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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好几年没见到王建男，直至见到这本书的清样，才知道，他又干了一件“极端”的事。
    王建男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另类”——年轻时，当了几年摄影记者后被文字“招安”，变
成了哈尔滨日报的评论员，直至后来成了中国报业改革的著名领军人物之一。
    “爬格子”的王建男和当社长的王建男依旧不断在全国摄影展览和摄影大赛中获奖。
1996年，他在美国纽约世贸大厦举办了“王建男眼中的美国”摄影展。
为此，我曾代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向他颁发了“第一位在美国举办个人摄影展览的中国新闻摄影家”
证书。
    十多年前，正值事业巅峰之际，王建男却做出了一系列“极端”的动作：先是激流勇退，辞去官职
加盟了民营企业；后来又“换个活法”，跨洋过海到加拿大发展；再后来，居然恋上了北极，七年间
去了十六次、走了八个国家的近百个聚落和生态区。
据他说，今后还要继续在北极地区“环”下去⋯⋯    这些“极端”行动的背后是特立独行的思维与视
角。
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纷纷聚焦北极的风光和动物时，王建男的眼睛却盯住了北极的人文与生态。
他的作品开启了一扇全面观察北极人文生态的视窗，这是独树一帜的贡献。
    本书的几百幅照片与几十篇文章，只是王建男大量北极照片与考察札记的一次有限发布，但其体现
出的独到襁角与糟彩恩辨已足以令人耳目一新：——他从北极社会形态的变迁中，看到了遥距5000年
的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与纠结，于是，物质的优化变得不再诱人，他更关注的是原住民的自尊与自立： 
——他对北极气候变化的独到见解，丝毫不会影响到他的“暖北极，冷观察”。
于是，不可思议的热与难以承受的冷，都成为他不偏不倚的客观记录；    ——在他眼中，北极熊是“
岩熊”，北极资源争夺战是“新淘金时代”：    ——他既能从5000米高空捕捉到驯鹿大迁徙，也能透
过近摄镜头破译“苔原密码”⋯⋯    王建男把自己的行动定位为“环北极生态摄影考察”，把自己的
摄影模式称为纪录摄影，把自己网站取名为“真北极影象”。
我理解，他这一系列“宣言”的寓意，就是一个大写的“真”。
尽管真实的影象或许会平淡无奇，难以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与审美取向，但他却乐此不疲。
王建男对我说，他要在北极发生彻底改变前，用相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北极，并以此来为21世纪初叶
的北极撰写一部摄影版的人文生态“白皮书”。
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纪实摄影家赋予自己的严肃使命。
    过去七年的北极之旅，王建男始终使用大众型的轻便摄影器材，始终坚持搭乘老百姓的交通工具—
—用最容易复制的模式去完成最难以复制的使命，这样的“极端行动”不得不让人敬佩。
    愿王建男的“白皮书”继续写下去，写得更真、更深、更长远，带给我们更多北极的新知与感动，
留给后人更多北极的真相与思辨⋯⋯    胡颖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华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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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纬66度》内容介绍：北极的生命，值得敬畏，实须仰视。
因为，那是非凡的生命——
    四千多年前，最后一批从亚洲跨过白令海峡的族群，在往美洲腹地跋涉的途中，遭遇了印第安人的
围追堵截，而被迫退进风雪交加的北极。
此后，吃生肉、穿兽皮、住雪屋⋯⋯他们在酷寒荒芜的环境中奇迹般生存下来。
为了捍卫尊严，这个被印第安人蔑称为“爱斯基摩”(吃小肉的人)的族群为自己取了响亮的名字：因
纽特(真正的人)！

    19世纪前，来自欧洲的航海探险家在数百年间前赴后继地驶进北极，虽九死一生却百折不回，因为
