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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位普通上海女子的相册火
了。黑白旧照里，纯美优雅的女子
从老上海款款走来，她勾起所有
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也让所有上
海人得以观照自己和上海这座城
的昨日与当下。
生活再苦!上海人也在追求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包亚明

李伟华等的老照片，反映出了
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态度、方式和精
神状态，那就是无论在哪个时代、
条件如何艰苦，上海人都不失对家
庭和社会的关切，对美好事物的热
爱和对精致生活的不懈追求，这是
上海人最为鲜明的特色，也是这座
城市最让人迷恋的精神风貌。

而李伟华作为普通的上海女
子，其旧照和故事被大量转发可
以看作是上海及其居民自我认知
上的开拓。城市精英的传奇固然
吸引人，但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

状态更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反
而能引起更大共鸣。

上海，说到底是属于无数在
这个城市中生活过和生活着的普
通人的，他们的人生经验，喜怒哀
乐，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也许普通
和微小，但却是这个城市宝贵的
精神财产。相比于物理性的城市
景观和物质性因素，这份馈赠更
加难得和珍贵。这些记录普通上
海人的老照片也具有学术价值，
由这些记录可更直观地认识城市
的发展，更深入地感受生活的变
迁，更真切地体味个人生命经验
的演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互联
网平台汇聚更多人的影像记录，
将具备更高的学术价值。
老照片证明上海摄影文化

!上海摄影史"主编#上海大学教授

王天平

上世纪 !" 年代是上海民族
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的

经济文化浸润下，当时上海市民
生活中的商业、时尚消费，几乎完
全不输同时代的发达国家。于此
背景下，上海作为国外摄影器材
最早流入之地，成为了中国摄影
发祥地之一，这些都在李伟华照
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老照片
也是老上海拍照时相关技术、科
技成果的反映。

对当下审丑现象的反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谢静

李伟华热反映了对人性美的
追寻和渴望，反过来可以看作对当
下审丑现象的一种驳斥。许多被
称为“女神”、“男神”的形象事实上
都是包装出来的。而从这一系列老
照片所阐述的故事中，我们能够发
现主人公是一个能在大起大落的
时代变革背景中保持优雅的女性，
散发一种内在的人性光辉，这是令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动的原因。

老照片背后的上海城市记忆

! ! ! !本周，老相册里的海上“女神”李伟华吸引了
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一股晒家族老照片的热潮。

找出压箱底的老相册，静静坐在冬日午后的
阳光里，翻开细看：外婆祖母、父亲母亲年轻时的
模样，跃然眼前，如此生动，不禁感叹，“原来家里
的老人年轻时，是这般美丽”，又会感慨，“这些泛
黄的照片承载的不仅是关于爱的家族记忆，更是
好家风的延续”。

老底子的照片，特别是黑白老照片为什么如
此动人？在全民随手自拍的数码时代，晒这些暗房
里洗出来的旧照片，传递的又是怎么样的情怀？

! 网友这周来晒出的老照片 新民图表 制图 叶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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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旧照锁住家族深深的回忆
海上!女神"引发晒老照片热潮

重温爱的回忆
大家晒得最多的，是长辈的结

婚照，每一张都是爱的回忆。
王女士上传了爷爷奶奶上世

纪 !"年代的结婚照，照片中的女子
穿着老式的及地婚纱，还捧着花
束。“当时我爷爷 #"岁，在外国银
行工作，奶奶 $%岁，是大户人家的
独生女。上个世纪 !&年代拍婚纱
照，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虽然经
过岁月洗礼，但看着这张照片依然
能够体会到他们之间浓浓的爱意，
这是我家族成长记忆的源头，意义
非凡。”

这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照
片，男士们一般都着西装打领带，
女士们一般都是一袭合身素雅的
旗袍，尊严体面、温馨祥和。时光仿
佛回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年代。

而网上晒出来的父母结婚照，
一般都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周先生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人们着装千篇一律，南京路、淮海
路上是一片“蓝海洋”，但拍结婚照
已不时兴太古板的了，“我父母拍
的是那种 '寸的单张片，布纹相纸，
价格不菲，这就要求摄影师有很高
的成功率。父母告诉我，为了拍好
这张合影，摄影师提前与他们沟通
了好久，选择怎样的角度、怎样的
用光才能表现最佳神态。”后来，这
张照片又被放大，挂在周先生家 $%

平方米的小屋里，成为他幼时最深
刻的回忆。

徐女士的母亲 $(!)年在当时
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主
修钢琴，师从当时旅居上海的俄罗
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她
和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是同学，
泛黄的旧照片$见图 *%中，两位当
时的女大学生衣着无袖旗袍、发型
考究，神情淡雅，瞬间引来无数人的
点赞：“又一位当年的女神”。徐女士
介绍，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开
本大小不一，封面装饰素洁，按照童
年、少年、青年排列。“这张照片是我
母亲大学时在暑假里拍摄的，我后
来特意托人寻找她母校的旧址，应
该是在杨浦区民京路 (*%号，现在
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回归相馆合影
“阿姨，头往左边偏一点”、“小

