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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的时候，刘屹靖从一
本《风力歌》中开始对气象产生
兴趣。当其他小朋友还沉迷于
动画片时，他却日复一日地看
着天气预报。十几岁开始，每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就拿
着像素并不高的手机冲到窗
前，拍下狂风暴雨的场景，直到
风雨结束。

进入中学以后，他就开始
自学大气科学方面的知识，并
且加入了好几个气象爱好者
群，经常就生活中的气象现象
进行交流。

在那时，他就已经热衷于
在社交平台上做气象科普。“比
如说南昌来了强冷空气，狂风
大作，我就会下意识地拍下来，
然后直接写一篇1000字的科
普文章发出去。”提到做科普的
经历，刘屹靖就有一种发自内
心的兴奋。

尽管高考前的一场肠胃疾
病让他未能进入理想中的气象

专业，但他的热爱并没有分毫
减退，反而是在摄影和气象之
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交叉点。

在刘屹靖看来，他拍风暴
是追寻儿时对雷雨的初心，而
如今将这份工作与科普相结
合，则是延续了高中时期对科
普的初心。

在不去“追风”的时候，刘
屹靖总是待在家里处理图像、
制作视频。抖音上一条几十秒
的视频，往往需要一周时间制
作，他所追求的优质科普视频，
不是单一价值观的输出，而是
结合极致影像、气象热点和
Vlog的多元化表达。短视频
让复杂的气象知识变得亲近而
易懂，使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科
学的魅力，进而认识到，在这个
星球上，了解和尊重自然力量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大众的回应，也让刘屹靖
更加坚定了做科普的信心。
2021年5月，他分享了福建漳

州一片青蓝色雷雨云的视频，
并提醒大家这预示着冰雹即将
到来。有一位网友回复“天青
色等冰雹？”这让刘屹靖印象很
深，这说明大家理解了这种现
象，还能如此形象地概括出来，
让他感到很欣慰。“能让更多的
人参与进来，唤醒大家的意识，
了解到极端天气离我们并不
远，就是我做科普的意义。”刘
屹靖说。

刘屹靖的人生轨迹，犹如
他所追逐的风暴，充满了不确
定性。无论是挫折的低谷还
是成就的巅峰，他的脚步从未
停歇。他以一颗热忱的心，感
染和激励着周围的每一个灵
魂。对于未来，刘屹靖不做预
设，只愿意将每一刻作为生命
中的永恒，致力于他一生的追
求——在风暴面前按下快门。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追
逐的过程才是人生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
20202020年年55月月55日日，，南昌上空的风暴雨幕南昌上空的风暴雨幕。。

20202020年年88月月99日日，，刘屹靖碰见牧民时拍下的风暴刘屹靖碰见牧民时拍下的风暴。。

在风暴面前按下快门
“00后”摄影师刘屹靖用抖音视频科普气象知识

追逐风暴，就是与时
空竞赛。

每次出发之前，刘屹
靖会事先查好气象预报
资料，预估风暴可能形成
的区域，到了当天再根据
实时的资料规划路线，去
跟风暴“碰头”。

“追风暴是一件非常
紧迫的事情。从看清风
暴到暴雨大风冰雹怼脸
上，可能两分钟不到。路
上的任何一个失误，可能
就是今天的空手而归。”
刘屹靖说，一些几十秒的
延时摄影作品，都是七八
个小时艰辛奔波换来的。

可他喜欢拍风暴，就
是因为风暴的不确定
性。“世界上没有两团风
暴是完全一样的。每一
次追逐，每一次拍摄，每
一次观测，可能都是独一
无二的。这就是自然的
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一
种特殊价值。”

上初中时，刘屹靖通
过网络，看到了国外一些
风暴摄影师拍摄的作品，
那时的他产生过一个想
法：如果能在中国亲眼见
到或者拍摄这样的风暴
会是什么感觉？虽然龙
卷风在中国发生概率相
对较低，但这个想法激励
他不断探索。

2020年 5月，自学1
年摄影的刘屹靖，在江西
南昌拍摄到了一场“多单
体”雷暴。这一刻他意识
到，在国内追逐风暴，并
非遥不可及。

从那以后，刘屹靖开
启了他的风暴摄影之路，
后来成为了中国首位职
业风暴摄影师。在过去
的4年时间里，他跨越近
8万公里路程，拍摄过数
百团风暴，在抖音上拥有
19.4万粉丝。