他们希望亲手敞开北极的神秘之门。
上个世纪初，当20万淘金人大半沦为冻殍、幸存者也多数一无所获时，却有上万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北
极，因为白色冰雪中有他们的金色梦想。

    几十万年来，小小燕鸥往北极南极之间往返7万公里，年复一年，只为追逐个落的太阳。
几百万年来，朵朵无名小花，在暂短的北极夏天顽强地钻出冻土，只求几日美丽的绽放。

    土著、移民、探险家，动物、植物、微生物——在这极寒世界里，北极的人类与其它生命共同铸造
了一种生态，那就是：坚忍、自尊、挑战极限。

    《北纬66度》的作者是王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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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0年出生于哈尔滨。
学过版画，当过搬运工、农民、中学教师。
    1976年进入哈尔滨日报社，摄影记者、评论编辑，直至总编辑、社长——“冰城”哈尔滨的独特文
化，为他后来的北极情结奠定了基础。
    2001年辞官加入民企。
先后任北京山松生物技术公司总裁、华夏时报社社长、加拿大华人电视台董事长——在加拿大的工作
经历，为他进入北极创造了机会。
    第一位登上联合国总部大厦讲坛的中国报人(1999年，演讲题目《中国报业改革与哈尔滨日报的集团
化发展》)。
    第一位在美国举办个人影展的中国新闻摄影家(1996年，纽约世贸大厦《王建男眼中的美国》摄影
展)。
    中国摄影家协会资深会员。
曾任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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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极端行动北冰洋，终点与起点雪路惊魂北极圈上的浪漫一叶捕鲸的传说捕鲸再传说逐鹿雪原约会北极
光目击泰坦尼克杀手涅涅茨情结拉普兰大巴之旅围猎麝香牛在地球之巅戴棒球帽的酋长阿帽提灵性堆
石没有鱼竿的钓鱼船马图斯的牧场独户渔村鄂温克的寒都小花与灯塔冷战弃城格陵兰熏鱼贝克狗屋极
地“特区”海角之恋“汽油桶”里的大学疾驰的驯鹿暖北极冷观察撤退的冰川苔原密码冰熊？
岩熊！
“温带”北极“冷权”之战极点亲王新淘金时代淘金往事“软黄金”海湾楚迪“圈地”多舛的西北航
道油涌阿拉斯加“金手铐”聚落探秘LKAB“斯大林青年”中国风文明纠结录窗口内外隐退的萨满冰
雪十字架因纽特“大搬迁”火柴盒效应“共产主义”部落软禁的母语诗意的“暴动”最后鹿群的守望
者萨米人的议会我是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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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是1901年。
    70午后，当这条史上地质状况最险恶的永冻层公路建成通车时，名字就叫丹普斯特公路，以纪念那
位年轻的骑警。
    这个地区山峦平缓，坡度一般不超过30度。
因此，尽管地质状况险恶，但丹普斯待公路的多数路段地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险峻。
只要没有太雪，在这个几小时都见不到一辆车的公路上驾车，更多的感受是孤立无援的压抑，而不是
惊心动魄的紧张。
    阴云低垂，层层叠叠的低矮山丘笼罩着千篇一律的灰色。
不知为什么，这种天气中连白雪都显得灰蒙蒙的。
公路两侧，除了起伏的山脉、破碎的冰碛和疏密无序的泰加森林，很难看到其他的景观。
问或闪过～丛丛暗红色的灌木，或是迎面飘下断断续续雪花，才会感到这个世界还存在一点动感。
      苍凉与压抑成了这条公路的基调。
不过，想想那位风雪中跋涉的骑警，眼前恒定的灰色顿时也有了神韵。
  于是，继续开开停停照照，去品昧、去纪录这历尽沧桑的北极地貌之美。
下午，雪大了起来。
我更加小心翼翼地驾着车。
三点半，到达鹰原旅馆(Eagle plan Hotel)。
369公里，开了六个多小时。
    鹰原旅馆是丹普斯特公路上唯一的旅馆和汽车服务区，也是方圆600公里的唯一人居点，如果继续前
行不住在这里，当夜只能露宿雪野。
    尽管客源不多，育空政府还是在这无人区里建了一座孤零零的公益型旅馆。
当夜，我们是这家旅馆唯一的住窖。
