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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淘金这片城中繁华之
地，史丹妮和耳东尘的工作室
花草葱郁，满墙书籍，两只小
猫在此惬意休息，墙上挂有主
人游走岭南的足迹，木桌上一
壶酽酽的浓茶茶香袅袅，时间
仿佛在此凝固，一切都变得慢
起来。

慢下来，是史丹妮推崇的
生活态度，也是她和摄影师耳
东尘选择看岭南乡土的方
式。“以花看岭南，背后也有学
问，植物的科属、栽种方式、功
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等问题，需要我慢慢研究，读
一片土地的故事，需要慢下来
才能读懂。”史丹妮说。2022
年，他们合作推出了《广州漫
步笔记》，用镜头与文字记录
着两人走街串巷、探鸟寻花的
种种片断，他们希望藉此让人
们慢下来，发现这座城市的四
时美好。

为此，每年史丹妮和耳东
尘都有拍花的心愿清单，前年
和去年他们完成了夜间开花
的玉蕊拍摄。史丹妮回忆起
在广东树木公园、华南植物园
和珠江公园的夜间行动：“夜
间潜入公园，在寂静无人的园
子里与蚊虫作伴，静等梦一般
的玉蕊‘哔啵’绽放，一连看了
三场，每一场都觉得很满足。”

“拍摄地点往往是远离城
市的乡间、郊野，只能靠双腿
步行，摄影器材沉重、路程遥
远导致的体力透支是常事
……”慢步岭南的每一处角

落，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历让
史丹妮难以忘怀：“曾经为了
拍广州最高山峰天堂顶的杜
鹃花走了 12 小时山路，餐食
无法及时保障都是小事，有时
候走在偏僻山径上，差点踩到
野猪夹，摔伤、晒伤这些都不
值一提了。晚上导图看成品，
有时候欣慰开心，有时候也会
因设错参数、跑焦而猛掐自己
大腿……”

走着读着，让史丹妮找到
历史时光的线头，越理越有意
思，把自己对岭南的体悟聚集
在每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
有血有肉。在《花与城》展览
中，一张由耳东尘操作无人机
航拍增城二龙山的照片令她
印象深刻，木油桐花冠白花胜
雪，美得出尘。“这让我想起，
人们曾依赖木油桐榨出的桐
油涂抹木器家具，虽然它被工
业化合物替代了，但依旧是山
林里的主人，只是被遗忘了。”

史 丹 妮 从 小 生 活 在 广
州，几十年的生活经历让她
觉得自己还不算是“老广”，
她还要探索、追溯广州 2000
多年的历史：“我只是一个永
远满怀好奇心和热爱岭南的
记录者，摄影或文字都是记
录工具。”出生在江西的耳东
尘痴迷于岭南的老村和旧
物，那是童年的回忆，成年后
的精神寄托：“工作于此，热
爱于此。苏轼有云，试问岭
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
是吾乡。”

尽管无人机的老年玩家越来越多，但
跟年轻一族比，他们从航拍中感受到的乐
趣却并不建立在展现眼花缭乱的航拍技
巧上。在他们看来，行摄追求的应该是一
种态度，热爱无分年龄，创作没有极限；影
像世界五彩纷呈，不管是数码还是胶片，
旅拍还是航拍，既有专业的大师玩法，也
有中老年业余玩家的潇洒，没有高下之
分，每一个认真完成的作品都值得尊重。

今年刚从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岗位
荣休的余立富，也是一位资深的航拍业
余玩家，使用无人机已经四五年。他的
无人机，几乎每周都会使用一次。在他
的视频号上，有超过80个精彩作品，画面
及配乐均十分考究，而大部分的作品都
能看见航拍的画面。

他认为，无人机看到的风景应成为让
视频作品锦上添花的元素，需要精巧的构
思，而非炫技式的花哨。余立富称自己是
一个记录者，喜欢从周遭的事物出发还原
场景，表达当下的心境。在他的视频号
里，观众足以窥见他对花城的热爱：有白
天鹅在2021年广州疫情时的爱心亮灯片
断、有珠江的夕照、云雾中的小蛮腰，也记
录了广州名厨们出神入化的厨艺。

当被问及行摄、视频创作的未来计划
时，这些老年人迫不及待地分享了他们
的拍摄大计。对广州满怀热爱的余立富
说：“我现在退休了，想整理一个关于花
城系列的视频，展现广州在 12个月里不
同的标志式美景。”伍国新则表示，疫情
前自己就游历了 30 多个国家，攒积了
200万G的素材，是时候好好把这些经历
分享给更多喜爱旅游的人。

不愁老之将至，去做一个有趣的人，
从生活中寻找乐趣与更多可能，是这群
热爱影像、热爱分享的老年航拍爱好者
的共同心愿。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也能
怀着赤子之心感受时代的脉搏，让逐梦
的翅膀越飞越高。

