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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老房子里长大 长大了拍老房子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上

海。它是时尚的，是浪漫的，是优雅

的，是温暖的，也是有历史底蕴的。

昨晚，“魔都老建筑短视频大赛颁

奖典礼” 在杨浦时尚中心举行，参

赛作者通过自己对老建筑的感受

描绘出心目中上海的模样。

回忆 惊艳了时光
本次赛事自市民文化节启动开始征

集，于 7? 31日结束，这些作品在 B站平

台上总点击播放量逾 78万次。跟随着这些
视频，我们不仅能感受到音乐般和谐的建

筑设计，还能推开尘封的记忆，去探寻那些惊

艳了时光的历史记忆。
“我是你的曾祖母，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记

得我。看着你我就想起了自己走过的一生。”
坐落在普陀区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旧

址”，在一部短片中作者将建筑比作一位慈祥
的曾祖母，用她的口气娓娓道来。这里曾是中

国第一座妇幼保健院，“它一路护你周全来到

这个世界，希望你从此走向更加绚烂多彩的
人生。”

近年来的新晋网红杨浦图书馆被人称为
“小故宫”，短视频《感知老建筑之杨浦图书

馆》告诉了我们它所独具的上海特色。“传统

的东方歇山二重歇式，现代的西方混凝土结
构，因同一个名字碰撞在一起。他叫董大猷。”

“这是和玺，这是旋子，这是苏式，分别用于宫
殿、庙宇和江南民居，却创新地在此融合到了

同一座建筑中。”随着镜头静坐其中，沉睡的
历史记忆扑面而来。

大家拍摄的老房子还包括：不太为人熟

知的江南旧宅钱孟生宅；前身是沈家湾救火
会的虹口消防中队，那里曾敲响上海辛亥革

命钟声；始建于宋代，上海地区最古老保存最

完好的青浦普济桥；杨浦区杨浦树路的工业

遗存；还有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名园豫
园、古猗园、七宝老街……

时尚 全新的模样
上海老房子不仅承载着回忆，光影之间她

们又是时尚的，“上海的夜晚和白天不一样，光

影的效果不一样，白天是更直观更真实的街
道，晚上昏黄的灯光加上阴影，这些街道变得

更加神秘而浪漫。”短片中有市民如是说。
AI修复短片《魔都老建筑的建造影像!

?1934年上海百老汇大厦工程纪录）》纪录了

上海百老汇大厦的建造过程片段，建筑工人
们坐在高空的建筑横梁上吃着饭，镜头跟随

吊臂穿过那个年代的外白渡桥，黄浦江上停
泊着一排排小渔船，扫过外滩、黄浦公园。弹

幕不停弹出，观众们跟随视频一边为那个年
代劳动者的辛劳和安全揪心，也随着镜头认

出俄罗斯领事馆、英国领事馆……作者胡文

谷来自北京，他根据南卡罗莱纳大学影像库
馆藏胶片，使用 AI对纪录片上色、补帧，并选

用一代歌后姚莉演唱的《相思梦》作配乐，还
原了八十多年前的外滩。最后用今天的外滩

影像作结尾，完成了一次时空穿越。

网红职业 up主“萌爱 moi”是一位 90后
小姑娘，她那甜美可爱的形象、时尚动感的

舞蹈深受网友喜爱。这一次，她的作品《写作
上海·读作魔都，旗袍短裙穿越千年的彩虹

节拍》把舞蹈带到武康大楼、石库门和广富
林遗址前，踏着“彩虹节拍”跳起动感舞蹈，

为老建筑带来了一股新风潮。原来时尚的节

拍一样可以混搭老建筑，作为背景的老建筑
依然美丽。确实，粉丝们在为小姐姐的舞蹈

鼓掌的同时，也认出了老建筑，在弹幕中发
出了“武康大楼”“广富林遗址公园”等，同时

还有网友建议她，以后可以穿上传统服装去
老建筑前跳舞。

这些征集视频将在 B站和文化上海云专
区持续展示。老建筑是上海特色文化名片，短

视频这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方式吸引更多市

民、更多游客走近、走进老建筑，这既是旅游
推广方式，也是读懂上海这座城市的钥匙。

本报记者 吴翔

“魔都老建筑短视频大赛”拍出市民心中的都市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 参赛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