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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泗泾镇新凯社区新视角影视沙龙
□记者 陈菲茜 文 姜辉辉 摄

在泗泾镇新凯社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相同的爱好在家门口的

影视沙龙结缘，架起“长枪短炮”，用镜头定格美好，不仅记录下了这座

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丰富了退休后的生活。

泗泾镇新凯社区新视角影视沙龙自2013年自发组建以来，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加入。很多成员从摄影“小白”变成了摄影达

人。一路走来，光和影的世界里满载着他们的欢声笑语和对生活不竭

的热爱。

◆◆◆ 家门口建沙龙，“小白”成“达人”◆◆◆
2013年，钱国钿等人参加了泗泾镇举办的摄影学习班，一来二往，

大家逐渐熟络起来，才发现大家都住在新凯居民区，原本就有摄影基础

的六人便萌生了在家门口组建沙龙的想法。

摄影爱好者郝忠林2007年退休后，参加了虹口区摄影家协会。可

2012年动迁搬到泗泾后，到虹口参加活动就没那么方便了。“现在沙龙

就在家门口，真好！”郝忠林说，“当初新凯二期居委会得知我们的想法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一间活动室，配备了课桌椅、电脑、投影仪等

设备。”原本生活在静安区的孙国新直言，进入沙龙后，他有了一种“找

到组织”的亲切感。

从网络上找资料、分享拍摄技巧、互相点评分析……沙龙为成员们

交流搭建了平台，也逐渐被社区居民熟知，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进来。

从最初的 6名成员发展到如今 40名成员，年龄最大的已有 84岁高龄，

最小的也有64岁。

不少成员从摄影“小白”成长为摄影达人，如72岁的陈建珍。陈建

珍没有学过摄影，2014年加入沙龙后，她购入了一台新相机，跟着沙龙

里的“老法师”学起来。“他们都会不厌其烦地教我构图、光影，告诉我怎

么调整才能将照片拍得更好。每周一次的沙龙活动，每个人都会拿出

几张照片，然后大家一起进行点评。这样一来，我进步就很快了！”陈建

珍说。丈夫傅振华发现了妻子在摄影方面的热情和飞速进步，潜移默

化中，傅振华也开始学习摄影，甚至和陈建珍“抢”起了照相机，他后来

也加入了沙龙，逐渐摸到门道。“我当时就想，她都能拍好，我也不会差

到哪去。”傅振华打趣地说。

学习摄影不仅丰富了夫妻俩的退休生活，也让他们有了“发现美的

眼睛”。夫妻俩住在13楼，以前没觉得自家的北窗有啥特别的，而学习

摄影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观景平台。夫妻俩毫无保留地把这

一发现分享给成员们，如今这一处“观景台”已成为大家共享的取景地。

◆◆◆ 记录城市变迁，定格精彩瞬间 ◆◆◆
“我们可以拍农田、拍古镇，还可以拍工厂、拍学校，可拍的内容非

常多。”郝忠林说，对摄影爱好者来说，泗泾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宝库。城

市更新大力推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许多精彩的画面和瞬间转瞬即

逝，他们成为了城市发展变迁的记录者。

郝忠林第一次获奖的作品就是站在自家的楼上，拍下的泗陈公路

以北的农田。画面中，清晨时分，天还没亮透，厚重的雾气包围着农田，

似云雾环绕的仙境。郝忠林将这幅作品起名《云间新天地》，既表达对

松江美景的赞美，也预示着这一处将会是他生活和摄影的“新天地”。

这幅作品在“云间·影”G60科创走廊摄影大赛中脱颖而出，入选 2020
“云间·影”G60科创走廊摄影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展现大美松江。“现

在这片农田看不到了，都造了房子，那张照片的景色也定格成了永恒。”

郝忠林说。

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特别是在泗泾下塘历史文化风貌区。2012
年，泗泾古镇启动第一轮改造，虽然只是对区域内的屋檐进行修缮，但

