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淇河晨报

07

从小就爱鸟

冯豫山，39 岁， 现在我市某企业工作，

爱鸟如命。 用他的话说，闲暇的时间他全都

给了鸟。

6 月 1 日，冯豫山将拍摄的照片展示给

记者看，不同品种的鸟，他都仔细地保存在

不同的文件夹。 照片中的小鸟个个活灵活

现，有正在捕鱼的，有育雏的，甚至有两只

黑水鸡正在打架，真是千姿百态。 冯豫山告

诉记者，他之前只是看鸟，后来就买了专业

照相机拍鸟，如今拍鸟已经有两年多了。

说他爱鸟如命一点儿都不为过。 39 岁

的他，从小就喜欢鸟，“小时候，我家有个军

用望远镜，跟小伙伴出去玩，我就拿出来看

树上的鸟。 ”从那时，他就养成了看鸟的习

惯。

工作后，他依然保持着对鸟儿的喜爱，

几乎一有空他就拿着望远镜，到山上、河边

看鸟。 两年前买了相机，他便开始了拍鸟之

路。“我拍鸟，是因为我爱鸟。我拍鸟只是为

了记录，也希望通过拍鸟，让更多的人看到

美丽的鸟，希望更多的人爱护这些鸟。 ”冯

豫山说。

可听声辨鸟

谈起鸟，冯豫山如数家珍，他上小学的

时候就买了很多关于鸟类的书， 现在还收

藏着。 后来有了网络，让他汲取了更多关于

鸟的知识，如果拍摄到了不认识的鸟，他就

会上网查询该鸟的资料， 如今他看一眼就

知道鸟的品种和习性。 他也是众多论坛的

常客，与网上的专业动物摄影师交流经验。

从小爱看鸟的习惯， 让他对鸟类有着

特殊的了解，成年累月在淇河附近看鸟，这

附近又多了什么鸟；季节到了，那地方会来

什么鸟，他都清楚。 几乎听到鸟叫声便能知

道附近有什么鸟。

淇河边两年拍到 110 种鸟

随着近年来淇河湿地环境不断改善，

淇河附近出现的鸟类越来越多。 据林业部

门提供的资料记载， 目前在我市淇河两岸

的鸟类已达到 17目 39科 156种。冯豫山经

过多年观察和两年的拍摄，竟拍摄到 110 种

鸟类。

“我发现这几年淇河的鸟类越来越多

了，以前去淇河边没看到的好多品种，最近

都看到了。 ”冯豫山说。

冯豫山拍摄的这 110 种鸟类，其中 102

种比较清晰，“有几种刚发现没多久， 见得

次数少，再加上相机不是太好，拍得不太清

楚。 ”冯豫山摸着手中心爱的相机说。

“黑鹳，是世界濒危珍禽，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是鸟中的大熊猫！ 咱们淇河

边就有，听说全球仅 3000只！有一次我在拍

别的鸟，从我身边一下飞起了一只黑鹳，可

惜我相机镜头反应慢，没有拍下来。 ”冯豫

山说，这件事成了他心中的遗憾，后来他多

次在淇河附近寻找黑鹳，但一直都没有拍摄

出清晰、满意的照片。

为拍鸟淇河边“潜伏”