    夜里，又下了10厘米的雪。
第二天晨起，继续下。
加满一箱油，向40公里外的北极圈进发！
    陡立的雪路急速下坡，驶过鹰河(Eagle River)铁桥不久，抵达育空领地政府设立的北极圈标识牌。
    此时是10月27日十一点。
    用力推开几乎被雪霜封冻的车门，双脚踩在北极圈上，顿时涌上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
    向北望，白茫茫；向南望，空荡荡一此时此刻，几百公里方圆内只有我们两个孤零零的身影。
    没有喝彩，没有观众，更没有人为我们颁发证书。
只有相机上滴滴作响的自拍声是我们的D小调第九交响乐。
    两个傻家伙像孩子一样振臂欢呼，我们自己为自己喝彩！
    返回鹰原旅馆，才发现粮草出现了危机。
    原计划在这里补充食物。
没想到，鹰原旅馆没有食品超市。
民以食为天，不敢继续恋战。
第二天，天不亮，从鹰原早早返程。
    山区的天，孩子的脸。
回程的路上，又下雪了。
    厚厚的雪上仅有一条模糊的车辙，似乎是夜里经过的车。
我们显然是今天丹普斯特公路的第一辆车。
几天的降雪已经把路基和山坡连为一体。
车灯打过去，惨白一片，不知道哪里是路面，哪里是路边的排水沟。
    经验告诉我，这种路况，开俺这种车，只有坚持在路中问慢速行驶，才是上策。
    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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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行车一个半小时后，在318公里的转弯处，汽车还是莫名其妙地滑入左侧路边的沟中。
    那排水沟并不深，半米左右。
以我20年驾驶经验完全可以开出来。
于是，打着火，慢慢加油。
车向前涌动了一下，随后就原地不动，车轮打滑。
我这才发现，这辆车不仅底盘低，而且是前轮驱动的车子。
幸亏随身带把折叠式铁铲，老婆和我一起忙活。
挖雪，试开，再挖雪，再试开⋯⋯不知反复折腾了多少次，50分钟后，总算把车开到了路基上。
满身大汗的我抬头一看，老婆大人已是满脸污渍。
    有点不好意思。
    老婆不仅没有牢骚，甚至连当初租车时她的先见之明也只字不提。
她坐上车，擦擦脸，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为我打开cD里的评书《三国演义》，我们继续前进。
    说实在的，在北极驾车陷进雪里，这并不是第一次。
此前有三次在加拿大西北领地首府黄刀(Yellowrknlre)，一次在阿拉斯加原油加工基地尼基斯基(Nikiski)
。
好在都离人居点不远，总能找到好心人帮忙，或人推，或车拉，很快便脱离困境。
    那几次，我们租的车也都是经济型轿车。
每次都只是虚惊一场，似乎，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运气。
    但这次显然不比以往。
后怕，往往需要时问的沉淀。
    那目，雪中的丹普斯特公路车迹罕见。
除了刚上路时曾遇到一辆车外，我们向南开两百多公里，都没有见到车的影子。
直到下午两点停下吃饭，才见到一辆养路车撒着防滑沙粒由南向北驶去，但不知是否会开到318公里处
。
    多亏老婆在出发前忍痛甩出几件换洗衣服，带了那把折叠铲。
否则，我们陷在路边，最好的结果是下午四点左右遇到这辆养路车，最差的结果就是，一辆车也见不
到——我们成了冻殍！
    写到这里，不寒而栗：万幸！
万幸啊！
    下午三点过后，云开日出，公路东侧的皮里河畔(Peel River)亮丽起来。
我们因后怕而郁闷的心情总算放松一些。
    安全离开丹普斯特公路，我们按计划前往淘金小镇道森(关于道森的故事请见《淘金往事》)，10
月31日返程回白马。
    回程，应验了“祸不单行”的古训。
那日，克朗代克公路突降大雪。
    来时干净的路面，此时也变得和丹普斯特公路一样，淘满壕平。
开车时迎着弥漫的风雪，根本看不清路界，无人敢靠边行驶。
惊魂未定的我更是不敢造次，慢之又慢，只求平安。
    可这世上的事，许多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下午四点左右，一辆超长的货柜车追上我们，尾随几分钟后，他做了几欢准备超车的动作，我只好
连续减速，以近乎10公里的速度尽量靠右，为他让路。
    没想到，看似凶猛的货柜车司机也怕掉到左侧的沟里，竟不顾一切地靠右强行超车。
    霎时间，铺天盖地的货柜车紧贴裁的左肩黑压压地呼啸而过。