庐江书院作为目前广
州唯一保存基本完整的合
族祠书院建筑，已成为流水
井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
绕着建筑秀美，装饰细腻的
庐江书院走上一圈，书院的
过往或藏在长满青苔的墙
上，或匿于园林后花园的草
丛里，一砖一瓦皆有故事。

这里如今已改造成岭南金
融博物馆，有了更富文化内
涵的看点。

流水井，不但是广州人
记忆中的百年古巷，亦是至
今 居 民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载
体。不论是庐江书院改造
而成的岭南金融博物馆，还
是周边青云书院活化后的

咖啡馆，焕发新生的古巷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驻足停留。在这里，不时可
以遇见前来拍摄游玩、在咖
啡馆里感受岁月静好的年
轻人，古与今时空交错，这
条承载了广州骄傲的老巷，
仍默默地赓续着岭南务实、
兼容、创新之风。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敏 图/受访者提供

不跳广场舞玩航拍？退休人生因热爱而精彩——

老年航拍族：

曾几何时，城中多了一群拖箱背包的老年
人。他们或成群结队，或独自出发，来到城市
高处或野外空旷的地方，从背包里掏出一架
无人机，小心翼翼地放在平坦的地上，双手斜
八字转动遥控器上的摇杆，顷刻间小飞机飞
升几百米。他们熟练地操作着无人机，将平
常难以欣赏到的高空美景以视频或照片的方
式尽收眼底。

此刻的愉悦还不足够，最让这些老年人兴
奋的，是将这些素材剪辑成精美的视频，放在
社交媒体平台与众人分享，感受着自己的创
作被更多人认可的喜悦。

没错，如今操控无人机不再是年轻人或职
业摄影师的专属领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扛起
了玩转航拍的大旗，他们不逐名利、只为热爱，
让人们见证了他们飞越新高度的退休人生。

随着短视频应用的普及，短视
频逐渐成为老年人退休生活的新消
遣，为老年人获取知识、社交娱乐、
展示自我提供了新途径。而无人机
经过多年发展普及，和相机结合，成
为了提供短视频素材的最佳工具，
在老年群体尤其是男性中受到极大
追捧。近年，短视频制作成为了不
少老年大学最火的课程，不少商业
拍摄机构也纷纷开起了针对老年人
的航拍采风课程，旅行社也出现了
为老年人群体定制的旅拍线路，老
年人航拍群体正不断壮大。

年逾古稀的伍国新和徐建昌正
是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相识于广
州越秀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影像艺
术班。两位长者对摄影和视频制作
有着极大的热情，他们在课程班一
拍即合，经常相约外出拍摄，合作拍

出了不少好片子，其中之一便是
2021年他们一起搭档完成的“广州
海心桥桥身吊拱顺利合龙”的视频。

这条视频给伍国新的微信视频
号带来了24万点击量，更让两位七旬
老人成为视频平台的“网红”。谈起创
作过程，伍国新说：“海心桥还在建设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默默关注，认为它
一定会成为广州的新地标。每天都在
等记录桥身合龙的高光时刻。”没想到
合龙当天，伍国新刚好痛风发作，没法
前往现场。于是他赶紧向好友徐建昌
求救。徐建昌火速赶到了现场，用无
人机拍下了珍贵的影像，打出租车把
素材送给伍国新。伍国新在家撑着痛
风发作的身体，立刻把这一素材剪辑
制作好视频，刚好赶上当晚与电视台
播出新闻同时推出，让更多人及时认
识了广州的这张新名片。

伍国新和徐建昌是活跃在广州
老年航拍爱好者群中的两位发烧
友。相信第一次见到伍国新和徐建
昌的人，都会惊讶他们已经是70多
岁的老人。两人思维敏捷，体力充
沛，提起航拍和视频制作的话题滔
滔不绝。

说起何时种草航拍，徐建昌说：
“我从2019年才开始接触无人机，起
初只是对摄影和制作视频感兴趣，但
是后来发现只停留在平拍的角度，视
频的呈现不够丰富，很想看看俯拍的
风景，于是便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无人
机。”

没想到拥有了无人机之后，徐
建昌也随即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
子。每次出游采风，他都会带上无
人机，热情邀请同行的人一起试玩，
不知不觉，他的航拍微信群逐渐壮
大。徐建昌自豪地说：“我们航拍小
圈子有40多部无人机，每次只要想

出游拍片，基本上不怎么花费力气
就能成团。”

