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公园的早晨 (1978)
随着上世纪 80年代初老年人

的生活逐渐放松下来，公园里的老

人也越来越多。当时大家住房面积

普遍紧张，都想在公园这样的公共

空间寻到一处休闲之所。

▲瞧这一家子（1983春）

荨茶馆新风 (1979 春)
这天，薛宝其去附近“老虎灶”泡开水，发现茶座

上有位老先生在辅导三位姑娘学习外语， 打听才知

道，姑娘们是上海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

金医院）的护士。 她们自学外语，得知这位老先生是

翻译工作者，慕名前来拜师。

荩懂事的孩子 (1980春)

“读书热”是在高考

刚刚恢复的时候， 人们

进入一种饥渴阅读状态

之中。薛宝其说，改革开

放以后， 中国快速发展

和经济腾飞的核心力量

就是由这批年轻人组成的。

薛宝其的侄子薛亚平近些年也对当时照片中的人

进行了回访。 其中一张照片表现的是一个在玩爸爸鞋带

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现如今在加拿大一所大学里做导

师，照片中的父亲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

茛小修小补立等可取（1973春)
薛宝其去顺昌路一个修理门市部

补棉毛衫， 得知青年营业员吉珍美刻

苦学习修理技术，做到了“小修小补立

等可取”。 他

在店堂里耐

心等待，当商

店柜面前顾

客神态生动

自然，吉珍美

认真工作时，

按下了快门。

茛献绝招（1979 春节前）
春节之前，淮海路一条街的职工，

在卢湾体育

馆“大会师”，

哈尔滨食品

厂等各行各

业的业务尖

子，在“技能

比武大会”上

献绝招。

作为曾经的上海市摄影家

协会理事、市职工摄影协会副

主席、原卢湾区职工摄影协会

会长，薛宝其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新闻和纪实摄影师，他一直

说自己是个“平民摄影师”。上

海解放之前，他是从江苏来的

袜厂学徒，从小经历了家乡被

日寇侵占，至亲故去，贫困失

学，每日 16 个小时的劳作，饱

尝了生活的辛酸。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去

沪南（后来的卢湾区）工人俱乐

部宣传组当美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1956 年，市工人文化宫摄

影学习班招生时，便去报名参加。“领导向上级申请了一百元预

算。当我从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买回一架二手德国蔡司双镜头

反光相机时，乐得在返回路上奔跑跳，嘴里还唱起歌。曾是旧社

会袜厂学徒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把当时被称为‘高级玩具’

的照相机握在手中，为劳模、先进人物拍照，实在太赞了！”

相机不离手的日子，薛宝其一过就是几十年，他将自己的镜

头始终对准上海街头巷尾的普通人，擅长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去

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变化。

“其实，我绝大部分摄影作品都是在小范围里抓拍的，去老虎

灶泡开水，去菜场买菜，去浴室洗澡路上，去理发店理发……那时

候每天早上，从建国东路500弄 1号里弄口，由建国东路向西，至

重庆南路向北，经合肥路至上海复兴公园门口，全程步行十几分

钟，路过的街道、商店、家家户户门口，邻居洗衣做饭，商店购物，路

边遇上的日常生活中各种事，这些习以为常的百姓生活，每天一

来一回，就抓拍了几十张各种题材照片。“读书热”“天下父母心”

“夕阳赞”等多个主题系列几百幅照片，都是薛宝其在复兴公园中

抓拍的。举家迁至浦东后，他亦是这样。在他看来，在这街头巷尾的

“社会窗口”，在那缩小的“社会公园”中，“生活永远流动着，关键是

要有悟性，对生活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认知，并且善于从自己拍摄的

照片中找规律。”在薛宝其的镜头中，充满了时代变迁中青年人的

理想，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引发的各种话题，用传统的镜头语言，记

录下了普通人的日常，将这些普通而平凡的瞬间呈现给大家，也让

人们看到了普通人对于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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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上海两
会上，市妇联提交了
8份提案、议案。从加
强顶层设计和改善民
生出发，围绕女性权
益保障、家庭教育指
导和立法、儿童户外
活动空间、青少年心
理健康等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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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本刊 2

月 2 日休刊

一期，2 月 9

日正常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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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国家集
训队于近期共完成 5
场选拔赛。女单方面，
朱易、陈虹伊和林姗
三名年轻选手展开了
激烈争夺。最终，朱易
成功入选冬奥会名
单。由此，中国花样滑
冰队参赛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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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其住在浦东上南八村的老式公房里，虚岁 90的他精神奕奕，不大的居室内，挂满各种他曾

经拍摄的照片。1993年退休后，他将这间居室的灶间和卫生间布置成暗室，补充、放大并制作从影

后拍摄的照片，直至新世纪。
◆记者郭爽

90岁“平民摄影师”薛宝其一生只做一件事

他他他用用用镜镜镜头头头书书书写写写
“上海平民生活抒情诗”

■薛宝其近影

■年轻时的薛宝其

作 品 部 分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薛

宝其敏锐地觉察到一系列新的社会现

象，他以家门口的复兴公园为主要的

拍摄地，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开始记

录，坚持多年，完成了“读书热”“夕阳

赞”和“独生子女”三个著名的专题，表

现了当时恢复高考、教育工作转入正

轨时社会上热烈的读书氛围，以及新

出现的老年人和独生子女问题。

荩赶轮渡（1987 冬）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曾在上世

纪 80年代的上海流行一时。 因当时交通不便，不少家住浦

东的年轻妈妈要怀抱孩子坐轮渡上下班。一个大雾的早晨，

一位年轻妈妈双手紧紧抱着婴儿从浮桥上直冲下来踏进轮

渡，脸上露出“赶上了”的喜悦之情。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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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社会
学教授罗伯特 ·伍斯诺写
的《留守者：美国乡村的
衰落与愤怒》之所以堪称
佳作，是因为他用十年乡
土调查的成果告诉读者：
要了解美国乡村，就要直
接下沉到小镇、到农场，去

倾听乡村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