随后，耳边“卡嚓、卡嚓”一连几声巨响！
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立即踩住刹车，停了下来。
    掐掐自己，还有痛感。
看看老婆，还在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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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们俩都活着！
    原来巨响来自左侧的后视镜被刮掉。
同时，左后侧的钣金也有两处被挤瘪了。
    货柜车在前面停了下来。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家伙跳下车，走过来看看我们的车，毫无歉意地说：“卡尔麦克斯。
请警察处理吧。
”    此处到卡尔麦克斯至少还有一百多公里。
我们没有电话报警(再度勾起对“全球通”的无奈)，只好乖乖地跟在巨大的货柜车后面继续向前开。
我此刻才恍然大悟：几天前那若隐若现的“小我”原来是供这“巨无霸”蹂躏的！
五点半钟，我们赶到卡尔麦克斯的皇家骑警分驻所。
    处理事故的皇家骑警只用半分钟时间就检查完双方的车辆，然后把我们带进警局，各自给一张表。
    表上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我问那骑警怎么填，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随便。
”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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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懵懵懂懂瞎闯，到出行有了点章法，我们的北极之旅刚刚渐入佳境。
此刻要写一本书，有点勉强。
因为，一切都在“ing”(进行中)，我的心几乎完全漂泊在远北的旅途上，那静思的驿站显然离我太远
。
    然而，家乡哈尔滨的领导与乡亲们要为俺的“环北极摄影考察”举办一个大型展览，这本书便不得
不仓促出笼了。
    面对浩瀚广博的北极文明，自己的苍白与浅薄几乎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几万幅照片、近百万字的札记、两千多个日夜的体会与思考，要缩到一本书中，也有点强
自己所难。
    聊以自慰的是，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科学家。
作为摄影家，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摄、所思，如实录下，就是尽职尽责。
于是，这个由纪录照片与加长图说构成的不伦不类的印刷物，便成为我目前能奉献给读者的极致了。
当然，伴随浅薄的常常是谬误，也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我会在未来的“环北极”中继续求证与思考，毕竟，北极是人类最新最大的课常！
    我要感谢命运，它不仅让我的前半生成功阅历了现代文明的沧海桑田，又让我的后半车幸运体验了
远北极地的博大空灵。
作为感恩，我希望若干年后自己的“环北极摄影考察”能为21世纪初叶的北极打造一部摄影版的人文
生态“白皮书”。
侄愿《北纬60度》以及家乡的摄影展能为这部“白皮书”开启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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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第一。
也是中国唯一。
    7年16次进出，8个国家近百个聚落的深度探索。
    让你了解真正的北极！
    北极-地球最后的处女地，将是这个世纪强权最大的冲突点。
    王建男创作的《北纬66度》讲述北极考察的故事。
    愿王建男的“白皮书”继续写下去，写得更真、更深、更长远，带给我们更多北极的新知与感动，
留给后人更多北极的真相与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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