大伙还是觉得要用镜头留住老街原有的样子。“当时，我们的指导老师

就让我们抓紧拍摄，要原汁原味地展现老街原始的风貌，多拍身边的

人、事、物。”钱国钿说。

就这样，早市时市民挑选货品、商贩吆喝着招呼生意……这些

熙熙攘攘、带着烟火气的场景被定格在了他们的镜头里。“无论是白

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去拍。还有后来的第二轮、第三轮改造，直至动

迁后商户们离开。可以说，我们见证了整个老街的改造过程，近景

也有，航拍也不少。”大家说。关于老街，每个人的相机里都有上千

张照片。

“你看，我们拍得灵哇？”说着，凌粼拿着一组新年前夕拍的照片，向

记者娓娓道来：“这是过年前，老街ATM银行自助机前排起了长队，大

家都准备领钱回家过年了，好多商铺都贴上了‘降价’字样的大红纸，还

有卖鱼的商户在门前摆起了摊位……这些现在都看不到了吧？”凌粼如

数家珍，言语间透着一股自豪劲儿。

为了展现古镇的建筑美，曾做过模特的杨燕还拿出了“看家本领”，

身着旗袍、撑着油纸伞，为大家当起了模特。“单拍建筑总有些单调，我

们将人物与建筑搭配在一起拍，让整个画面活起来了。”钱国钿说。

许多泗泾标志性的宣传照都出自沙龙成员袁健之手。2019年新

华书店南村映雪店开业之际，袁健拍摄了一组以“南村映雪”命名的

照片，有略带复古的木门，有店内的书籍“海洋”，还有书店后门的风

雨长廊，以及那张被泗泾镇作为地标宣传照的泗泾塘与安方塔。

“我要用相机记录泗泾、记录松江的发展。”坚守这一初衷，袁健的

快门几乎没有停过。他在疫情封控的日子里，看到小区志愿者冒雨给

各家各户及时运送生活物资，袁健按下快门，以《雨中真情》致敬战“疫”

英雄。这幅作品在“奋进新征程”第九届上海市民艺术大展中获三等

奖。为记录下佘山的美丽瞬间，他多次凌晨出发，从泗泾赶到佘山，认

真取景、拍摄。他的《佘山晨曦》作品获“奋进新征程”第九届上海市民

艺术大展优秀奖。

光影在他的镜头里奇妙变幻，《松江报》“随手拍”栏目里也总有他

拍摄的作品。“我乐于分享给大家，大家的肯定给予了我鼓励，我要拍出

更好的展现松江之美的照片。”袁健说，他们在记录泗泾、松江的同时，

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

◆◆◆ 十年光影相伴，热爱有增无减 ◆◆◆
说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拍摄，大家异口同声地提到了2014年8月10

日的那次“追月”。那天正值农历七月十五，是摄影爱好者们拍摄月亮

的好日子。“因为是月半，月亮比平日里看着大，那天晚上天气也不错，

比较明朗。”成员们回忆道。

大约晚上 7时，钱国钿、郝忠林、邓国新等五人早早地吃完晚饭就

出发了，他们先来到了泗泾古镇福连桥对面，将泗泾塘、福连桥与月亮

一同放进画面里。可是才没多久，他们发现月亮“跑”起来了，在原本的

角度里找不到了，于是开始了整整一夜的“追月”。

“月亮‘跑’得可快了，我们得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就一路开一路

找！”钱国钿说。就这样，他们一直追着月亮，驾车 11千米到了广富林

文化遗址，直至看不见月亮了才想到返程。“那时可兴奋了！”即便都已

到了花甲、古稀之年，但他们仍然享受着摄影带来的愉悦和激情。

从当天晚上7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多，14个小时的奔波后，成员们才

回家。而到家后的他们并没有直接休息，而是立即把照片存入电脑，开始

了整理和修片，忘记了“追月”的疲惫。“拍得如何？在电脑上放大了看效果

可以吗？整一个兴奋啊！”成员们纷纷说道。不管照片拍得好不好，他们

都把修好的照片分享给大家。“这一系列的动作做完，才觉得累了，倒头睡

到了第二天晚上。”钱国钿乐呵呵地说。

付出也有收获，这些年，成员们也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奖。最早的

一次要追溯到 2014年，当时邓国新、孙国新参加了由松江万达广场举

办的松江区商业形象摄影大赛，并获得了三等奖、入围奖。他们不谋

而合，将获奖金额的30%拿出来作为沙龙的活动经费。之后，凡是沙龙

成员获奖，大家都将部分奖金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

在“松江时空杯”摄影大赛中，多名成员获奖。凌粼的《拣选》、袁健

的《新城秋雾》获三等奖，傅振华的《新凯“仙境”》、乐宝权的《全神贯

注》、郝忠林的《人杰地灵》、邓国新的《晨雾》、钱国钿的《新一天的起

步》、戚伯维的《泗水渔歌》、刘仲宝的《建设》获优秀奖，另有 10幅作品

获入围奖，堪称沙龙“大满贯”。“当时，我们十来个人浩浩荡荡一起去区

委宣传部领的奖。”成员们笑称。

“这些照片都是成员们不经意间抓拍的，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

赛。”钱国钿说。凌粼经常拿着照相机，即便在家里，也会将镜头对准

室外的风景。有一次，他望向窗外，泗凯路的人行道上，几名行人正

队形整齐地过马路，人影投在地面上，整整齐齐。那一刻，凌粼迅速

按下了快门，拍下了一张《过马路走横道线》。没想到，不久之后松江

区举办“最美斑马线，文明伴我行”随手拍活动，凌粼的这张照片非常

契合比赛主题。他投稿参赛，获得了二等奖。“这些奖项是对我们作

品的认可，也是鼓励，为我们增添了一份成就感。”凌粼告诉记者。

一晃十年已过，大家对摄影的热爱有增无减。“这与我们最初定下

的理念——快乐摄影、健康生活、立足松江、服务社区息息相关。”钱国

钿说，“我们将摄影融入生活中，更好地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发现生活

中的美，从而愉悦自己，保持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