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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用镜头记录“抗疫”瞬间
“天目曦影”摄影团队拍下疫情期间的社区百态

□记者 吴佳逸

拍下寂寥的空巷，记录盛开的鲜花，拍下
各式的口罩，记录匆忙的志愿者……疫情期
间，来自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的 “天目曦
影”摄影团队在宅家之余，也拿起相机走进
城市地标、社区小巷，“逆行”当起记录者。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这支团队共有 15 人
自发进行了拍摄，共拍摄作品 221 幅。本期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镜头，品味照片背后的故
事与情感。

团队负责人蔡志锋很早就感受到了疫情
带来的“低气压”。他的妻子在上海第十人民
医院工作，他们一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
夜。万家团圆之时，医疗系统吹响集结号，召
集医护人员出征武汉。虽然蔡的妻子并未在
名单之列，但作为后方的一位行政管理领导
也同样责任在肩，蔡志锋更是用行动表达支
持，整个除夕夜，他都在医院里帮医护人员搬
运行李，忙前忙后。

妻子对他说，当医院发出集结令时，她本
以为需要做一番动员才会有人报名，没想到，
护士们都是二话没说就报名出征，很快就确
定了名单，这让她既感到惊讶又十分感动，蔡
志锋听了，看着眼前忙碌的景象，不禁湿了眼
眶。当晚 8点左右，在医院的会议室，院方为
出征的医护人员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
式，看着他们和亲人拥抱告别，蔡志锋再次流
下了眼泪。

在医院里，他不方便拿出相机记录这些
“抗疫”瞬间，但机会很快就来了。3月，蔡志
锋作为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理事接到协会的一
个任务，拍摄无人值守的爱心站，爱心站里的
食物由周边商户和居民提供，奋战在岗位上
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可免费领
取。3月 2日，蔡志锋来到活动举办地之一港
汇广场，他发现中午 12 点半之后，外卖小哥

们陆续来取餐了，因为这时他们才把餐送完，
终于有空休息一会儿，一开始有些小哥并不
知道这是为他们准备的，当得知这里的食物
可以免费领取后，小哥的眼睛霎时就红了。
他们的肺腑之言让蔡志锋印象深刻。
“这奶茶，我送了几千杯，今天我第一次喝！”
“我不舍得吃，带回去给孩子吃吧！”
当看到有相机对准他们时，小哥们有些

羞涩了……
作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蔡志锋也在探

索非常时期摄影作品的艺术表达。他发现，当
时广为流传的摄影作品主要有两大主题，一
是空巷，二是口罩，能不能再拓展别的主题
呢？蔡志锋骑着他的“老坦克”，把周边的小
区挨个走了一遍，拍值守的保安、志愿者、匆
忙的快递小哥、遛狗的人们……

拍摄中，蔡志锋也把疫情中人们不安、烦
躁的情绪融入画面中，他用摇拍等方式，虚化
背景，甚至产生叠影，“这照片糊糊的，看了头
晕，那就对了！我就是想表达这份迷茫！”

“我这把年纪经历的事情不少了，1960
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1988 年甲肝大暴
发、2003 年 SARS……但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特别值得记录下
来。”

“天目曦影”老将徐立钧，今年 75岁了。
疫情发生后，他想，拍不到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拍什么好呢？除夕夜，他便去了空无一人的
外滩，企业复工后，他去了身边的工业园区，
他精选了 40 张照片，命名为“非常系列”：
《非常送达》《非常入口》《非常景点》《非常
约会》……

余学义也走上外滩、南京东路，拍摄空荡
荡的马路，仅有的行人，他拍摄的照片调性有
些暗，乍一看像是黑白照片。他说：“希望这一
切都是过去时了，不会再有了！”

