共拍到海洋生物
205种，包括许多之前没拍过的物
种，如在长棘海胆中发现的一种紫
黑色的海胆枪虾……拍完后，潮和
创作推出了纪录片《珍珠海岸 生
命摇篮》及同名书籍。

“我希望自己的镜头是一个长
长的望远镜，带着人们看看海底世
界。”潮和尝试将多年拍摄积累的
海洋影像素材，转化为具有社会传
播价值的海洋科普教育作品。

他制作纪录片，出版水下摄影
集，还开发了《珊瑚礁的故事》《自
然探索》等海洋生态类课程，以让
大众领略海洋之美，唤醒大众的海
洋保护意识。潮和还多次走进海
南各地的校园、企事业单位，围绕
海洋主权意识、海洋生态保护等主
题授课。

近几年，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
关注水下摄影，为了帮助新手顺利

“入门”，潮和基于自己10多年从
事潜水教学和水下摄影的经验，制
作了《职业水下摄影师》视频教程，
分享技巧和心得。

潮和还牵头成立了海南省贝
类与珊瑚保护学会，在珊瑚保育、
鱼礁建设、珊瑚与贝类资源保护、
海洋环保等方面贡献力量。该学
会每年联合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开展海洋环保公益活动。

2024年，潮和期待解锁新的
拍摄方式和拍摄场景，邂逅新的海
洋生物，“想钻研一下黑水摄影，记
录暗夜精灵，计划年内在陵水近岸
海域拍摄夜间生态影像”。

他最大的愿望是在陵水成立
一个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这个教
育基地的主要功能有海洋主权意
识教育、海洋生态保护教育、自然
科普”。

在潮和的镜头下，海洋生物如万花筒般
色彩斑斓，极具魅力。

呆萌的小丑鱼在保卫家园时像一名战
士，驱赶闯入海葵的不速之客；虾虎鱼世代栖
居在珊瑚中，勤劳的它们自觉承担起了“清洁
工”的工作；扳机鱼攻击性强，像极了海底“街
霸”；乌贼通过模仿海百合的颜色隐蔽自己
……潮和为拍摄的画面配上有趣的解说，让
观看者“脑洞大开”。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水下摄影师，首先得
成为一名海洋生物方面的专家。”潮和工作室
的案头有不少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我会在
下水前做功课，比如这个海域有哪些生物，它
们的习性是怎样的，如果在水下拍到了不认
识的，回来再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如今在潮
和眼中，许多海洋生物已是“老朋友”。

微距和广角是最常用的水下摄影视角。
“微距的拍摄对象一般是海兔、虾、蟹及小型
鱼类等，能呈现肉眼看不到的细节，而珊瑚成
林、鱼儿成群等大场景和鲸、鲨等大型生物，
则需用广角拍摄。”潮和说。

要拍出精彩的作品，需要技术，更需要耐
心和创意。在参加第五届阿尼洛国际现场水
下摄影大赛时，潮和看到了躲在海鞘里的黄
金虾虎鱼。他拍了几张虾虎鱼探出头的照
片，准备离去时，意外发现它“打了一个哈
欠”，好奇心瞬间被点燃。

为了抓拍一张“哈欠照”，潮和回到岸上换
气瓶重新下潜“蹲守”。通过观察，他发现虾虎
鱼“打哈欠”，其实是在进食水流中的浮游生
物。耐心等待约两小时后，潮和拍到了一张黄
金虾虎鱼张大嘴的特写，并取名为《呐喊》。这
张照片让评委们眼前一亮，获得了比赛微距组
第二名。“发现别人没发现的，记录平凡中的不
平凡，这就是生物拍摄的魅力。”潮和说。

相较于图片，在水下拍摄影视级的视频
难度更高，因为人和拍摄对象都会随着水流
持续漂动，稳定追踪需要一定的技巧。

虽然大海瞬息万变，但潮和认为这正是
水下摄影最吸引人的地方。“许多夜晚活动的
海洋生物并不惧怕人类，所以夜间拍摄会看
到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海底世界。”潮和告诉记
者，夜潜拍摄时他经常整个人沉浸其中，甚至
忘了周围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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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棘冠珊瑚上的豆丁海马，
仿佛一位害羞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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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的柳珊瑚仿佛
在向它的朋友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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