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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车水马龙的浦东南六公路，转弯驶入

乡间小路，不久，六灶一个寻常村落的农田阡陌、

流水潺潺便映入眼帘。

“这里有我从小居住的老宅，虽然平时生活

在城市，但周末还是喜欢回来放空自己。”建筑设

计师施骏说，前几年，瓦片房、空斗墙的农宅被重

建为拥有简洁大理石外立面的小楼。而他在3

楼特地留出半个楼面，用于安放各种旧物。“和有

些人收藏专门品类的物品不同，我收藏的物件五

花八门，但都承载着成长的记忆。不经意翻开，

就会触动一个个年代故事。”

为老物件造个新“家”
六灶原属南汇区域，后来并入浦东川沙新

镇。施骏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很深的故乡情

结。小学课本、成绩单、小霸王游戏机……许多老

物件原本被尘封在老宅角落，几年前，老宅翻新

也翻出了回忆，施骏决定为它们造一个新“家”。

步入“施宅博物馆”，入口处是很有年代感的

“BP机”、“大哥大”、诺基亚手机……记载着改革

开放以来人们通信方式的变化。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村里谁家要是能装上

电话，那就是‘大户’了。工作以后，我买了第一

部诺基亚手机，现在看来可谓迷你‘掌中宝’，只

有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功能。后来经济稍微宽裕

一点，换了翻盖型手机。如今智能手机、社交软

件五花八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施骏说。

“去上海”越来越方便
施骏的收藏品中有很多小学时候的课本、成

绩单、奖状、照片等，包括一张破旧校舍的泛黄照

片，记录了他读书改变命运的一个个“高光时

刻”。施骏说：“记得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父母

务农种植西瓜，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记者

看到，在这个家庭博物馆里保留了一大罐分币，

以及当时南汇、上海、全国粮票等。

施骏回忆，到了西瓜成熟的夏季，他跟着父

母天不亮就租一辆卡车将一车西瓜运到浦西城

里去卖，回来时再批发一车苹果到村里卖。“那时

去一趟城里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还要搭乘摆渡

船过江，卡车上船时摇摇晃晃的，好多西瓜都滚

落黄浦江，种瓜人的辛酸滋味至今还记得。”

虽然同城，但那时沪郊村民喜欢把“去浦西”

说成“去上海”，“进趟城”要纠结许久。施骏说，

即使考上大学后，从杨浦区回家还是要转好几辆

公交车，直到轨交2号线通车到张江高科技园区

后，回家的路程才缩短。后来，随着申嘉湖高速

公路、中环高架路等的贯通，家里又添了小汽车，

“一路向南”的道路终于顺畅起来，在不堵车的情

况下，到市区只需要半个多小时。

从小就有“晚报情结”
施骏说，从小老师就推荐他们阅读《新民晚

报》，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夜光杯”，还曾投过

稿。有老人听说他收藏旧物，特地送来自己剪报

整理的“夜光杯”连载故事，希望他好好保存。有

着“晚报情结”的他，一次在逛文庙时看见《新民

晚报》1982年合订本，如获至宝般赶紧买下。记

者翻开合订本首页，只见1982年1月1日的报纸

上刊登着《复刊的话》，头版的头条新闻是《本市

街道工业大有作为 涌现四个“百万富翁”》，记录

着那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施骏选择当一名建筑设计师

也和新民晚报有关。当时《新民晚报》上有个版

面内容是关于室内装潢的，这让他从小萌生了

当设计师的念头，并在长大后报考了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专业。虽然他后来才发现“此设计”非

“彼设计”，但依然热情不减。他说，在职业生涯

中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变高变大”的过程，“看

着这些记录时代变迁的老物件，我觉得自己很幸

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本报记者 宋宁华

收藏的不仅是旧物，还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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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Citywalk（城市漫步），伴随退役消防

