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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人物
去过 20多个省份、110多座城市

专拍千禧年建筑的他在上海拍了啥？

每次来上海都要逛凯旋路

新年更替后的第一周，摄影师小铁在上海度过。这是他第
三次来到上海，每一次抵达上海，他都会逛一遍凯旋路。
“初中的时候我和家人一起来上海旅游，去了外滩、陆家

嘴、豫园这些游客常来的地方。途中，在坐地铁 4号线的时候，
我注意到凯旋路上有一大片形状各异的住宅楼。高考结束后，
我再次来到上海，特地骑自行车，从虹口足球场车站开始，沿
着凯旋路，一路骑到中山公园。这次来到上海，我再次来到凯
旋路附近拍照，并且特地去寻找那些千禧年的住宅楼，又感受
到了此前未有的震撼。”
小铁出生于 2001 年，从 2022 年开始，他在社交平台分

享自己拍摄的千禧年老楼的照片。2024 年，大学毕业后，他自
北向南开启了自己的“全国巡拍”之旅，上海是其中的一站。
“从打浦桥向南走 500 米以后，能够看见一片贴满黄色

瓷砖的塔楼，在阳光下亮堂堂的，很有梦幻感；在人民广场附
近有一个叫做明天广场的建筑，它就像一个整装待发的火箭，
和科幻电影里一样；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上海广播大厦，它的尖
端就像一个宇宙飞船一样，看上去像外星建筑……”
小铁告诉记者，这一次来上海，最主要拍摄的是曹杨路和

上海火车站的周边区域。与他去过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千禧
年建筑更密集、更前卫、更高耸。
“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的建筑很吸引我，今年 5月我还会再

来一次。”

从卡片机开始摄影之路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千禧年初，彩色玻璃幕墙成为一种
流行的建筑元素。许多建筑的立面上常用绿色、茶色、蓝色等
彩色玻璃。
“小时候透过这些玻璃，外面的世界全都变成了蓝色或绿

色，很梦幻。我可能天生就对它们感兴趣，不管是马赛克、彩色
瓷砖，或者玻璃幕墙。”
小铁的网名“铁合西街东”，源自他家楼下的铁合西街，

那里是吉林市区的工业区，离中心城区近 10公里。
“在吉林大街的两侧，有一排建筑，包括当地很有名的移

动大厦、建业大酒店……是吉林市的市中心。因为离家很远，
一个月或更久才能去一次。那里正是我心心念念的繁华所在，
是我对未来城市的具象化呈现。”小铁说，这里是他成长的地
方，直到现在，仍然时不时拿着相机来到这里。
“现在这里还是吉林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不过，建业大酒

店附近有一个商业街，曾经是吉林最繁华的商圈，现在两边的
商铺全部都关门了，每次经过都感觉很失落。”
初一的时候，小铁拿着一台卡片机开始了摄影之路。“主

要是拍一些街景，那个时候还不懂构图，拍的很不好。”
因为对建筑的痴迷，并立志从事建筑方面的艺术创作，高

中毕业后，他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建筑学专业录取。系
统地学习，使得他可以像工程师一样“解刨”建筑。“上学的时
候，我们经常要画各种视图。这些标准视图，为我的构图提供

了很多的参考。”
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家人给他买了一台单反，不过因为

快门次数使用太多，那台相机只用了 3年就坏了。后来他淘了
一台二手的相机，机身加镜头一共 3000 多元，一直用到现在。
“上大学的时候，拍的最多的是北京和吉林。后来北京的

建筑已经不够拍了，就慢慢以北京为原点，拓展到大连、沈阳、
太原、合肥……每次想出发就出发。”

从北拍到南，去了 110多座城市

2024 年 7月，小铁大学毕业，从北京回到吉林，把沿途的
河北和辽宁城市都去了一遍。9月他又坐火车去了山东、河南
以及安徽的部分城市。最近的一次行程，他从福建出发，接着
来到广东，发稿时已经抵达了海南，这一趟的目标是把整个华
南走一圈。
“我一般按火车班次规划路线，每个城市会待六七天。”

