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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司空见惯的昆虫，对于
科学研究却有着重要价值。”王振华
说 ， 随 着 对 昆 虫 世 界 认 识 的 加
深，她更深刻地感受到观察、收集
昆虫的意义所在。这些年，王振华
拍摄的许多昆虫图片被收入《中国资
源昆虫图志》及其他著作；她制作的
昆虫标本成为高校课堂上的“活”教
具；她对黑缘红瓢虫冬季生活习性的
观察和记录，为相关生物防治研究提
供了第一手观测资料。

“当初参加 《中国资源昆虫图
志》 出版研讨时，面对满堂的专
家、教授，我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

育的农村妇女，慌得都不知该说些
什么。是专家、教授的鼓励，让我
放下担子，勇敢地表达自己对昆虫
世界的热爱。”王振华说。

我国昆虫资源产业化领域领军
人物刘玉升见证了王振华在昆虫观
察、采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刘玉升
说，王振华突破生活的边界，以摄影
艺术展现千姿百态的昆虫世界，是热
爱与追求的相互成就。

如今，王振华的果园时常迎来
教学实习的高校学子。她带领学生
行走在果园及周边的山野溪流，探
秘昆虫世界。“每年发生的虫害种类

不 一 ， 昆 虫 采 集 的 时 段 性 特 别
强，可谓转瞬即逝。”山东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张
卫光表示，王振华对昆虫进行全时
段观测和采集，为教学和实验提供
了翔实资料。张卫光说，王振华在
昆虫的鉴定、描述等方面有着很高
的水平，在昆虫养殖方面也有独特
的技巧，他们为此专门邀请她为高
校学生讲课。“高校在果园设立教学
科研实践育人基地，提供昆虫采集
的专业器具、材料等，并邀请我去
实验室参观交流，开阔了我的眼
界。”王振华说。

本报记者 郑凯

不是科班出身却拍出了一幅幅令人心动的昆虫照
片，没有专业背景却记录下一个个让专家赞叹的瞬间；靠
采集、观测、拍摄昆虫“出圈”，作品被收入“国字
号”著作，制作的标本成为高校教具并受邀为大学生
授课……终日忙碌于果园的岱岳区角峪镇纸房村村民
王振华，如今已成为连接田野与实验室的独特“桥梁”。

“三夏”时节，田野上处处是农
忙的身影。6 月 15 日，在岱岳区角
峪镇纸房村，57岁的王振华忙得脚
不沾地——摘完樱桃收大蒜，卖完
大蒜种玉米。一季接一季地种，一
茬接一茬地收……她的日子平淡且
充实。然而，无论多忙，日复一日
地观测、拍摄昆虫，成为她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就是我的‘昆虫王国’，虽
然面积不大，但很有活力。”王振华
面色黝黑，言语爽快。3000平方米

的果园里，除了几间住了几十年的
瓦房和一间用来制作标本的工作
室，其余都用来种树。“昆虫也和人
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王振
华说，与虫为友充实了她的精神生
活，让她收获了很多快乐。

王振华的果园看上去普普通
通，内里却大有乾坤。院子及工作
室的墙上悬挂着各式牌匾：科技
部、教育部、山东农业大学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综合服务示范基地，山
东农业大学昆虫摄影基地、教学科

研实践育人基地，《中国资源昆虫图
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摄影
基地……

“果园里种了 30 多种树，草本
植物更是数不清。”王振华说，观测
昆虫，首先要为它们营造一个宜居
的家园。得益于多年来精心打造的
绿色无污染环 境 ， 她 的 “ 昆 虫 王
国 ” 越 来 越 “ 热 闹 ”。 今 年 以
来，她已采集到数百种有价值的
昆虫，为高校提供了许多第一手
观察资料。

热爱生活的王振华时常拿着手
机拍照，并在网络上分享。“最开始
只是拍些花花草草，后来有网友点
评 ：‘ 花 朵 很 美 ， 但 缺 少 一 点 灵
性 。’ ” 王 振 华 说 ， 她 没 学 过 摄
影 ， 不 知 道 这 “ 灵 性 ” 从 何 而
来。网友热情分享拍摄心得：如果
有只蝴蝶或其他小昆虫，这画面
就“活”起来了。2019年，王振华
在网友的帮助下加入昆虫摄影网络

群，在群友的推荐下，她逐渐被山
东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高校
的专家教授所关注，开启了昆虫观
察“进阶”之路。

“从不认识昆虫到熟知昆虫，是
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王振华分享
着自己的经历。王振华说，她在园
子里观察昆虫，常常一坐几个小时
也不觉得累。采访中，看到枝头飞
来一只吉丁虫，王振华边观察边向

记 者 科 普 它 的 独 特 之 处 ：“ 吉 丁
虫因具有金属光泽，被昆虫爱好
者 称 为 ‘ 彩 虹 之 眼 ’。 你 看 ， 它
多么绚丽啊！”

昆虫的世界丰富多彩，鉴别昆
虫是个大难题。“原来我是翻书或上
网查找，效率低且不准确。”王振华
说，如今在高校专家“智囊团”的
指导下，她已经成了鉴别和采集昆
虫的行家里手。

王振华是个有心人，除了日
常的观察、拍摄和采集，她还坚
持书写网络日志，一方面是记录
昆 虫 精 彩 瞬 间 ， 留 下 美 好 回
忆 ； 另 一 方 面 是 记 录 观 测 过
程，便于后续研究。如今，2657
篇 日 志 收 获 了 超 1100 万 的 访 问
量 。“ 照 片 充 满 生 机 ， 我 超 喜

欢。”“真好奇摄影师是怎么抓拍到
这 一 幕 的 。”“ 每 一 幅 照 片 背
后，都蕴藏着摄影师对生活的理
解 与 热 爱 。” …… 评 论 区 里 ， 来
自网友的赞美真挚而热烈。

“大自然中没有绝对的害虫与益
虫之分，它们都是生态链的一部
分。”说起这些年从事昆虫观察的感

受，王振华说，虽然很多昆虫让
人 闻 之 色 变 ，但 每 个 物 种 都 有 其
特定的“使命”，她需要做的，就
是观察、记录下这些小生灵的一
个个瞬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
办一场昆虫摄影展，让更多人看到
这个多彩的世界。”已经拍摄了3万
多张昆虫照片的王振华说。

与虫为友 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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