员赵解平度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他用相机

记录下浦东变迁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一本200多

页的摄影集《老陆家嘴的路》并自费出版。

找寻建筑自制地图
1976年，19岁的赵解平到东昌消防队报到，

从此与浦东结下不解之缘。当年位于浦东南路

东昌路口的消防瞭望塔，可是响当当的“浦东第

一高度”——24米高。

“我收藏的上海旧地图上，浦东陆家嘴除了

零星几处地标，其他地方都是用来印图例的。”赵

解平说，登上8层楼瞭望塔，视野开阔，东边沿江

是老厂房和危棚简屋，往西能望见万体馆旁新建

的一排高层，东北向则能看到长兴岛。服役不

久，他用津贴买了相机，爱上了业余摄影。

浦东消防兵时代的Citywalk内容是认地

标。当时公用电话很稀少，靠瞭望第一时间发现

火警后出动救火。除了瞭望值班，白天其余时间

则戴着草帽骑车去周边，找塔上能看到的建筑，

自制地图标记下来，再回到瞭望塔上观察核对。

“陆家嘴的一草一木我太熟悉了，大到路边

一个单位，小到一家烟纸店，都记在我脑子里。”

白天拍摄晚上冲洗
1992年，当时在永久自行车厂工作的赵解平

听说浦东急招人才，马上报名加入浦东开发建设

大军，陆家嘴Citywalk也有了新内容。

他负责陆家嘴集团的外宣和接待工作，陪同

海内外宾客和记者到建设工地参观采访时，发

现同一条路往往相隔几周就有新的变化。一种

紧迫感油然而生：老房子不断拆除，新大楼快速

崛起，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得抓紧记录曾经的一

切。“历史的印记应该留存，只有了解过去，才能

更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来之不易。”

赵解平把心爱的海鸥205相机放在单位，自

己买了黑白胶卷，外出时一有机会就拍摄记录；

晚上则将家里门窗遮挡严实，便于冲洗胶卷。《老

陆家嘴的路》摄影集里，记录着大家熟悉又陌生

的陆家嘴：上世纪50年代曾叫烂泥渡镇，国金中

心所在地在20多年前曾是陆家嘴美食城，2000

年东昌路附近还有很多待拆迁的低矮民居……

陆家嘴不断刷新“浦东第一高”，东昌消防瞭

望塔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了告别的时刻。1999

年9月，在瞭望塔爆破的前几天，赵解平特意到

浦东第一八佰伴花6666元买了一架索尼摄像

机，双机齐发记录下瞭望塔离去的瞬间。

一路讲解“干货满满”
2017年，60岁的赵解平退休，他的陆家嘴

Citywalk三部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受邀讲了

20多堂课，主题离不开陆家嘴的变迁，还带着海

内外游客和本地大学生开启陆家嘴Citywalk之

旅，一肚子的陆家嘴往事让讲解“干货满满”。

2022年，赵解平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把七

八十卷旧胶卷整理、清洗、晾干，有了分享的想

法。之后，他学习排版、设计封面，终于迎来了

《老陆家嘴的路》的诞生。

浦东巨大变迁，每位亲历者都有自己的故

事，赵解平讲述了“接嫁妆的故事”。1985年12

月，他和亲戚早晨7时从西藏北路虬江路附近的

家，出发去浦东沪东新村未婚妻家接嫁妆，另外

托人借了辆公交车准备于11时到达沪东新村。

9时多摆渡到陆家嘴，谁料81路公交车终点站人

山人海却无车，后来才得知浦东大道堵塞了。好

不容易排队打上公用电话，对面却一直占线。等

到11时30分大舅子接到电话时，接嫁妆的公交

车已错过。“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都是经过一

番曲折才发展到今天，并非一帆风顺。把这个过

程记录下来，等于收藏了历史。”赵解平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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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出“陆家嘴        三部曲”

赵解平

    年生于上

海 ，摄 影 爱 好 者 。

    年起服役于上

海武警消防总队东昌

消防队，后在上海永

久自行车厂、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

（陆家嘴集团、股份公

司）工作。    年开

始拍摄浦东开发开放

的纪实类摄影作品。

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过

文艺评论、漫画、通讯

报道和摄影作品等。

历史的
印记应该留
存，只有了
解过去，才
能更珍惜改
革开放成果
的 来 之 不
易。

“

”

用镜头记录时代的退役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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