朋友，看这边看这边！”巨鹿路 ##)

弄的人民照相馆，)+岁的首席摄影
师黄沫华正在为一户上海人家拍
全家福，祖孙三代 %个人，因为在美
国工作的女儿带一周岁的外孙回
上海，家里的老人就提议拍一张全
家福，“过去每年都到人民照相馆
拍全家福，每次翻看，都觉得很甜
蜜，记录了家庭不同时间段的状
态。”
“过年拍全家福，对很多上海

人家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全家福不只是一张照片，更是享受
和家人在一起、认认真真完成一件
温馨的事，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本身便是对幸福团圆的最好诠
释。”在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人民
照相馆，黄沫华拍了 !,年的全家
福，“人民照相馆的招牌特色是深色
背景的低调照，拍出来的全家福照
片有一种独特的庄重和温馨。”
“这几年，春节来拍全家福的人

又多起来了。”黄沫华告诉记者，今
年春节，来拍全家福的超过 !&户家
庭。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归照相馆拍
全家福，“大家意识到，家族合影不
是点一下手机屏幕就能拍好的，还
是要由专业摄影师来拍。因为大家
庭在节日里需要这样一场‘仪式’。”

不仅越来越多人回归照相馆
拍照，这两年，修复老照片的生意
也红火了起来，沪上摄影师陈玮告
诉记者，修复老照片是一项非常复
杂的工作。先要分灰度扫描，接着
把照片上的灰尘、杂色、杂点去除
掉，修补老照片上泛黄的痕迹、水
印、裂纹，再把照片的整体感觉调
整到合理状态，再统一整体色调。
按照照片本身残损的程度，修复所
需的时间也不同，残损严重的也可
能需要五六天。”

抢救家族记忆
“曾经的笑容和灿烂阳光，历

经岁月成为深厚的情感，积淀、留
存在心底，难以忘怀。”李伟华相
册的收藏者、画家张寅朝这样形
容老照片保留个体、家族甚至更
大集体生命轨迹的过程。然而，留
住家族记忆并不只有收藏老照片
一种方法。

家住徐汇的傅先生年逾七旬，
$'年前，家中老人大半离世，作为
长房长孙，他开始着手编修家谱。
他介绍，据现有资料，这一支傅姓
人可追溯到 $)&年前，上溯四代人，

自绍兴出发，到杭州繁衍，又有几
家迁来上海，再往后则向全国、境
外发展。“如果没有家谱，后人就不
知道，我们这条根是从哪里来的，
而有了家谱，我们还会知道，自己
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傅先生发现，
早期傅家人“与现在到城里打工的
农民工很像”，“我看到了先辈从农
民到工人，再到商人、书香门第，”
他表示，修订家谱的意义也在于
此，要让后代铭记前人奋发图强的
精神。

搜集整理族谱资料的过程并
不轻松。傅家原先的族谱资料在
“文革”中损毁殆尽，老人离世、物
是人非也都是障碍。“比如我们祖
辈以前所在的绍兴‘跨湖桥’，现在

去查，发现有东、西两个，到底哪个
才是呢？还有，一些旧址全拆光了，
当地知道的人或者过世、或者迁
徙。”傅先生苦笑。

无独有偶，临安的龚女士家里
也在修订家谱。她介绍，自己家向
来重视家谱，《龚氏宗谱》原先就有
$&册，涵盖 -&余代龚家人的信息，
余姚及临安龚氏均有保存。余姚龚
氏所存宗谱在“文革”中尽数烧毁，
为修家谱，-&$!年上半年，余姚的
族人特地来临安借老宗谱，并组织
起“一个班子”增补最近五六代族
人的信息。“他们之所以知道我们
家有完整的老家谱，也是因为 -&多
年前，我爸爸和大伯背着爷爷传下
来的家谱，一个木箱子去寻根，一

路问到了余姚老家。”
祖籍绍兴、现居上海的宋女

士，则用一种更为特别的方式纪念
往昔：她所属的绍兴鲍氏，曾于
$(.+年，建起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家
庭图书馆，近 +,年后，宋女士及家
人们自筹经费，终于在政府所拨新
址上复建起“联合图书馆”。“我们
家还有自办杂志，每年出一到两
期。”宋女士拿出一本 *'开面，近
.,页的书册，是第 !*期《万卷楼通
讯》，由上海鲍家人责编。宋女士介
绍，杂志名取自原绍兴鲍氏观前巷
老屋藏书楼之名，文章则全由族人
投稿，既有各地族人新消息，也有旅
游随感、悼念、忆旧文章，还有相当
数量的照片。

本报记者 程绩

见习记者 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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