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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 青浦区思源小学举行了 “闪光的成长之
路”第二届五年级毕业典礼。

典礼在《放心去飞》的旋律中拉开序幕，师生
家长手持象征梦想与寄语的时间胶囊步入会场。开
场视频《思源学子》深情回顾了孩子们四年学习生
活的点滴瞬间。在“成就篇”环节，主持人细数了思
源小学建校四年与学子成长的同频共振。典礼的高
光时刻是“烈焰优秀毕业生”颁奖仪式。学校副校长
顾春花宣读获奖名单，学校校长王慧为学子颁发烈
焰毕业生徽章。校领导们随后为每一位毕业生颁发
毕业证书，全场高唱校歌《思源之光》，激昂的歌声
承载着对母校的深厚情感。

学生代表张安欣分享了真挚的成长感言。随后，
毕业生代表向学校献上感恩礼物雕塑“思源之书”，
这将时刻提醒着思源学子“明德本，乐思问”，校长
也回赠了饱含期许的纪念品，完成了爱的双向传递。
亲情时刻尤为动人。学生们将写给父母的信《一年
后的你》交到父母手中。全体学生面向父母齐声道
出“爸爸（妈妈），谢谢你！”并深深鞠躬。现场还随
机抽取了四位家长，请他们对“十年后的孩子”说出
寄语，传递了深远的爱与期盼。“回眸篇”通过毕业
班精心制作的成长 PPT 合集，带领大家重温多彩童

年，引发无限感慨。舞蹈《寄明月》、合唱《明天》、表
演唱《如愿》、深情演唱《传奇》，以及拉丁舞表演
《这世界赠予我的》等节目，展现了学子的多才多
艺。在庄重的“感恩篇”，学生代表向十位教师代表
敬献鲜花。全体毕业生向教师们鞠躬并齐声道谢：
“老师，谢谢您！”一段学科组教师的祝福视频，传递
了不舍与期望。班主任朱思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为
孩子们送上临别的谆谆教诲。歌曲《再见》唱出了依
依惜别之情。

典礼尾声，《绿叶对根的情意》的歌声悠扬响
起，诉说着学子对母校深深的眷恋。毕业生们牵着父
母的手穿过象征成长与未来的通道，在教师们的夹
道祝福与目送中，告别小学校园，满怀信心地踏上青
春新旅途。

青浦区思源小学：闪光的成长之路 以母校为荣奔向未来

� � � � 6 月的阳光洒满校园， 五年的时光在此刻凝结
成最珍贵的回忆。 御桥小学举行了 2025届毕业生的
重要时刻———“青春不散场，扬帆再启航”毕业典礼。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和珍藏的日子。 2025届毕业班同
学迎来了专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毕业典

礼。 五年前，他们带着满脸的稚气和对知识的渴望，
踏进小学的校园。 五年后，他们将从这里扬帆起航、
放飞梦想。

在温馨的毕业主题背景中，主持人深情开场，向
全体师生、家长及来宾致以诚挚的问候，介绍出席
典礼的校领导、老师和家长代表，并正式宣布毕业
典礼拉开序幕。御桥小学校长管建平满怀深情地为
毕业生送上祝福，回顾了孩子们五年的成长点滴，
并勉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勇敢追梦、永葆初
心。校长的谆谆教诲，让在场的每一位学子都倍感温
暖与力量。

学生家长代表上台致辞，表达了对学校和老师
的衷心感谢，同时也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带
着母校的教诲，在新的征程上自信前行。伴随着悠扬

的音乐，各班学生代表全班同学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这一刻，象征着五年小学生活的圆满落幕，也标志着
新的人生篇章即将开启！

活动最后，毕业生代表用真挚的语言，表达了
对母校的感恩、对师长的敬意、对同窗的不舍，并承
诺将带着母校的期望，勇敢迎接未来的挑战。学生
们手捧鲜花，向陪伴他们成长的任课教师们献上最
诚挚的感谢。一束鲜花，一个拥抱，诉不尽浓浓的师
生情谊。

青春不散场 扬帆再起航
———浦东新区御桥小学 2025 届毕业典礼圆满举行

再见 1980年上海街头的你
英国人带着 45年前在沪所拍照片来办展，“吸引我的开放和友好仍然存在”