一到周末， 冯豫山便身着深色衣服，背

着照相机，拿着帐篷，自备干粮，起早贪黑风

尘仆仆穿梭于淇河边，拍鸟是他唯一的业余

爱好，为了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在淇河边

待一天是常有的事。

要拍好一张鸟的照片很不容易，因为鸟

儿很少处于静态，没法摆拍，不熟悉它们的

生活习性，是很难拍到的。 拍鸟除了要对鸟

类有着特殊的爱好，还得有超出一般人的耐

心。“拍鸟时可能会蹲守一天，拍一整天或许

只能拍到一两张满意的照片，有时候蹲守一

两个小时一只鸟都不过来，这都是常事。”冯

豫山说。

“拍鸟，越近越好，比如这张金翅雀，当

时我和它只有 5米左右的距离，拍出来又清

晰又好看，羽毛每一根都看得清！ 我穿暗绿

色的衣服就是为了潜伏在树丛中，不让小鸟

发觉。 ”冯豫山说。

有一次，他为了拍水里的野鸭，在河滩

的烂泥滩中趴了老半天， 衣服都湿透了，但

他丝毫不在乎，爬起来，擦擦身上的泥跟没

事人一样，接着拍。

在分享中享受拍鸟的乐趣

冯豫山每次拍完照片后，回到家第一件

事就是整理图片，挑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

发到“娱乐新鹤壁”、“中关村在线” 等论坛

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网友乐言对

于他拍摄的照片留言说：“执着的坚持，羡

慕、努力！”冯豫山说，看到网友的鼓励，他拍

鸟更有动力了。

偶尔遇见不熟悉的鸟，他会将照片发到

拍鸟爱好者的 QQ 群里， 让网友们帮他鉴

定。 他还时不时看看外地名家拍摄的照片，

从中学习拍摄技巧。

不断充实自己的“百鸟集”

这两个月，冯豫山一直在淇河附近寻找

黑鹳，虽然蹲守过多次，他也见到了好几次，

但均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有时候拍一天，

收获很少，感觉身心疲惫，想着下次就不来

了，可下一次又忍不住不来。 偶尔能拍到很

喜欢的图片或者见到一些罕见的鸟，能高兴

好久。”冯豫山沉浸在自己爱鸟的世界里，从

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冯豫山说，接下来，他还会去寻找黑鹳

和几种没有拍摄清晰的鸟，不断充实自己的

“百鸟集”。

冯豫山把他对鸟类的情感融入一张张

照片中， 让人们感受到鸟儿的美丽和可爱。

那一幅幅画面，是用多少天的“潜伏”才换来

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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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是人类的朋友，如同凡间的精灵。 但赏鸟容易，拍鸟

难，敏感的小鸟可不会老老实实地等你来拍。 视鸟如命的摄

影爱好者冯豫山，为了拍鸟，常常在淇河边和附近乡村玩“潜

伏”。 两年多来，他拍摄了一百余种鸟，打造了“淇河百鸟图”。

爱鸟拍客两年拍出

“淇河百鸟图”

□晨报记者 苗苗

淇河拍鸟达人冯豫山。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骨顶鸡

栖于水边植

被茂密处，在我

市较为常见。

红嘴山鸦

留 鸟 ，

筑巢于峭壁

孔 隙 中 ，

较为常见。

乌鸦

雀形目

鸦科数种黑

色鸟类的俗

称， 大多为

留鸟。

白顶溪鸲（qú）

栖息于清

澈的溪流边，较

为罕见。

斑鸫

觅食昆

虫及果实，四

季均可见到。

扇尾沙锥

栖于沼泽地

带及稻田， 通常

隐蔽在高大的芦

苇草丛中。

黑翅长脚鹬（yù）

喜欢成群结

队，浅水而居。

牛背鹭

捕食家畜

从草地上惊起

的昆虫， 在我

市较为罕见。

灰背鸫（dōng）

在林地的腐叶

间跳动觅食昆虫，

较为罕见。

红胁蓝尾鸲

夏候鸟，喜

欢在茂密幽

暗的林下觅

食昆虫，夏季

较为常见。

秧鸡

栖于水边

植被茂密处，我

市罕见。

阿穆尔隼

食 肉 猛 禽 ，

捕食小型鸟类及

大型昆虫，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黑卷尾

筑巢于

高大乔木上、

育雏期有保

护巢区行为，

会攻击、驱逐

靠近巢区的

人或其他动

物，夏季来此

繁殖，较为常

见，冬季迁往

南方越冬。

白胸苦恶鸟

栖 于 水

边植被茂密

处， 我市罕

见。

赤麻鸭

冬季在我市越冬， 较为常见。

夏季飞往北方繁殖。

（4、5、6、7版资料整理：邓少华、冯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