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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尼泊尔

□晚报记者 赵  静 柯  凡
           王晓飞        

在加德满都璀璨的阳光下，
尼泊尔迎来了普通的一天，但对
于中尼文化交流史来说，今年 1
月 22 日则算得上一个崭新篇
章。

这 一 天 ，“ 飞 越 喜 马 拉 雅
——尼泊尔/山东（滨州）文化
周” 拉开帷幕，伴随着温暖的点
灯仪式与绚烂的剪彩，中国驻尼
泊尔大使馆经商参赞谢宇，与尼
泊尔国家旅游局首席执行官雷
格米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而促成这一时刻的人，名叫
苏学。

这次，来自他家乡中国山东
滨州的 35 名摄影师，以其独特
的视角和镜头语言，成为了连接
两国友谊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苏学，有着 30 多年的摄影
经历，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将
镜头聚焦在与我国一山之隔的
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

苏学的摄影作品，向世界展
示了尼泊尔的民俗、民风，展示
了尼泊尔秀美的自然风光，促进
尼泊尔旅游业的发展。他本人
也被授予尼泊尔“友好使者”称
号。可无限次免费前往，费用由
当地政府承担，他是首位获此荣
誉的外国人。但是这么多年来，
苏学仍坚持自费前往尼泊尔，从
未享用过这项“特权”。

苏学的头衔很多，中国十佳
数码摄影师，亚朵集团首席摄影
师，滨州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尼
泊尔国家旅游局荣誉公关代表，
中尼友好论坛副主席，中尼媒体
协会副主席……

但他自己却说：“其实我就
是一个喜欢旅行的玩家。”

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旅行者，
把照片看做旅行的“副产品”，以
至于到现在也没搞懂，自己是什
么时候变成了职业摄影师的。

其实，不是苏学遇见了尼泊
尔，而是这座雪山佛国洗涤了他

的内心。
2008 年 3 月，正处于人生低

谷的苏学，遭遇了生意上的挫
败，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他和
友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尼泊尔的
飞机。

初到尼泊尔，那里独特的自
然风光、淳朴的民风，如同一股
清泉，瞬间洗涤了他心中的尘
埃。自始至终，他手中的相机就
没有放下过，这里的一切让他意
犹未尽。

次年，他像着了魔一般，又
独自踏上了这个神秘而迷人的
国度。

日子在镜头前流过，这一拍
就是 16 年，也打开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尼泊尔大使馆要找一位展馆专
职摄影师，他们想到了苏学，他
与尼泊尔官方合作的正式开始。

在苏学看来，每一个出国的
人，都是一张行走的中国名片。
作为摄影师，他们应该通过自己
的作品来传递中国文化，让世界
更加了解中国。

正如金像奖获得者朱运宽
老师对他的评价：“中国有那么
多摄影师，如果每一个摄影师都
能像苏学一样，用心去拍摄周边
邻国，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
以更加生动、多元的方式展现在
世界面前。”这句话不仅是对他
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摄影师的期
望和鼓励。

苏 学 共 去 过 尼 泊 尔 30 多
次。起初，他也拍出过不少“漂
亮”的照片，并为尼泊尔大使馆
主办的摄影展，精选了 60 幅作
品，但当他将这些作品，拿给时
任驻华大使卡尔基先生审阅时，
得到的反馈却是——照片很漂
亮，里面的人物也很生动，但没
有抓住尼泊尔的“灵魂”。

 “灵魂”？
他愣在了原地……为了拍

出能展示尼泊尔和尼泊尔人民
独特神韵的作品，苏学通过各种

途径走近尼泊尔人民的生活，他
一头扎进泥泊尔的风土人情之
中，阅读大量关于尼泊尔的书
籍，还与当地学者展开交流。

中国人的基因里自带着“勤
奋”“专注”的特质。几年的时
间，苏学硬是靠着一些简单的词
汇和问候语，打通了障碍，摸到
了和当地人相处的“门道”——
他在拍摄时，为了完全融入尼泊
尔的生活，通常会穿着当地老百
姓的服装，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
一个游客，这样也消除了他们的
抵触情绪和距离感。

在这期间，他也结交了很多
有趣的当地朋友，甚至经常会去
他们家做客。这也让他的拍摄
工作更加顺利，终于拍出了有灵
魂的作品。

苏学认为好的摄影作品要
有稀缺性，这来自于拍摄对象的
深度和广度。

比如，一般摄影师是没法进
入当地圣地活女神神庙，近距离
地拍摄活女神生活、学习以及宗
教活动的。但得到认可的苏学，
能够一周内三次在那里近距离
创作。

在昏暗的空间里，酥油灯摇
曳，微光透窗，一切都很神秘。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尽力捕捉
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光影，试图
定格神圣与美丽。

当第二次进入宗教仪式现
场，他小心翼翼地侧卧在祭司身
后，尽力避免打扰到他们的交
流。长时间的拍摄让他双腿麻
木，但活女神却始终保持着那份
安静与端庄，她所展现出的气质
与定力，让人心生敬佩。

与拍摄活女神相比，拍摄苦
行僧时则简单的多，仅需支付小
费即可。

有时为了融入当地人的生
活。他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喝过一口他们的奶茶，代价是拉
了三天肚子。过后，每聊到此
事，苏学总会大笑当时的窘态。

对于苏学而言，2015 年 8.1
级大地震是最特殊的。

这次灾难中，尼泊尔死伤人
数至少超过 2.3 万，众多文化古
迹损毁严重。三天后，苏学带着
朋友们筹集的几十万善款和物
资，赶赴了加德满都市，同时将
之前拍摄的尼泊尔作品全部无
偿捐献给当地政府。这为之后
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大量图片资
料支持。

人生是一种修行，摄影则独
有其道，在这个过程中，会遇见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收获不同
的感受和经历，在光影中寻找自
己。此时的苏学，就兼具了东亚
和南亚两种文化的烙印。

所以，苏学之于尼泊尔，是
那个用一己之力带动当地旅游
业的人；而尼泊尔之于苏学，则
是改变他摄影甚至人生轨迹的
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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