1980年 ，23 岁的英国人迈克·埃默里
（Mike Emery）在日本神户登上一艘前往中
国的游轮， 在船上同时担任摄影师和赌场
荷官。

游轮上大部分乘客是富有的美国人，
他们成为彼时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最初迎来

的几批境外游客之一。 游轮经停天津港，迈
克和船上所有人从那里上岸， 然后坐着绿
皮火车、 在车厢内满溢的烧鸡香气中一路
晃去了北京。

他们在北京包下 14 辆大巴，每辆大巴
上包括一名翻译和一名陪同人员。 之后，所
有人又随船南下，抵达上海。 接着，是香港。

他在这次航行中一共留下 400 多卷胶
卷，除去船上的工作照，大部分来自漫步于

北京和上海街头时的发现。 1980 年的上海
相对于北京整体氛围更为宽松， 这也让他
有了更多在街头漫步和发现的空间。

45年后的今天， 迈克和我们相约地处
西岸的美高梅酒店。 从 59 楼的玻璃窗向外
眺望，黄浦江水似乎触手可及，他甚至可以
依稀辨认出当年他们上岸的方位。

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英国人才意识到，
自己于 1980 年第一次来华，其实是在无意
中见证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的

时刻。
今年 7 月，那些拍摄于 45 年前的老照

片就将在上海首度向公众展出。 他为这次
展览取名：《很高兴见到你》（Nice to meet
you）。

当时，他的冲印房就设在船上。不幸的是，
那艘船后来在香港被扣押了，因为船主没付港
口费用，它此后再也没出航。

由于船被扣押所有人不得不匆忙离船，因
此迈克还留下很多底片没能带走。“我想办法
带走了其中的大部分，但船上还有很多底片是
我想要而没能带走的，这让我很难过。如果它
们还在，对我现在找寻那些老地方也许会有帮
助。”
迈克再次回到中国，已是近 40 年后的

2019 年 1 月。这个英国人后来选择在澳洲
定居，那里有一个经商的中国朋友看了他拍
摄的照片后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回中
国？”他说，自己正在等待合适的时间。“不
要犹豫了，下次我回去的时候，你和我一起
回去。”朋友就这样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上
了飞机。
他们先飞到了上海，在这里待了一周，然

后去了北京。他突然想到，其实可以拍一组今
昔对比的照片。他在朋友的陪同下尝试寻觅
自己 40 年前拍摄的那些地点，在原址再另拍
一组新照片。在上海，他们大概找到了其中 10
到 12个点位。
2019 年年底，他的图册《中国 1980》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到现在为止，已经卖
出了超过 2万册。“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数字，
我们并没有做太多推广，而更像是让照片自己
去和人们交流。”

今年 7月，迈克拍摄的那些老照片即将
在上海富士影像共享空间 （Fujifilm X
Space）向公众展出。
“我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人来观展，因为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次展览找到
书中的人们。当年我每次只有几秒钟时间拍
照，然后他们就此消失了。但我想找到他们，
想听他们讲述自己当时和后来的生活是怎样
的。”
在迈克看来，这些人非常重要。

“我称他们为普通人，无论男女老少，正
是这些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将中国建设成了今
天这样的强国。”
他曾经找到过老照片中的两个女孩，她

们都是他在北京时拍摄的，如今都已奔五了。
“但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照片里的上海人，我
想，如果通过展览把人们吸引过来，通过口口
相传可能会给我多一点机会找到书中的
人。”
展览的名字就叫《很高兴见到你》。
作为一名总是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摄

影师，也许没有比“很高兴见到你”更适合的
开场白了。“这是一种传递出友好的行为，正
如这本书中的最后一张照片。当时我和几位
女士在田间，我正在和她们握手，这就是我过
去常做的事。一边和陌生人握手，一边对他们
说‘很高兴见到你’”。
即使现在，当他不再频繁地进行街拍，他

仍然把这句话看作是一种让人们感到亲切的
招呼方式。“尤其是在上海，人们总是非常开
放。当你伸出手说‘很高兴见到你’时，他们
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这是一种打破僵局
的方式，让人们快速走到一起。”
这句话曾经在 1980 年适用，而在 2025

