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交媒体上的上海倒是和现今都市剧里的画风一致/《三十而已》剧照

好看的武康大楼这两年红出天际妥妥的“宇宙第一网红”

在歪果小姐姐的指导下我给她拍了张类似这

样的 ins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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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四如春都“网红”了。

这是一家卖锅贴、小笼、冷面等上海传统

小吃的饮食店，开在普陀区一条叫石泉路的

小马路上。

它周围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起的

工人新村，甚至它的门面就开在一幢老工房

的底楼，招牌上面便是上海特色的球门式晾

衣架。

这样的地理位置，按理来说在普通食客

和游客的视野之外。

况且在吃冷面的季节，上海不乏冷面做

得好的老字号。静安的美新，老南市的大富

贵，杨浦的一心斋，虹口的又一村……原本平

分秋色，各有拥趸。

四如春食府的冷面水准虽然也算上海第

一集团，毕竟是偏居沪西一隅，本来只是附近

居民的心头好，颇为低调。

但今年不知是哪位 KOL 翻了四如春的

牌子，奉它为“上海冷面的天花板”。

这句文案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传播

效果也确实厉害。如今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

输入“上海 冷面”这样的关键词，搜索结果

有一大半是四如春。

只是已很难分辨究竟是谁带火了它，因

为这些视频、帖子的遣词造句出奇地一致：

“冷面天花板”，“冷面鼻祖”，“近百年的老

字号”，“电风扇吹出来的”，“上海人谁不知

道四如春”（———好像全上海人民都从小吃

到大一样）。

从文案到画面，这些内容有如批量生产

一般，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但到底是产生

了滚雪球效应，把原本深藏功与名的四如春

推到了今年上海冷面届的网红第一名，吸引

了全上海的食客前来打卡。

看大众点评上的网友评价，有驱车二十

多公里耗时 40分钟接上闺蜜一起去打卡的，

有起个大早赶头班车换二部公交 6点不到就

到店的，还有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大晚上从

浦东赶过去的。

以至于这样一家开在老社区里的饮食

店，排队排出了淮海路光明邨的赶脚。高峰时

候，前后要花上半小时才吃上面。

由网红带头，引发更多网红跟进，新媒体

传统媒体一起加入，最后带动大众也纷纷去

打卡……这就是今天一个“网红打卡点”的

发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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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上海本地的年轻人热衷于打卡四

如春这样的本地级”“网红”，全国各地的游

客来到上海，打开小红书、抖音一看，就也奔

着全国级的“网红”去了。

先是武康大楼成了“宇宙第一网红”，楼

下的六岔路口分分钟走出鼓浪屿的感觉；接

着是同一条路上的“蝴蝶结阳台”刷屏，把楼

上 80 岁的老奶奶活生生逼成“迪士尼在逃

公主”；前些日子，又有复兴西路上良友公寓

的住户抱怨，自己住的大楼“被迫营业”，总

有人溜进来打卡……

如今年轻人查找旅游资讯、分享旅行点

滴的平台已转向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

如果说这些年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长

沙、重庆、西安等“网红城市”异军突起，成为

了炙手可热的旅游城市。

那么相比之下，上海这个老牌旅游城市

的表现也毫不逊色。

今年“五一”期间，上海力压一众“网红

城市”，成为全国人气最高的旅游目的地。

短短五天时间，魔都接待了游客 1688.9

万人次，同比 2020 年增长 138.88%，同比

2019 年增长超过 20%；消费约 400 亿元，同

比 2020 年（约 95亿元）增长了约 321%。

小红书提供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上海的

持续热度：在对城市名的搜索中，“上海”的

搜索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当红炸子鸡”长

沙。

而且，“上海迪士尼”的搜索量几乎与

“上海”持平，对“上海”的搜索起到了一定

的分流作用。

在上海，大家追逐的“打卡点”越来越

“小众”了。

仅仅在两年前，网友在小红书上就上海

的旅游地进行搜索时，排名较高的还是田子

坊、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人民广场、外滩以

及上海博物馆、科技馆等等，以传统知名景点

为主。

到了 2020 年，上海本地最受关注的景点

依次为迪士尼、韩国街、武康路、田子坊、愚园

路等等。

韩国街在哪里，可能很多上海市民都摸

不清方向，可见小众特色景点的关注度猛增。

与此同时，安福路、淮海中路、巨鹿路、永

康路、甜爱路、思南路这些上海特色街道的热

度也快速上升。

而在今年，大家的口味更加“刁钻”了。

不仅各个特色街道在整体热搜中的排名进一

步上升，一些更为小众的“打卡点”，比如以

前从未听到过的、远在郊环外的宝山净寺，成

了今年的新网红。

如此看来，老字号四如春“被网红”也就

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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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颜的时代，哪怕是对一个地

方而言。如今衡量一条路、一家店会不会火，

最重要的可能是看它好不好拍。武康路的走

红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小红书的站内数据来看，武康路相关

笔记一直在站内有发布，但它真正开始走红

是在2018年初。

这一年的年初前后，网红咖啡店% Ara-

bica、老麦咖啡店以及皮爷Peet’s相继落户

武康路。

小红书博主成为最早一批探店打卡的顾

客。他们探店后发表的笔记，又促使其他人来

自从“网红”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以后，上海跟“网红”有关的新闻就没断过。

当奔波了一天的打工人葛优躺在沙发上，刷着社交媒体上“网红”们 po 的“网红打卡点”时，可能会有一些恍惚：这是我天天生活

的上海吗？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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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成为中国最佳“背景板”……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打卡。

