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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韩骁

追鱼探海 让自己“说的话有人听”

在名为“一只迭戈”的抖音博主的留言区里，大多数是网友向他询问各种鱼的学名、钓法或者吃法，还有一些类
似的相互交流。“一只迭戈”不仅懂鱼、会钓鱼，还把分享内容变成听起来就“不明觉厉”的海洋生物图鉴、科普大
会。在海边、码头或海鲜市场拍摄视频，每当有人认出他来时，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博士研究生韩骁很少直接承
认他就是那个有趣的博主“一只迭戈”。从去年10月开始，韩骁将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各种钓鱼挖蟹、科普视频发布
在短视频平台上，并配上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科普讲解，获得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姓名：韩骁
身份：中国海洋大
学水产学院博士研
究生

/ 幕后 /

用“迭戈精神”走科普之路
炎炎夏日，外出采集时汗流浃背、蚊子环绕、脚下打

滑；寒冬深夜，扎在冰冷的海水中孤身一人拍摄和现场科
普讲解……“一只迭戈”到底是谁？热爱科研的是他，热爱
海洋的是他，热爱足球的也是他。
韩骁说，这个名字源自阿根廷足球
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他愿将自
己的海洋科普之路上充满“迭戈精
神”，即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勇敢
无畏的探索意识，以及简单纯粹的
快乐释放。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杨健

要让大家知道怎
样保护海洋生态系
统，当你成为大
家都熟知的科普
博主，不断扩
大影响力，你
的话肯定会
有人听。”

“

带领全国网友“云赶海”

“夜色笼罩的海面下，一群日本鳀在
仓皇地逃窜着。它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水里那道追击它们的身影又是什么呢？
我能否捕获这只神秘的水下生物？”“今天
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
就是沙滩挖蟹。我找的这种蟹与众不同，
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螃蟹。”记者翻看韩骁
的抖音视频，充满悬疑性的内容、生动的
画面，再配以被网友夸赞“声音有磁性”的
专业讲解……如果说精益求精是科研人
的追求，那么韩骁显然已经将这种追求带
到了自己的科普视频里。

“最开始发布视频，只是为了清一清
手机里的‘库存’。”韩骁笑着向记者回
忆，2023年4月，他先是在B站发布了“青
岛海水小物钓常见鱼种”的视频，播放量过
千，他坦言当时还不怎么擅长剪视频，“选
音乐、配音也不专业。”去年11月17日晚上
9点多，他把这条视频重新制作后发到抖音
平台上，第二天早上他打开抖音账号，惊奇
地发现这条视频点赞量超5000次、收藏超
1000次，还有500多条网友留言，“这是啥
鱼？”“冬季青岛可以根钓吗？”“青岛有什么
可以淡化养的虾虎？”……韩骁认真答复着
网友的每一个提问。

也正是在那个周末，韩骁想，“既然
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我何不趁热打铁再
去拍点？”当他提着亚克力透明观察盒来
到小港码头准备拍摄时，一个大爷立刻
认出了他。“大爷语重心长地跟我交流，
对我说，你视频里说的那些鱼在我们这
儿都能看到……”韩骁说，大爷的话让他
拥有了很大的认可感，也为他继续将科
普视频做下去开了一个好头。

此后，他经常带领全国网友“云赶
海”，认识青岛的海水鱼、罕见小鱼种；
带网友们细致观察他鱼缸里的鱼儿如
何进食、休息、互相攻击或养伤；将摄像
机放入海中，带网友们观看“夜色海面
下的围捕”；还会到城阳水产品批发市
场、积米崖码头、南姜码头等处“猎奇”
海洋生物，他告诉网友：“海鲜市场是海
洋世界的一个缩影，这里有原产自北美
洲的钻纹龟，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
对虾，原产自印度洋的素鲳，进口自俄
罗斯的太平洋鲱……”