在置顶视频中，有一
条他风暴追逐与摄影历
程的精彩集锦，获得了
14.5万点赞。3分钟的影
像，将奔涌向前的弧状积
雨云、极具压迫感的乳状
云、时隐时现的蓝色“冰
雹核心”等等奇幻景象串
联成一部惊醒动魄的自
然史诗……尽管隔着屏
幕，人们也依旧能感受到
刘屹靖所说的“太震撼
了，太震撼了”。

2021 年 8 月 22 日，
刘屹靖在内蒙古通辽市
拍下了一幅国内迄今最
完整、典型“超级单体”
风暴影像，被业内誉为
国内中尺度气象学“里
程碑级”的风暴摄影作
品，并登上了 SCI 期刊
《大气科学进展》的专刊
封面。

作为抖音上最会“跟
风”的摄影师，刘屹靖曾
直面过酷似外星母舰的
超级单体雷暴，亲临下击
暴流“发威”现场，还经历
过1秒钟十几条“云砧爬
行者”闪电从头顶划过的
魔幻景观。对他而言，用
镜头捕捉自然界那些极
端而震撼的美，就是梦
想照进了现实。

世界上没有
两团完全一样的风暴

刘屹靖对自己这份工作
的认识，在2020年8月的一天
发生了转变。

那是他第三次去内蒙古
拍摄风暴。在乌兰察布的旷
野，刘屹靖正沉醉于一片迅速

“炸开”的风暴云团。
正在这时，有一位牧民走

了过来，听说刘屹靖在拍风
暴，立刻脸色大变，甚至带着
一丝哭腔说，“你们这些摄影
师就应该过来多拍一下我
们！你知道今天下午的风暴
有多严重吗？种了一年的庄
稼原本都可以收了，结果全被
冰雹打坏了！还有我的三轮
车，挡风玻璃都被打烂了。”

那是刘屹靖第一次真正
感受到风暴受灾者的现实状
态和心情，他一时不知该怎么
回答。这段话一直在他心头
萦绕，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对
于自然极端之美的追求。

极致的风光下，其实是一
场场灾害性的天气。刘屹靖
认识到，身为了解气象的人，

不仅要分享风暴景观本身，更
应该把它与科普知识结合起
来，帮助人们理解并防范极端
天气。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
作品承载更多的意义。

“从这期视频开始，我将
和大家聊聊天气分析以及气
象科普方面的内容。”这是刘
屹靖发布的第一条“四方说气
象”科普视频，他坐在镜头前
详细地讲解了南方高温的原
因。在后来的作品里，他又结
合山西暴雨、美国龙卷风等气
象热点进行科普，辟谣“雷雨
天打手机会被雷击”“地震云”
的存在。

早期，刘屹靖发布的作品
只是纯粹的风暴大片，用他的
话来讲就是“观众看得一阵兴
奋，看多了就觉得很空洞、乏
味。”后来，他在影像作品中加
入文字注解，分析风暴的结构
和征兆，科普风暴可能带来的
极端天气，让每一个人都能看
懂这些风云变幻背后的奥秘。

现在，刘屹靖不只拍风

暴，也将镜头对准风暴下的村
庄。在2023年 10月31日发
布的视频中，他首先展示了一
朵宛若棉花糖的蓬松积雨云，
随后，视频转向了他深入积雨
云下方调查后揭示的情景
——一个被冰雹袭击的村
落。这样鲜明的反差，使气象
科普的呈现更为立体和生动。

今年4月30日，央视新闻
对刘屹靖进行了专题报道，不
仅肯定了他作为摄影师追捕
自然奇观的艺术成就，更强调
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
怀。白岩松也曾评价刘屹靖
为“互联网时代特别需要的老
师”。

刘屹靖希望自己的努力
能为防灾减灾事业贡献一分
力量，唤起公众对气象现象背
后深层含义的思考。“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希望风
暴只出现在没人的大草原，或
者是戈壁滩，一旦这些风暴来
到人类的家园，就是不折不扣
的灾难。”

2020年8月1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团弧
状云如天际巨墙向刘屹靖逼近，云墙之下，狂风呼啸，暴雨
倾盆。但是刘屹靖没有撤离。为了拍下这个风暴完整变
化的画面，他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

然而，风暴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判，刹那间“阵风锋”
吹出的10级大风呼啸而至，扬起几十米高的沙尘，相机在
一瞬间被狂风掀翻，他只能紧紧抓住越野车的车架，整个
人被风吹得几乎双脚离地。在驱车逃离的路上，刘屹靖又
遇到了下击暴流，冰雹混着雨水砸落在车身上……

这是刘屹靖第一次感受到自然的威慑力，而最终拍摄
到的弧状云影像却坚定了他做“风暴摄影师”的信心。

不应只拍风暴，更应拍风暴下的人

风暴是初心，科普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