年的今天，它依然适用。毕竟，在迈克看来，上
海人除了衣着和女士妆容的改变，其他并没有
太多变化。
这两年，他频繁地来上海，仅去年一年就

来了至少七次。“上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
陆家嘴 CBD的快速崛起，也不是人民生活质
量的普遍提升。而是他们脸上的那种神情，在
45年里都没有改变。”
“今天唯一的变化就是人们的穿着，还有

女士们开始更大胆地化妆，很多人都涂着唇
膏，这在1980 年的上海是见不到的。但是，这
里曾经深深吸引我的开放和友好仍然存在。”

晨报记者 沈坤 丁梦婕

搭乘游轮去旅行这件事，只有零次和
无数次。
少年时期，父母常带他去坐游轮。“一

旦你坐过一次游轮，就会一直惦记那种感
觉。”
后来，迈克主修了视觉艺术和传播，并

完成了专业的摄影课程。到了进入社会的
年龄，他开始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才能登
上游轮工作？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想在游轮上谋得一份工比如
今更难。
因此他又现学了一些荷官的技能，心

想如此一来就可以在船上打两份工，老板
会觉得更值。他就是这样被雇佣的。
1980 年初，迈克飞到日本大阪，然后

在神户登上了游轮。他当时对于自己的前
程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这艘船会去中
国，但对于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此外
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那是一艘刚刚翻新的游轮，它第一次航

行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在这个年轻的英国人
看来，这次经历非常特别。“因为中国当时
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们体验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百姓生活。”
但等他真正将脚跨上这片国度的时

候，才发现当时所谓的开放其实并不彻底，
那和他时隔近 40 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是截
然不同的体验。
一船人住在北京当时仅有的接待外宾

的宾馆之一———友谊宾馆里。2019 年，当
他再次回到北京时，惊喜地发现这家宾馆
至今仍在市中心运营。他走了进去，那里
依然保留着昔年那个美丽的宴会厅。
45年前的那个晚上，这群外国人享用

了一顿美妙而充满仪式感的晚餐。迈克至

今记得，“当北京烤鸭被端上桌的时候，所
有人都发出了欢呼声。”
第二天，他们上了巴士，被带去了长

城。回程中又在明十三陵停留，然后回到
北京火车站，搭火车回天津，并重新登上了
游轮。
在海上度过两天后，轮船到了上海。

他们在黄浦江边的海外客运码头下船，自
由活动一段时间后再回到船上过夜。
对于迈克来说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作

为外国人的他当时下船并在上海街头闲逛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去哪里都可以，没
有人会来管你，我就像生活在上海的每一
个人那样自由。”他说，“所以我当时在上
海拍到了更多照片，看到更多人并且与当
地人更多地交流。”
所谓的交流，因为语言的障碍，更多是

依靠肢体语言和表情，这对性格外向的他
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沿着南京路走啊走，
突然间就会有很多人朝你走来并围拢在你
身边。因为我对于他们而言基本上是个外
星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可能从未见
过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他开始向人们挥手、做怪腔，然后大家

就开始笑。他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和他们
的交流，“通过对我动作的反应，往往也会
带出他们的一部分个性来。”
“在我的照片里，人们展现出的是率

真的目光和明亮的微笑。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故事要讲，而我能做的就是试图把他们
的故事视觉化地呈现出来。正如你可能会
通过我的照片看到的那样，只有非常少的
照片是我没有掌控整体以及人们的笑容和
兴奋神态的。对我来说呈现他们的性格特
征是重要的，因为那是全新的体验。”

在 1980年的上海街头闲逛
就像每个上海人那样自由

在 1980 年春的上海，迈克除了拍照，最多的
时候是在迷路，不断迷失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但他并不慌张，因为身边那些上海人善意的面孔
让他感到安全。
“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摄影师而言，迷路就

是全部意义所在，不是吗？当你迷路时，也许会看
到些什么，也许会发生什么，让你能拍到照片。最
后，你也总是能重新回到正确的路上。”
接下去，是又一次登岸，他再走上一条通往不

同方向的道路，让它把自己带去别的地方。他依然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哪里，但是他完全无所谓。
45 年之后他这样回忆当时碰到的路人，“我

在上海似乎能从人们那里得到更好的反应，他们
好像更外向一点。所以我一直更喜欢上海，我认为
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差别至今存在。”
45 年前上海的一些地方曾给他留下过深刻