这群银发族们不光拍摄广州美
景，还自发组团，策划旅拍线路，带
领着身边的行摄爱好同龄人游山玩
水，收录各种美景，他们笑称：即使
足迹远至甘南，海拔三千米以上也
面不红、气不喘。每次出行前，他们
设计线路，研究旅游资源、规划出行
安排、精心选景……志同道合的老
人家们“一人一机”，结伴而行，将退
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航拍群里，
女飞手的身影也渐渐多了起来。一
些女性老年人尽管身兼照顾孙辈、
父母以及丈夫等家庭事务，仍然充
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航拍，并亲
自动手制作视频、微电影。谁说奶
奶辈的人只能带孙子，跳广场舞？
老年女飞手们用作品证明了“原来
人生还有许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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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载用镜头看羊城
从花中寻觅岭南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受访者提供

走在广州老城区
的麻石街、绿意盎然的
公园里，清风徐来，花
香醉人……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花开清香是
羊城自然美景回馈的
信物。然而，对于史丹
妮和耳东尘来说，花的
清香是他们观察广州
这座城市的信号，花开
了，寻觅岭南的视角也
来了。

14年间，史丹妮和
耳东尘挂着相机，背着
行囊，游走在岭南土地
的每一寸角落，在他们
看来，这片土地太大，
花太美，需要挖掘的故
事有很多，不得不慢慢
游走，一直在路上。

三月的中山纪念堂木棉
怒放，四月的珠江新城倾城
芳菲，五月的白云山脚桐花
芬芳，六月的岭南第一楼凤
凰织绯霞……五月末，“大写
岭南”的两位主创人史丹妮
和耳东尘带着《花与城》展览
在广州无限极广场重回大众
视野——数十张摄影作品展
现花城之勃勃生机，而 12 张
插画作品，一月一花一景，史
丹妮和摄影师耳东尘以花为
视角，将广州每个月某一角
落的最美瞬间定格，用花的
语言诉说着羊城之美。

岭南有许多独特的建筑
村落，也有多彩的民俗文化，
为何要以花作为观察与记录
岭南的主角？“至少大众能看
得懂。”在史丹妮眼中，花的
生命有多层价值，除了被观
赏，还是广州城市命脉的见

证者，“相比起岭南建筑、广
东民俗这些大众需要有一定
体验和阅历才能理解的事
物，花在人们身边随处可见，
但以花为媒介，同样能追溯
岭南命脉。”

一花一世界。当花的根
牢牢植入土地，经过岁月洗
礼，依旧绽放，便与岭南这
片土地共生共荣。史丹妮
和耳东尘的作品同样根植
于岭南燠热潮湿的土地，每
一张照片散发着岭南的生
气。“通过追溯花生长的地
域，慢慢会发现先辈的活动
轨迹。”史丹妮说，“我们看
到榕树茂密生长的地方或
许曾经是码头，浓荫之下是
给船夫歇脚的地方，或许是
先辈聚居之地；从龙眼、荔
枝、青梅等作物能追溯某个
村落的经济发展。”

慢一点，发掘岭南生机

“花”点时间，读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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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广州西湖路，林立的商铺
与拥挤的人潮映入眼帘。若有心
寻觅，从光明广场对面的流水
井牌坊走进去，你会发现，百
年前的书院群便潜藏于此。

如今，不少年轻人爱到
流水井书院文化街区怀旧
打卡，透过石碑上影影绰
绰的字迹，仿佛还能窥见
往日的书香气韵，听见过
去学子们的琅琅读书声。

连绵的青砖、古朴的院
墙、醒目的牌坊……置身流
水井书院文化街区，一眼望
去，小巷每隔二十余米就会
立一处牌坊，且每个牌坊上
写着书院之名，“庐江书
院”“西湖书院”“濂溪书
院”等沉淀于街巷深处的历
史古迹，为广州保留一缕专
属的城市记忆。

据《广州越秀古书院》记

载，清代广州的书院在数量
上位居全国之首。在如今北
京路附近以流水井、大小马
站为核心的3平方公里区域
里，数百家书院曾集中分布。

“古时的广州虽远离中
原文化中心，却有着全国最
多的清代书院，这和广州繁
荣的商业息息相关。”居住
在流水井逾60年的老人讲
述道，书院历经百载，在这

座千年商都的闹市中仍飘
散书香。

改造活化吸引年轻人

繁华闹市中飘出的书香

逐梦的翅膀
热爱无分年龄
创作没有极限

短视频火爆背后的老年创作者

老年航拍战队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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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航拍的老年人在宏城公园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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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新与妻子同练无人机

耳东尘（左）史丹妮（右）

瘦西湖秋色（余立富 摄）

航拍玩家徐建昌在放飞无人机

航拍玩家余立富用作品表达对花城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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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井古巷
里曾聚集清代多
家书院

焕发新生的古巷吸焕发新生的古巷吸
引着年轻人驻足停留引着年轻人驻足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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