把照片拍出新意来的，还有“天目曦影”
团队中的一位女将吴秋云。3月中旬，上海公
园纷纷开放，早就按捺不住的吴秋云便去了
大宁郁金香公园拍花。她在镜头前放一块黑
色的圆形卡片，就能让拍出的照片背景上呈
现出点点光圈，衬托着花朵，煞是好看，她介
绍道，摄影圈子里把这称为“甜甜圈效果”。

过了几日，她又来到徐家汇公园，除了各
式各样的口罩，她还挖掘出了不一样的画面：
孩子骑着滑板车，面前是“封闭”两字,孩子
眼中满是不舍；两个孩子戴着口罩拥抱……

走进公园的还有另一位女将柴静芬，大
宁郁金香公园 8 点开门，她 7 点就到了，站
在大门口，她拍下敬业的保安，埋头申请“随

申码”的市民，进入公园，她对着一簇簇郁金香
找角度。

没想到，回家后，她又有意外收获，她的
一位朋友发来了她在公园里拍郁金香的照
片，弯着腰的，坐在地上的，扶着栏杆的，柴静
芬被自己的样子逗乐了！原来，这是她朋友的
朋友今天去公园拍下的，发在朋友圈后，被她
朋友看到并认出，给柴静芬发来了。她仔细看
了看，这些照片构图精美，画质漂亮，看来这
也是位摄影爱好者啊！

春暖花开之时，爱美的人们终会相遇，阴
霾散去之后，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不会抹去，
早就镌刻在了你我心中，也留在了相片里。

“魔性”建筑：高架下的菜场

地址：天目西路南北高架底下
功能：菜市场 +运动设施 +商店 +停车

+仓储
建筑现状：已拆除

天目西路南北高架上是川流不息的车
流，底下的剩余空间则被利用起来，整合成为
具备停车、菜市场、仓储、运动等多功能的综
合空间。这并非只是市民的自发行为，还包括
当地街道办的积极组织。当年建造菜市场时，
街道办甚至还请过设计单位绘制图纸。该菜
场具有双层屋顶，外层为高架桥的桥底，内层
由钢板与塑料组成。

点评：
我们一直在讨论高架下这种冗余的空

间，或者库哈斯所说的“垃圾空间”该如何利
用。它是被我们正统的空间叙事所遗忘的角
落。这个案例好像给了我们一种惊喜。

城市里还有很多这样被人遗忘的空间，
可以做成涂鸦或者滑板主题的艺术公园，其
实也挺好的。
为此，记者也采访了附近的居民，一起来

回忆这处消失的“魔性”建筑。
居民邹女士说：“我记得是三年前，2017

年拆除的，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高架
下这个菜场拆除后，相关部门就批了一个

‘过渡’的菜场给我们，‘天目西临时疏导点’，
虽然叫‘临时疏导点’，但其实是个菜场，蔬
果、熟食都有。这个‘临时’为期三年，最近
听说这个疏导点也要拆掉了，因为三年到
了！”
邹女士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把菜场和乒

乓房一起拆了，后来原址建造了新的篮球场。
我们这一带附近没什么大型超市，买菜一度
挺不方便的，但今年年初以来，街道服务办开
设便民服务，请来社会组织一周三次送菜进
小区，涉及附近好几个小区，我感觉能满足一
部分购菜需求，至少蔬菜水果是能满足了，买
肉还是靠网购。”

不久前，记者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讲的
是，上海城市空间中有许多“异类”建筑，而这
也是魔都的“魔性”所在，例如宁波路上有一
个建筑窄得像军舰的头部， 浦东曾有一处集
装箱公寓……文中还提到了天目西路南北高
架底下一处已经拆除的菜场， 附近的居民还
记得它吗？

高架下的多功能空间
天目西菜市场原址天目西菜市场现为停车场

▲� 《大门》蔡志锋摄

▲� 《非常送达》徐立钧摄

▲� 《购物》余学义摄

▲� 《拥抱》吴秋云摄

▲� 《郁金香》柴静芬摄

▲� 《拍摄者》谢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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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佳逸 整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