的印象，比如外白渡桥。在那里，他曾为一个来自
北美的轮滑青年拍摄过一组四张的照片。
“我们船上当时有几名理发师，他就是其中之

一。这是个特别的家伙，我不确定他是美国人还是
加拿大人，但他的性格有点出位。”迈克回忆，有一
天理发师来找他，“‘我带着轮滑鞋，我想滑行穿
过那座桥，你能帮我拍张照片吗？’我说，‘当
然’。”
“我不认为在那以前有人曾做过这事。当时是

1980 年，我不认为此前有任何人曾经把自己打扮
成那样，然后踩着滑轮鞋横穿外白渡桥。”
在拍摄前，理发师进行了一次小型试滑。因为

桥上不断有老式公交车和自行车经过，所以他们
不得不站在桥边等待了一会儿。人们很快开始聚
拢来，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短的时间里，桥
的两边就挤满了人，都在等着看接下去会发生什
么。然后，理发师就开始脚下生风滑行了起来，迈
克捕捉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他指着照片上远处的背景让我们看，“再看远

一点，你可以看到证券博物馆。当时建筑外面还搭
着脚手架，我推测他们正在对大楼进行一些维
护。”

看，那个在外白渡桥上轮滑的外国青年

中国女性在 1980年就很自信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

段，因此迈克的相机镜头在捕捉了个体日常
瞬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记录了一场宏大变
革的叙事序幕。
从他的富士胶卷冲印出的照片上可以看

到，照片上几乎所有成年人，尤其是成年男性
都穿着藏青、灰和草绿三种颜色的套装。但他
们中偶尔也有一些赶时髦的人，他的某张照
片中曾留下过北京一家小卖部外那个穿着微
型喇叭裤的男人身影。
“我来的时候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而从

摄影同行们晚些时候拍摄的照片上就可以看
到，中国人的穿着在短时期内发生了非常显
著的变化。”他注意到，最早的变化发生在
1980 年 9月以后，包括奢侈品在内的很多商
品开始通过香港进入广州，并流通到了中国
的其他地区。
根据相关统计，LV 进入香港的年份是

1979 年，Dior 则是 1980 年。同年 10 月，广
州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条以经营服装为主的
个体集贸市场，一时间蛤蟆镜、花衬衫和踏脚
裤的风尚从香港流进了内地。
人民对于物质的需求日渐旺盛，他听地

陪介绍，当时的中国人渴望拥有的“四大件”
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迈克提醒我们注意看自己拍摄的一张照

片，画面聚焦的是上海街边餐饮店的工作人
员正在售卖茶叶蛋的那个当下。他对这张照
片已经非常熟悉，但直到大约一年前他才忽
然注意到，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的手腕上带着
一只表。
“人们告诉我，手表在当时的中国是奢侈

品，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所以，这个同时带着
袖套和表的手腕对我们诉说了一些什么。”
细节，一张看似普通的照片里总是充满

着细节，它们成为了照片和人物的脚注。
由于停留的时间短暂以及语言的障碍，

迈克对 1980 年的上海和中国留下的印象整
体而言是浮光掠影的，但他也凭借自己作为
摄影师敏锐的触角感知到了一些表面以下的
内容。
比如那名同样服务于上海餐饮店的女性

工作人员，画面中的她正戴着一副袖套在下
着面条。“看她的笑容，多么自信。”迈克记
得，自己当时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另一张是在
夜晚。
“我认为她非常美，因为她对于自己的工

作很有自信，体现出了一种劳动人民的自尊
和自爱。她注意到我在看她，因为我冲她微
笑、向她挥手，于是她也对着我的镜头笑了。”

这只是被他的相机所记录的中国众多劳
动女性中的一个，他承认自己当时感到有些
惊讶，因为即使在 1980 年代，中国女性就已
经表现出一种自信。
“在田间、在城市的街头，她们和男性做

着同样的工作。换句话说，她们当时在职场中
就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们和男性
的地位是平等的。”迈克说，
“近年来，当我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北京

等地时，我发现中国的女性正在变得更加独
立。她们的职位越来越高，她们在表达自己的
观点时也更加直率。”

很高兴见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