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英语老师转型科普达人

这次已经不是 1990 年出生的赵铁
夫第一次“圈粉儿”了。转型前的赵铁
夫是一名自媒体英语老师，自创的英文
课程很受大家的认可和喜欢，拥有一批
固定的粉丝，如此一来也有稳定的收
入。但是赵铁夫并没有像一般人一样
继续在这条路上深耕下去。“虽然这条
路我已经走熟了，可以很省力地平稳地
发展下去，但是总觉得缺了些热爱，因
而也就缺少了动力。”年近而立之年的
自己到底应该干点什么呢？赵铁夫不
停地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有一种危
机感，担心自己跟不上科学技术发展的
脚步，因为我对当下的很多科学技术一
点都不了解，比如说人工智能背后的原
理是什么，比如说生命科学相关的知识
……”赵铁夫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科学
家，出于这种危机感和梦想的驱动，他从
7 年前就开始涉猎科学知识，两年前正
式转型科普博主。“做英语课程的日子
里，只要把课程录制好，我就有大把的自
由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从最易懂的
科普视频和图文看起，逐步过渡到专业
课本、论文……”赵铁夫“大口大口”吸
纳、消化着科学知识，他给自己的看书方
法起了个名字叫“任性读书”，“我读书可
以分成两种读法，一种就是应用读书，比
如最近我需要了解、用到什么，我就专门
去学习这些专业知识，这部分占的时间
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任性’读
书，我会去看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书，可能
是科学领域之外的，我觉得也会在某刻
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凭着自己兴
趣来，广泛地读，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
西海岸新区海边的一家咖啡厅是赵铁夫
的“根据地”，一呆就是一整天。“在咖啡
厅二楼的角落里，晒着太阳看看海，一个
人静静读书，生活竟然如此美好。”赵铁
夫时常感叹，在此期间，他积累了足够的

生物学知识。
赵铁夫决定从科普博主做起，再一

步步做更专业的事情。“开始很长时间里
我什么东西也没发，觉得自己的水平还
不够。后来我开始做科普图文，找那些
最漂亮的科学图片，用自己所学把它们
描述出来，因为做得比较精美，粉丝量逐
渐就涨起来了，涨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
第一反应是害怕，怕不能提供更优质的
内容。”赵铁夫说道。

改装显微镜让画面“高端”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赵铁夫发现了
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做“科学艺术”。“达·
芬奇就是最有名的科学艺术家。科学艺
术在我看来就是用艺术还原科学之美，
同时又用科学束缚住艺术的想象力。比
如我想画一个细胞，如果是艺术领域，画
成什么样的都行；但是在科学艺术的范
围里，就要在科学的框架之内去画，科学
发现这个细胞什么样子的，你就不能胡乱
增减要素。但是艺术也很重要，要用艺术
的能量去还原科学之美。有很多人觉得
科学很枯燥，其实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
是我们没有把科学的美和趣味呈现出
来。比如一本生命科学教科书如果都没
有多少配图、或者图画得很不漂亮的话，
连我也懒得翻开。但是如果教科书上有
非常精美的图片，甚至配上非常有趣的视
频二维码，就能让人感悟到生命科学是很
美的。于是我就想，未来自己能不能向科
学艺术的方向发展，而且要做纯原创的内
容。”就这样，赵铁夫下了决心，不管有多
难，都要把这件事做成。

也是在前期找资料过程中，赵铁夫
发现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运用一些非常高
端的显微镜拍摄出了许多精美的令人震
撼的作品，那些显微镜以高清晰度、高色
彩度，完美展现出了精彩又神奇的微观
世界。经过搜索查询，赵铁夫了解到他
们使用的都是国外“大厂”制造的非常先

进的设备。而国内，这样高端的显微镜
常人却极难有机会使用，大多数只存在
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实验室里。“我能不
能自己制作一台高端显微镜？”赵铁夫有
了大胆的想法，他太想拍摄一些高质量
又具有美感的科普视频了。赵铁夫买来
一台国产显微镜，想通过对它的调试达
到想要的拍摄效果，一开始，显微镜像石
头一样冷硬无情，怎么也不肯发生一点
改变，赵铁夫有点恼火又有点“兴奋”。