网友成了贝类样本提供者

鱼是韩骁视频里的主角，而他在现
实中的身份却是“贝类研究者”。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旨在培养水
产领域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记者跟随
韩骁进入水产馆一楼贝类遗传育种研究
室，这里是他做研究的一方天地。韩骁
本科期间在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水产相关
专业，成绩优异，读博时将目标锁定了中
国海洋大学。韩骁说，在他的导师门下，
一部分同学进行牡蛎育种研究，而他进
行的是微型软体动物系统学研究。

“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高质量、有代
表性的采样就是非常重要的。”韩骁告
诉记者，通过科普视频，他潜移默化地

打造了一张“名片”，吸引全国各地网友为他
提供海洋生物的“情报”。“视频让网友们更
多地了解海洋鱼类，同时也让我积累了人
脉，很多钓鱼爱好者、贝类研究者，甚至美食
家，给我提供了一些他们在当地发现的微型
贝的情况。”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志同道
合的人会带来更多惊喜。”韩骁很珍惜通过
科普视频与网友们“对话”的机会。接受记
者采访的第二天，他与网友相约一起去挖眉
足蟹。大家在青岛雕塑园附近的海滩上忙
活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捕获了9只眉足蟹，韩
骁将它们带回学校做研究。今年夏天，一名
大连初中生在海边发现了一种生活在海参
身上的微型双壳贝，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韩
骁，并在韩骁的指导下采样、用酒精浸泡保
存样本。如今，这件珍贵的样本已经摆在了
韩骁的实验室里，“到现在，为我提供了样本
的网友大约有 2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包
括广西、海南、厦门、大连、上海等地。”

要让自己“说的话有人听”

韩骁喜欢看BBC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
虽然选择以短视频作为表达方式，韩骁依然
想承袭BBC对自然生物的记录方式和风格：
不打扰、最鲜活，以及对海洋生态文明保护
的宣传和影响。

“当你成为有分量的人之后，你说的话
才会有人听。”韩骁不断思考、实践和总结短
视频制作，对自己的“产出”有着极高要求。
比如：一首歌时长三四分钟最好；要保持独
立自主，才有话语权；抽不出大段时间剪辑，
那就每天剪十几分钟，一个星期也能剪好一
个精品视频；在视频里展示活鱼是首要的，
鱼的形象很重要，这也是核心竞争力；科普
讲解要在科学性、严谨性的基础上达到艺术
性；讲解有错误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在评论
里写出来；增加知识储备，以沉着应对现场
可能发生的意外；对于不认可自己的网友不
要太在意，有些偏执的观点也不需要立即纠
正，毕竟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记者在与韩
骁的交流中觉察出这个 25 岁的年轻人“内
核”强大，有着比同龄人更深的思考和领悟。

那么他想让大家都能听到的话是什
么？那便是在许多视频中提到的海洋生态
系统专业知识和对自然的保护。比如，很多
网友问，为什么要收集本地原生鱼当作观赏
鱼？为什么不可以投放罗非鱼？鲈鱼不是
引进来的经济鱼种吗？多宝鱼为什么是引
进的……“只要碰见了我就会讲，哪些东西
不要放生。”韩骁说，大口黑鲈应该出现的地
方是专业钓场，而不能放进野生环境，只有
理性放生才能不对本土物种造成伤害。“要
让大家知道怎样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
不失衡，当你成为大家都熟知的科普博主，
不断扩大影响力，越来越有分量时，那么你
的话肯定会有人听。”韩骁告诉记者，目前他
的抖音有3万多名粉丝，每年播放量超过600
万次，虽然其中很多人的关注点绕不开

“吃”，但他相信，一定有更多年轻人在接受
更好的知识、教育和科普资源下，会想更多
精神层面的东西，有更好的生态价值观念和
科学研究精神。当网友不再问“我知道这些
鱼的名字有什么用”时，他的视频可能就实
现了科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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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剪辑
记者 杨健 江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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