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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砂石、雾霾、电池的漏液、蝴蝶的鳞片、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这些我们用肉眼无法观察到
的微观世界，你能想象它们在放大几十倍甚至百倍后，居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吗？砂石像宝石般通
透晶莹，蝴蝶的鳞片像花瓣一样绽放，就连电池的漏液也仿似一幅幅绚烂的名家画作……这些都是显
微摄影师张超透过显微镜看到的微距世界，原本不起眼，甚至肉眼都看不到的它们原来如此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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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一世界，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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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我们眼中，世界很大，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叶子就是一叶扁舟，一朵西兰花也可以是蚂蚁的一片森林，天空

中飘满的云朵是甜甜的棉花糖……但成年后的你却会如突然失忆般丢弃这些被称作是“幼稚”的想象。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在做着这样的事，难道不幼稚吗？

韩国“煮妇”Minnie用黏土和塑料管做了一个比手指还小的榨汁机，丢入橙肉，居然真能榨出一杯橙汁；

墨尔本摄影师Ben Thomas拍摄了一组移轴摄影作品，用移轴摄影法拍摄了巴黎、东京、柏林、悉尼等国际都市风

光，使这些城市看起来像模型玩具一般;

日本艺术家Tanaka Tatsuya建了一个微型日历网站，从2011年4月开始每天传一张微型小人偶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作

品，转换身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

Frederik Braun和Gerrit Braun两个德国兄弟在破仓库里，用锤子敲打出第一条铁轨的时候，并未想到，他们会花15

年去打造一个住了满满250000居民的小人国。他们带领着230个制作人员，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火车模型。15000千米铁

轨，930辆火车，14450节车厢，全部都是会动的。这个让人惊叹的1:87微型世界，引来了Google街景团队用迷你摄像机拍

下了整个小人国，微型世界版的街景地图就这么诞生了。这对狂热的德国兄弟表示，小人国还在不停地扩建，计划到2020

年，将会出现英国、法国、意大利、非洲……

而在我们身边，也看到了这样的他们。在放大数十倍的显微镜镜头下，张超将一样样微小的事物变成了艺术品，连雾

霾都是好看的模样；在巧手和巧思的完美合作中，西树用艺术创造了一个个“小人国”，还有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假如，让我当一天微型人，请用显微镜给我拍张照，记得要加美白加柔肤但拒绝“蛇精脸”；

假如，让我当一天微型人，我要去一次《山寺厨房》，捡起散乱的柴火烧一锅香喷喷的米饭……

“小人国”与“巨人国”泾渭分明，而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有一颗童稚的心，他们看到的美好、神奇、简单、灿烂、一花一

叶一云朵，都是一个童话，那些幻想和天真从未磨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以怜爱的眼光看稚

儿，稚儿以好奇的眼神打量你。

微小的世界，其实无限大。在既擅长星野摄影，又热爱显微摄影的张超看来，显微镜里的它们是我们身边的微尘，而

对宇宙来说，我们也是微尘。

放大几十倍的世界，还美吗？
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张超，是一名天文工作者。他的工作是用一台大型的望远镜

对着天上某个目标，一张一张地拍摄，一拍就是半年的时间。但他说，星星离我们太遥

远了，无论如何都够不着，离我稍微近一点就好了。于是，在工作之外，他把镜头从远至

光年之外的陨石和星空，转移到了近在身边但小到微米量级的雪花和雾霾。

张超着迷于晶体摄影、雪花摄影、微生物摄影等显微摄影，以星野摄影见长，也涉

足生态摄影、紫外摄影等门类。为了拍摄出具有冲击力以及美感的照片，也为了满足自

己的科学探索欲，张超闲暇时间都在户外奔波、拍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成为张

超眼中的艺术品，他扛着一台显微镜，看遍了尘世间最平凡却细腻美好的一切。

他一度对拍雪花非常狂热。但拍雪花是比较苦的差事，需要你学会在野外用一台

高倍显微镜，把相机接在显微镜上，放到户外充足冷冻。气温在零下十五摄氏度是雪

花最美的时候，还可以保证雪花不会化掉。所以，他必须得在特别冷的地方追雪花。为

了拍“鹅毛大雪”，他的车停在天山里五六个小时不能动弹；他在东北牡丹江的“雪

乡”顶着零下二十三摄氏度的气温作业，身上穿了两条秋裤，两条毛裤，两套秋衣，两

身毛衣，两身羽绒服，甚至在脸上贴了七个暖贴，都不管用。所幸拍到了他见过的最漂

亮、最大的一枚雪花，那还只是个分支，如果它是完整的话，直径将超过2厘米。

没有雪的时候，张超则喜欢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他从念研究生就开始接触

显微摄影，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但拍了这么久居然从来不会感到腻味。张超

说，因为显微摄影的题材非常广，反而曾经有些迷惘，“我到底要拍些什么东西？曾尝

试了很多很多可能，总结下来，实际上都是一些带有收集感的东西。比如说像雪、沙

子、种子等，都是有收集感的东西，后来就是去收集一些自然界中，我们平常可能经常

忽略掉，但实际上很美的东西，然后它还可以被我们所收集，后来就固定在这几个题

材上了。”