这一时间段，武康路相关的笔记数量快

速上升，在打卡美食的同时，博主们把如何在

武康路拍照写进了笔记。正是这一点，拉升了

武康路的热度。

到2019年，在小红书上，“下午茶”、“探

店”、“拍照攻略”等在有关武康路的笔记中

成为高频词。

同时，武康路也更多地被列入“上海拍照

打卡攻略”路线中。这一年与武康路相关的

热门笔记，包括“上海旅游攻略”、“上海8家

高颜值的热门brunch”等等。

这些笔记进一步种草了更多年轻人。

2020年疫情之后，无法走出国门到处浪

的年轻人只好周边游、短途游。武康路的相关

笔记发布量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这一增长

到了2021年就更为显著了。

2020年5月，小红书上武康路笔记的发布

量与2019年5月同比增长约70%；而2021年5

月比2020年5月同比增长了约3.5倍。

许多有关武康路的笔记开头第一句话就

是“很好拍”、“太好拍了”、“拍照超美”。

哪怕是本身算不上好拍的地方，如今谁

还会po原图呢？一定要加层滤镜，把它变成

大片。

于是，四如春有了“舌尖上的中国”feel；

黄浦江上2块钱的过江轮渡，有了日式小清新

的感觉。

想起前不久去家附近的鲜花批发市场，

碰到两个高高瘦瘦、打扮得很好看的男孩

子。

那是一个以价格便宜取胜的批发市场，

鲜花一捆捆放在塑料铅筒里，毫不诗情画意。

相反假如没有好眼力，很可能买回去的花没

两天就蔫了。

两个男孩在市场里眼神游移、环顾左右，

并不像是来买花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鲜花市场楼上有个服装市

场，走的也是低价路线，原本是阿姨爷叔们淘

便宜的地方。

但在博主们的包装下，它的关键词成了

“上海最大古着市场”、“复古风”、“vin-

tage”。

那两个男孩应该也是来外拍、找素材的。

博主们为了发掘新的“打卡点”真可谓挖空

心思、掘地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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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人人都追求小众，但当有新的

“网红打卡点”出现时，大家一拥而上，最后

大批量复制了相同构图的照片、相同措辞的

文字。

为什么这些“网红打卡点”人人都去，却

依然人人都要去？

在研究小红书的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副教授朱杰看来，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拍照

打卡”这个行为。

“今天，人们拍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他说，“以往在景点前拍照，叫作合影留念。今

天到了网红景点，最重要的拍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自拍；另一种是专业团队或者模仿专

业团队式的拍摄。”

“我们以往对于旅游的理解是自己向外

界敞开，去了解一个城市。而今天，这已经不

重要了。这些地方的功能、价值就在于它适合

拍照。它衬托出了置身其中完美的我，或者说

我想看到的我。”

“在这种拍摄中，‘我’永远是焦点，由此

获得满足感。这就是今天社交媒体与网红景

点之间的关系。”

朱杰把这种旅行、打卡称为“数据库式的

消费”。

“我要为自己的数据库增添某种素材，比

如这个街道体现了某种浪漫摩登的感觉。至

于它的历史脉络，跟这个城市里的人的日常

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大家并不关心。”

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内容不断滚动、更

新。“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要不断更新自己的

‘数据库’。照片拍一张是不够的，要不停地

拍，不停地更新。”朱杰说。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互动性，点赞、评

论等等也在无形中放大了拍摄、发布行为的

影响力。可以说，今天人们‘自恋式’的表达，

与现代媒介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其实不光是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如今

天下大同，歪果仁也这么玩。

曾经在巴黎的东京宫门口碰到一个网红

范儿的歪果小姐姐，请我给她拍照。

当我热情地数着“one two three”提

示她做好准备时，她置若罔闻，仿佛我和镜头

不存在一般，撩着头发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

看右边———模仿网红大片式的拍摄，就是要

这样才能po到Instagram上嘛，或许她心里

在默念：碰到一个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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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今天社交媒体上的上海画像，

关键词大概是：摩登、精致、小资、洋气、浪漫。

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掩映着各式花园洋

房、石库门里弄；陆家嘴的霓虹闪耀，与外滩

的万国建筑形成现代与复古的对话……

上海确实“很好拍”，在中国确实很难找

到第二个城市的景观像上海这样。但这些只

是上海的一个面相。

在上海为生活奔波的打工人们刷着抖

音、小红书上的上海，感到傲娇的同时难

免会有些恍惚：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上海

吗？它那么美又那么远，像是在一个平行

宇宙里。

“‘网红打卡点’在不断地自我重复。而

且社交媒体的特点是精准推送，导致你看到

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朱杰说，“这是一个

信息茧房，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从硕士念到博士后，朱杰在上海生活了

九年。他知道，上海除了摩登、魔幻、后现代的

一面，还有许多不同的面向。

“我们以20世纪为例，1949年以前，她既

是十里洋场，也是左翼文化特别集中的地方。

1949年以后，上海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业基

地工业城，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讲

的就是上海的这个部分……”

戴旖旎（化名）的公司在武康路旁边。

她发现，这条多年来与她的生活有着关联

的马路，成了人们匆匆打卡拍照的背景

板。

“并不是说成为‘网红’不好。只是当社

交媒体的声量太大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其他

面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当网友们大老远赶到四如春吃冷

面的时候，可能不会知道它旁边有许多新村，

当年是为了解决大批产业工人住房困难而兴

建的；

在过江轮渡上拍大片的时候，可能不会

知道很多人选择它是因为这是非机动车过江

的唯一选择；

在服装批发市场拗造型的时候，可能不

会知道旁边的苹果花园里才藏着上海人的真

实生活。

工作日中午 11 点多四如春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队

“五一”小长假的外滩走近了看是窒息拉远了看是密恐

社交媒体视角的轮渡 VS 普通视角的轮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