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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在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埃莱娜·比奈：光影
对话三十年”摄影展上，百余幅胶片作品展
示了这位法国瑞士籍摄影师通过相机镜头
与经典建筑进行的独特对话。

拍摄照片意味着将流动的世界定格，
以观察某些特定元素。通过这个过程，联系
与对话在轮廓、光线、空隙、特写镜头和背
景、人物、结构，以及各种材料之间发生，画
面逐渐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叙事能力的世
界。因此，埃莱娜·比奈决定在展览里突出
这些图像之间连结和联想的力量，并希望
这种张力能在所选择的各种主题和建筑中
体现。

以苏州园林系列为例，比奈的摄影集
中在墙和周围的景物关系中，墙上的水
渍、青苔、阴影，都成为画面构成（见左
图）。比奈认为，中国园林的墙与外界所构

成的边界，是非常温柔的一种界限，不是
很宽，又有许多别的物体掩映。苏州园林
的墙壁，既是园林的边界，同时也是一种
无限广阔的视角，还是封闭的环境中无法
体验到的视角，如此的墙壁也是一个景观
的一部分。这让来自这位西方的摄影师感
受到了鼓舞，“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自然
的神秘性，想到水滴石穿的神秘现象，也
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进一步探索
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关系。”雨水沁入墙壁
的痕迹，被比奈视作建筑与自然的结合，
“建筑师让自然以一种非常优雅的方式进
入建筑当中，这就是苏州园林的墙壁所给
我的感觉。这其实也是我看到墙壁给我们
起到保护作用的同时，同时也带来另外的
一种审美功能。”
展览将进行到 !月 "#日，埃莱娜·比

奈的首本中文摄影集也将同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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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 ! ! !从嘉定到淮海中
路的上海图书馆，坐
公交要一两个小时。
但是，只要拥有上图
“一卡通”，今起市民就
可以在嘉定免费一键
获取优质文献资源。

比起专业高校，
上图的文献查询服务
可能不够“精深”，但
一定够“全面”，满足
了大部分读者的日常
查阅需求。迄今为止，
上图数字资源库整合
了万方、同方、维普等
大批国内外知名平台
的文献资源，囊括近
"$$万种中文电子图
书、% 万多种外文电
子图书、& 万多种中
外文电子报刊、##万
多种专业期刊，以及
&!$$ 余万篇文献的
免费查阅。
坐拥数字资源的

“宝藏”的上图“主动
出击”，将馆内的文献
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此次“情报服务进我
嘉书房”首批 !个试
点，全部选在了企业
园区内。上图协调辅
导处处长葛菁介绍：
“无论在工作中做调
研、定方案、写报告，
还是业余爱钻研科
技、艺术，白领群体都
对专业文献有着稳定
的阅读需求。率先进
驻园区内的‘我嘉书
房’，正是因为它们的
辐射范围刚好能覆盖
到最需要这类服务的
人群。”
丰富的数字资源

还能为形式多样的科
普阅读活动提供素
材。集朗读练习、演讲

训练、配音模仿等功能于一体的迷你“朗读亭”让
古诗文以音频形式重回现代人生活。学习垃圾分
类的读者们可以与书屋里的智能机器人“比一
比”，在比赛过程中轻松记住要点。'(互动立体
书则能将古诗词中的“桃花潭水”、已经灭绝的恐
龙、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都在屏幕中一一展现。
嘉定区图书馆馆长黄莺表示：“我们这些资料‘可
见’‘可听’‘可玩’，这样读者就可以更直观地感
受、更容易地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内容。”
和文献资源一同进驻我嘉书房的还有一系

列版权和文献搜索相关的讲座沙龙。上图也特
意印制了《"$#)上海图书馆数字资源手册》在
各试点书房发放，帮助读者学习文献查询服务
的使用方法。嘉图还为每个“我嘉书房”派驻一
名常驻馆员，确保能为读者提供与市馆、区馆同
等水平的服务。

走到了市民的家门口，上图还在朝“家里”
迈进。全新推出的数字资源查询服务门户网站
有望在 %月底正式上线。届时，持“一卡通”的市
民，无论身处哪一个区，都可以在家用自己的电
脑对授权访问的数字资源进行免费查阅。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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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指挥家彭家鹏执棒的苏州民族
管弦乐团在上交音乐厅奏响了《风雅颂之
交响》"$#*原创作品大型音乐会。这场音
乐会集结了赵季平、李滨扬、刘长远、郝维
亚等作曲家创作的 &首现代民族管弦乐作
品，为上海听众带来一场“中国风”的视听
盛宴。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传诵千年的《枫桥夜泊》是唐代诗人张继笔
下的姑苏风情。昨晚，诗人笔下的枫桥被一
场江南烟雨笼住，那哗哗的雨声、潺潺的流
水声还有雨过天晴后水面上蒸腾起的氤氲，
都用音乐描画出来，让人一睹“烟雨枫桥”的
别样风情。
作为整场演出的序曲，《烟雨枫桥》是乐

