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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拍
文 l 赵艺婧    图 l QianLinnnnn

阿Q，1989年出生、短发、南宁姑娘，当下的状态是“游手

好闲”、努力学英语。阿Q享受这个状态，她常常随着自己的性子

去不同的城市，有时候和自己要好的小伙伴，两人一起拉着行李

箱，用胶片记录生活，边走边拍。

QianLinnnnn
Lofter 资深摄影师
QianLinnnnn
Lofter 资深摄影师Q&A

Q:你去过很多不同的城市，最喜欢这些城市的哪些地

方？

A:嗯，我是一个喜欢跑来跑去的人。出行不需要下定决心

或是做很多准备，如果有机会，又刚好有时间就出发。我去过的

地方我都蛮喜欢。我喜欢城市里最local的地方，路边摊啊，老居

民啊。

Q:举一个城市的例子呢？

A:我很喜欢上海的思南路。如果没记错的话，思南路夹在

淮海路和新天地之间，她就夹在两个异常热闹的路段之间，静静

地存在着。思南路边有许多漂亮的老洋房、特色的小店。走得累

了，就去便利店买吃的，买来就靠在路边吃，很上海的感觉。

Q:最近一次来上海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对这座城市很

熟悉？

A:也不是很熟，最近一次是2013年6月。我累积的航空里程

快到期了，刚好可以换一张到上海的机票，然后我又抢到一张回

程99元的特价机票，于是就来了。其实，我通常是按照食物找地

方。如果我说我是为了红宝石的奶油小方去的上海……会不会太

没有节操？我还喜欢上海的生煎和鲜肉月饼！我有个吃货的魂。

Q:你经常和另一个女摄影师一起拍照？

A:也没有很经常。奈西和我是在Lofter的小组chihato里认识

的，蛮聊得来。我们见了三次面，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做了三件不

同的事情。一次是在杭州chihato群聚会，奈西成为大家的拍摄对

象；一次是奈西路过南宁，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最近一次是2013

年，我们一起去香港跨年，拍了很多照片。

Q:这些香港的照片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A:美美的照片背后都是我们迷路的乌龙故事（笑）。找酒店

时，我们在水街迷路了。水街差不多是在香港的三环，是非常、非

常香港的地方。路上遇到很多桥头、上坡、密集的楼房、很多的人

和车，很漂亮的地方，我们俩好兴奋，喊着“要拍照，要拍照”。于

是我们就拖着行李箱，一路走一路拍。其实我们都很累，但是遇

到我们喜欢的上坡路，就什么都不管，丢下行李一起拍，两个人

都拍疯了。如此，我们差不多走了两公里的冤枉路，最后发现，酒

店就在我们下车地方的对面，过个马路，走过去一分钟都不要。

Q:香港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A:在香港你会有一种在看香港老电影的感觉，就是心里一

动，“啊，电影里的场景”。密密麻麻的楼，老香港吆喝的口音，街

道上密密麻麻的人和夜里闪烁的霓虹灯。

上海篮子
周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童年生活在石库门。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篮子

曾是上海人生活中的常见生活用品。那个时候，大人出去买菜用的可不是塑料

袋，而是篮子。记得早年，从石库门搬家，公共厨房里扔出来很多个篮子。“这正说

明那个时代，它是多么常见的生活用具。”

上海篮子很普通，不是古董，也不是收藏品，它是最寻常人家的生活用

具。2012年9月开始，周祺为她的《上海杂货铺》一书收集素材。篮子，成了这些杂

货中的主要物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她从上海城区和各个郊县收集了各种

各样的篮子。近日，这些篮子出现在了她的《上海篮子》展览中。

周祺发现，上海越来越大，城市化的进程，也让这些上海本土的手艺渐渐失

传，手艺人越来越少。在边收集边记录的过程中，她有了更强大的动力。这些篮子

的故事，手艺人的故事，成了珍贵的上海手艺人的生存样本。

写生的时候总会引来不少人围观，有路人，有邻居，或师傅的家人。他们在周

祺掏出本子提笔开始画的同时，仔细地观察她的每一笔，再端详一下正在干活的

师傅，慢慢开始在意起这位近在眼前，而可能平时被自己忽略的人，关心起他的工

作，以及他编的篮子。这一刻，她倍感欣慰，但编篮的师傅却没有如她一般“沾沾

自喜”，而是同日常一样劈蔑和编制，动作娴熟、灵活。

篮子的学问
周祺采访的第一位对象，是生活在朱家角镇，卖篮子也编篮子的朱师傅。“我

问他能不能编个‘杭州篮’，他告诉我‘杭州篮’要用杭州的竹子才能编，而且这种

篮子也都是从杭州进货过来的。”这种篮子是她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跟着父

母去菜场时，最常见的“买菜篮”。如今在上海市区，几乎不会有人拎着篮子去菜

场了。 

2013年10月，周祺挎着“杭州篮”经过虹口区一条热闹的菜市街，有阿姨投来

好奇的目光，还有长辈把她叫住：“你是不是从别的区过来的？”