你真的知道沙子长什么样吗？
尤其是沙子，是除了雪花之外，张超的另一大心头好。看看张超用显微镜建构的一

个个沙子的世界，简直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见过沙子。因为很少有人想得到夏威夷海

滩与塞班岛海滩的沙子会有何不同？也没有人注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巴丹吉林沙

漠的沙子有何区别？在显微镜下，它们一目了然，还格外令人惊艳。

据张超介绍，塞班岛、台湾垦丁的海滩沙叫星星沙，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沙中有大

量有孔虫，夏威夷由于历史上的火山作用，显微摄影技术清晰地揭示了它们的成分：比

如各种热带海域软体动物的外壳残骸，比如与火山喷发有关的橄榄石与黑曜石。这些

不同来历的碎屑组合在一起，它们被海水打磨得形态各异，但多失去了棱角。而塞班岛

是一个由珊瑚礁构成的岛屿，细沙中的成分却不仅仅是珊瑚和针状的海绵骨骼，其中

数量更庞大的是一类如星星般的大沙粒，它们是古老的海洋生物——有孔虫。它们的

外骨骼呈星星状，上面还有一个个小孔，看起来很漂亮。因此，沙子看似不起眼，实则

可能蕴含着一个地区环境、气候、生物类群种种领域的信息。

不过，张超说，除了雪花是没法携带需要现场拍摄的，很多显微摄影基本都是非

实地拍摄。而且沙子样本的获得比想象中困难，像是张超比较喜欢的橄榄石类的沙

子，长得像宝石一样，比较罕见，它就属于保护资源，只能去跟收藏者交换。所幸，张超

有个朋友收集了大概三百多种沙子，“他一一地把他的收藏品给我看，于是我就又收到

了很多漂亮的沙子。”

Q：显微摄影算是科学摄影吗？
A：从概念上来说，科学摄影属于应用摄影。最早提出科学摄影概念是为

了做科学研究，做一些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但现在大众理解的科学摄影不是

这个，往往是我们用的是一些特殊的科学仪器，拍摄科学题材，然后展现一定

的科学内涵，主要是一些让人觉得比较美观的东西，这和一开始用于应用的科

学摄影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我现在拍的其实也是属于后者。

Q：为什么显微摄影拍出来的东西都这么好看？
A：显微摄影有时候展现的东西其实并不好看，但是我有办法拍得让你只

看得见它美的一面，这是显微摄影比较好玩的地方。

Q：在探索微小世界的过程中让你体会到了哪些乐趣？
A：在其中发现了三大乐趣。一是发现的乐趣，但发现有好有不好，不能变

成猎奇；二是收集的乐趣，很多人都喜欢收集，但平常收集东西很难，但是微观

层面上就会变得很简单。此外，用你们年轻人的话，就是找到了存在感，实现了

自己世界，它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空间，可以实现一个短暂的自我世界。

Q=生活周刊 A=张超

对话  Dialouge

来自新疆哈密的沙子，经过了长时间的打磨、风蚀、翻滚、互相磨，磨成了一种非常

小的颗粒，小到有点像花粉的地步；台湾产珊瑚，有些沙子里有很多小的红珊瑚，让海

滩变成了粉色；而福建沿海的一种沙，由海胆、珊瑚和一些软体动物的壳构造的。长得

很可口，像饼干一样；还有鸣沙山会叫的沙子，是张超见到过最小的沙子，像是一个个

小的和田玉一样……

“放大了三四十倍的沙子非常非常精彩，它们是几百个沙滩和几亿年时间的故

事。”张超迄今收集到最古老的沙子样本长得有点像某种膨化食品，据说4.5亿年前，它

还是珊瑚，看起来有一种英伦范儿、格子风，是珊瑚上的一些结构造成的，但是里面的

颜色是不同的石英的结晶累积形成的。

因为工作和生活等各种因素，其实张超其实已经将显微摄影搁置了一段时间，时

常看到别人晒图也会心痒痒。他说，自己还没拍过矿石，虽然和沙子领域类似，但拍矿

石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差得很远，等顺利“出关”后就准备去探索矿石的世界。

假如，
当一天

微型人

电池漏液

浑善达克 海胆沙
水晶滩

彩色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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