团委约李滨扬创作的，乐曲中融入了评弹与
昆曲的元素，通过时而飘渺，时而清雅，时而
梦幻，时而激越的音乐，将听众带回到暮烟
疏雨的姑苏枫桥。
紧随其后的是全新改编而成的《莲》（见

右图 主办方供图），在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高
瑞璇空灵声音的衬托下，演奏家们为听众展
开一卷“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净植、香
远益清”的莲花图画，歌颂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
贵品质和刚正风骨。无论是借助中国诗词的
意境或是展现中国文化的风骨，都让观众在
这场音乐会中感受到音乐中所蕴含和传承
的中国文脉。

坚持江南丝竹的特色，又注重“丝竹交
响”的国际表达，始终是乐团的坚持。《丝竹
的交响》分为“船歌”与“丝竹交响”两个乐
章，以《姑苏好风光》为素材+加入太湖船歌、
寒山钟声、庭院评弹及水乡浪花等元素，以
交响化的表达抒发了作者对江南水乡的赞
美以及深爱故乡苏州的情感。

昨晚的大轴是取材于中国第一部诗歌

总集《诗经》的《风雅颂之交响》。乐曲分
“序—颂”“关雎”“玄鸟”“幽兰操”“国风”五
个乐章，邀请女高音歌唱家张宁佳、男高音
歌唱家韩蓬以及苏州大学合唱团献唱，作曲
家赵季平用独特的民族语言和国际化的表
达方式向听众一一展示了中国人的朴实风
貌、英雄气魄以及文化风骨。

本报记者 朱渊

听见文脉传承 听见民族自信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昨演绎最美江南风情

水渍阴影青苔都入镜头
埃莱娜!比奈摄影展昨开幕

“封笔”之后再出新书
余秋雨首部短篇散文集面世

! ! ! !余秋雨首部短篇散文集《雨夜短文》近
日面世，该书是余秋雨继 "$ 多年前出版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文化散文”之
后，又一部全新散文作品集。在新书中，余
秋雨将自己的阅历、感想、智慧浓缩起来，
笔调轻松、意境至美。余秋雨说，这本新书
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因为这是他首次
尝试新的“短文体”，“这也是着眼于当代读
者极其有限的阅读时间。”

余秋雨在 "$#! 年出版的《泥步修
行》，被称为“封笔之作”。时隔两年，他为
何又推出全新作品，而且是自己的首部短
篇散文集？

据说，曾有纽约的朋友告诉余秋雨，当

地开办“余秋雨诗文朗诵会”，朗读的大多是
冒牌文字，在国内网站上其伪作也层出不
穷。余秋雨觉得这损害了其文学声誉，但也
发现当代读者更愿意接受一个“简短版余秋
雨”。在《雨夜短文》中，余秋雨这样回应：“时
至今日，生活节奏加快，一般读者没有时间
沉浸在长篇大论中了。偶尔能过目一读的，
主要是短篇。某些读者喜欢用文学来点缀生

活，动用的主要也是短篇。”
“眼前这本书，把我写的很多独立短

文收集在一起了，可供当代读者在繁忙的
间隙里随意选读。但是，我毕竟是我，从小
就排斥‘文青’式的抒情、‘鸡汤’式的教
言，更厌烦故弄玄虚的艰涩、套话连篇的
谄媚。我把每篇短文都当作一个文化大课
题来完成，虽然笔调轻松，却包含着沉重

的分量。我想，既然当代人只能利用短促
的片断机会读一些短文，那我们更不能把
这珍贵的机会糟践了。”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万里入
心》，有感、有悟，不仅是苦旅足迹遍布四海
的余秋雨在空间上的抓取和思索，更是一位
长者在回望人生旅途时的感悟与警醒。下部
《文史寻魂》是一次大胆实验。他用一篇篇
“支点很小”的短文批注半部文学史，这延续
了余秋雨的风格，对中国千年文脉的点穴式
提领。从《诗经》《庄子》《史记》到唐诗、宋词、
元曲、戏剧、小说一一说来，聊聊几笔提领了
最精要的精神。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