周祺很惊讶，他们怎么一眼看出了她的来路。“我们这边以前买小菜都是用圆

的篮子，不太用这种‘杭州篮’的。”有的阿婆索性跑回家拎着他们以前用的篮子来

给她看，虽然两种篮子都是圆形的，但高度不等，疏密也不一样，编法自然也有不

同。她这才理解，正是手上这只篮子让她的身份“露馅”了。“虹口和杨浦地区，是

不用这种‘杭州篮’的。”

周祺前前后后采访了十五六个老师傅，他们的年龄，最小65岁，最大的78

岁。藏在上海乡间里弄的老师傅，年事已高，听力也不太好，大多说着本地方言，虽

然他们说的都是上海话，可是彼此之间区别却很大，有时根本沟通不了。

一次，有个有趣的误解。当时是在奉贤。周祺认为，其实最难懂的上海方言就

是奉贤话。她跑到那里，问了当地一个阿姨，“这附近哪里有卖篮子的？”阿姨说了

半天，她愣是听不懂，花了15分钟时间，她依然还没有打听清楚，这附近究竟哪里

有卖篮子的。最后，她无功而返。奉贤，成了她唯一没有找到篮子的地方。

做人的学问
周祺对老手艺师傅的生活特别感兴趣。一次，她问一个老师傅，“每天编一

样的竹篮，不烦吗？”老师傅答道：“其实，每天做的竹篮都不一样。”因为心情变

化，竹篮也有了变化。这些老师傅他们都很随性。没有谁规定死，今天一定要做多

少个。完全凭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做十个八个也没问题，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一

个也不做。从他们的生活中，周祺看到了随遇而安。

这些老师傅已经习惯了做这些老手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息很规律，日出

而作，日落而归，有点收入，活动下筋骨，足矣。

一年多来的实地探访，周祺的作息时间表也几乎与这些老年人同步了。有

时，为了和南汇的老师傅8点钟碰头，她6点钟就要出门了。每天下午5点，她设置的

闹钟固定会响几声。这个时间给老师傅打电话，准没错，他们一定会接电话。

周祺说，以前自己可能不知道如何和长辈们沟通，这些老师傅，都是爷爷辈

的，从他们那里不但看到了手艺，也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这些老人很容易满

足，心态很好，每天忙忙碌碌，吃得下，睡得着。

Q:你收集的上海杂货很多，为什么以篮子做展？

A:我在收集《上海杂货铺》的素材中，收集到了很多篮子，篮子在早

期上海人的生活中很具代表性。

Q:你只调查了上海篮子？

A:是的，我对外地篮子没有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上海的很多篮子

都在外地进货，但是我主要采集调查的样本都是在上海各区县找来的篮

子。例如，在虹口杨浦，他们就不用“杭州篮”，而是用“常州篮”，一种圆形

篮子。

Q:展品中还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手工艺制作档案？

A:我们在查地方志和文献的过程中，找到了德裔美籍汉学家伯特霍

德·劳弗先生1925年出版的《中国篮子》一书，得到很多借鉴，他是为芝加

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藏品而来。

Q:1925年的竹篮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A:这个很难说清楚。用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现在竹子的稀缺性，当年

很多编篮子的材料现在都找不到了。制作工艺也会变化，功能随着用途的

变化也在变化。以前，人们就连旅行也会挎着一个篮子。状元会用篮子装

文房四宝，可是现在，篮子的功能都变了。

Q:去探访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有趣的故事？

A:其实，每次遇到不同的师傅，都会有各种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在崇

明县实地探访时，我找到了一个师傅，他仍旧在自己家里种竹子，然后在用

自己种的竹子编竹篮。他还种了许多外地的竹子，有红色的，有绿色的，问

他这些竹子叫什么名字，他说，这些竹子都不能用来编竹篮，都叫“看

竹”。这些老人未必知道这些竹子的学名，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记住这些

竹子。

My Shanghai
我的上海 周祺，自由撰稿人、插画

师、设计师。她奔走在
上海郊区，采集上海手
艺人的生存样本。

文 l 冷梅    图 l 受访者提供

同名不同型的竹篮

上海每个地区的竹篮叫法不尽相

同。就算是造型一样的竹篮，在青浦

叫做腰子篮，而到了七宝，就叫做淘米

篮，其中属嘉定徐行的草编最出名。

名字一样的竹篮，有时造型也会略

有不同。例如，都叫做“杭州篮”，青浦

一带和浦东新区一带的造型就不太一

样。例如把手、篮子深度、编织手法等

等，这些细微之处，也加入了草编师傅自

己的想法，不同地方的师傅，会根据客户

的需要，做些微调，进行改进，进而每个

地方就有了些许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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