小铁说，每到达一座城市，他都会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地图迅速
找到自己的目标：“当我到达一座城市，首先会在地图上找到
商业区。如果说商业区周边的路网比较零散，小路较多，肯定
是老城区。另外，每座城市火车站到市中心的道路都很重要，
通常会有一些写字楼，这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如果我在一
座城市待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把老城区所有的路都走一遍。”
当然并非每次都能如愿。
“有时候我看着地图，预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建筑，过

去却发现整条街都被翻新了，但我还是会把现在的样子给记
录下来。”小铁认为，这并不是挫折，而是旅程的一部分。真正
的困难来自交通和天气。
“我到过很多地方，城市交通非常不方便，只能早起在路

上折腾很久。如果遇到一连好几天都在下雨就更麻烦了，只能

冒着雨拍，或者等待雨停。”
从华北跃迁至华南，镜头中都是全新的天地。
“南方建筑需要防潮，很多外墙都会贴上白色或者马赛克

的瓷砖，北方建筑的外墙需要刷保温材料，很少能见到瓷砖直
接贴在外面。北方的老式单元楼更有规模性，很整齐，而南方
有很多零散的建筑。”
抛开最熟悉的吉林和北京，广东江门是目前最令他印象

深刻的一座城市。不仅是因为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有港澳特色
的建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南方的春节氛围。
“大年初一，我沿着江骑车，逛了很久，那里非常热闹。广

东过年的时候有花市，满街都在卖花。”
根据小铁最新的统计，至今他已经走过了全国 20 多个省

份（自治区、直辖市）的 110多座城市。
“等拍完了华南，我打算去云南、贵州……到西部省份去。

目前，我的计划中一共有 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和 200
多座城市，预计今年 6月份完成。”

收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

“全国寻拍”最初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如同无数家长一
样，小铁的父母希望他继续深造，然后找一个稳定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去其他省市，我没有告诉父母。大学毕业，

得知我的计划以后，父母非常生气，但是随着我去的城市越来越
多，也被一些媒体报道，父母越来越能认可我的照片的价值。”

比起家人的精神支持，费用难题更令人头疼。现在，小铁
路费全部来自大学毕业之前节省的生活费和兼职收入。为了
维持拍摄，他只能优先选择住青年旅社、吃路边摊，每天食宿
的预算仅有 60元。
“如果一直不挣钱的话，我存下来的钱还够坚持一年

半。”小铁说，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自媒体能够给自己带来收
入。目前，他的社交账号有 13.1 万粉丝，建筑、梦核、城市记忆
是给账号的标签。
“梦核”是指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做梦般的感觉的某种核

心集体记忆片段。近几年，“中式梦核”以及这一网络热词的
背后，属于“90 后”和“00 后”的集体怀旧在互联网上走红。
典型的内容包括学校的花藤长廊、奶茶店里五颜六色的奶茶
粉罐子、可以拼接使用的铅笔……也包括小铁拍摄的千禧年
建筑，这使得他的帖子常收获极多同龄人的讨论与共鸣。
“有很多人看到我拍摄了他所了解的建筑，在评论区分享

自己的故事。有些人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城市拍摄。有时候到
达一座城市，还会有人主动带我一起，去他所熟悉的千禧年建
筑附近。大家的感受都是相似的，这些建筑是小时候的影子，
是属于那个黄金年代的欣欣向荣的梦。”
不过，小铁的社交账号目前还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
“现在来找我的广告，和内容的调性相差太大了，所以我

还没有接过广告。等完成这次寻拍后，我应该会在家附近找个
工作，以后不会再像这样长时间待在外面了。”小铁说。
“如果能有收入，哪怕只有一点，我都会继续。不然的话，

只能先从梦里走向现实了。”
见习记者 崔逸星五颜六色的广东砖

仲盛金融中心 上海广播大厦 兰生大厦

从北方整齐的“老式单元楼”到南方的马赛克瓷砖，“00 后”摄影师小铁走过 20 多个省份、110 多座城市，用镜头打捞着千禧年建筑的“黄金幻梦”。不久前，他
又来到上海，拍下凯旋路附近的居民楼、如同“火箭”的明天广场、外星飞船般的广播大厦……

在互联网上，他的照片成为很多人追忆“那个发着光的年代”的集体切片，而现实困境也如影随形：存款仅够支撑一年半的他坦言，“若收入始终为零，我只能
从梦里走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