“小时候做数学题，我就不喜欢做那些太
简单的，觉得很无趣，我会去找一些难题
来解，解出来了就很开心。”如此这般，喜
欢挑战性工作的赵铁夫开始细细研究究
竟怎样才能改变拍摄效果。

“普通的显微镜拍摄效果并不是很
理想，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一个部件一
个部件学习，发现其实高端显微镜与普
通显微镜在技术层面没有断层式的差
别，不过需要在照明方式上进行一些改
进。”赵铁夫在看资料看累了的时候，就
喜欢抬头望向窗外，咖啡厅的视野很好，
他看着大海陷入了沉思，大海在阴天的
时候美感并不强烈，而在晴天之时，尤其
是澄澈的天空点缀几朵白云的时候，海
天一色之景美到令人心醉。是了！如果
光照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是不是就能
营造出在海中甚至在空中的感觉？赵铁
夫买来各种各样的灯光和滤片，一点一
点地调试，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让这些观测画面从平面变得有浮雕感、
立体感，甚至像是在太空里、海洋里拍摄
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他把这种
效果稳定了下来。

改装显微镜
追梦“微观世界”

“刚在央视新闻频道看到关于你的报道，马上就来搜索了。”“显微镜还能
自制，真的太厉害了。”……近日，赵铁夫在短视频平台的账号里，多了很多这
样的评论。9月12日和9月13日，央视新闻频道分别以“追梦‘微观世界’不畏
挫折勇敢前行 不忘热爱执着追梦”和“从英语老师到微生物‘摄影师’”为题报
道了赵铁夫的事迹，许多新“粉丝”来到赵铁夫的各个账号，表达自己的敬佩和
喜爱之情。“很感谢央视和大家的肯定，这将是我把科普做得更精致、更精细的
动力。”赵铁夫说道。赵铁夫到底是谁？早报记者通过专访，揭秘这位科普“大
拿”的跨界之路。

青岛科普达人赵铁夫辞去英语老师工作成微生物“摄影师”
央视报道这位90后如何改装显微镜把微生物拍出奇特之美

赵铁夫开始创作他的“微
缩宇宙”系列科普视频。2022
年初，赵铁夫用了 3 个月时间
制作了第一期视频，名字叫《一
滴水里的动物园》，这可以算是
赵铁夫“成名作”。视频一发布
就上了“b站热门”。“我从湖里
藻类多的地方取了一滴水，没
想到一滴水竟是一个不可思议
的微缩动物园……这只喇叭虫
好像被什么吓蒙圈了，其实它
没那么脆弱，它能屈能伸，吃一
会儿就会缩成团，然后再伸长
接着吃，吃没了，就离开换个地
儿吃，反正就是不停地吃。”赵
铁夫自己写脚本和解说词，自
己配音、制作背景音乐，以幽默
的方式解读着神奇的微观世
界，配合着色彩度、清晰度都很
高的视频，吸引人们反复观
看。后来，赵铁夫又制作了第
二期视频《水缸里的繁华世
界》，第三期视频《草履虫带你
游玩花花世界》，保持着严谨又
诙谐的风格，一如既往的高水
准。

第四期视频的题目很长，
讲的是列文·虎克和罗伯特·
胡克两位显微镜先驱的故事，
也 是 赵 铁 夫 自 己 的 心 路 历
程。这期视频的题目叫《你们
天生大聪明，却在高速路上拥
堵，我无奈被逼到一条小路，
却发现这里一片坦途》。“在开
始从事科学工作时，列文·虎
克已经40岁了，不过他一干就
是 50 年。凭借钻研和无数次
试验，他‘意外’地造出了能放
大 200 多倍的显微镜，后来他
又‘意外’地成为了细菌、单细
胞原生生物、轮虫等第一个发
现者，成为‘微生物学之父’。
活着不易，愿能把生命留给热
爱。追梦不晚，还有余生！”赵
铁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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