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式插花大师推新作

■文化资讯

作为 “同心致远 甲子风华” 系列纪念活动之一， 北京市第九十
六中学的师生日前在东城区崇文少年宫演出莎士比亚著名喜剧 《第十
二夜》， 师生同台展示了近年来学校不断探索创新教育综合改革、 提
升学生文化艺术素养的突出成果。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师生同台展示教改成果

本报讯 国家资质高级花艺
师、 亚太地区插花艺术联合会理
事孙可的新作 《中国插花简史》
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中国插花简史》 是研习中
式插花的入门书籍， 图文并茂地
简述中式插花的历史源流， 另附
近百幅插花作品图片， 全部出自
孙可之手， 传递出中式插花独特
的内敛之美和深沉韵味。

作为北京阅读季的活动之
一， 孙可携新书和十余位中直青

联女委员互动。 他通过在现场插
花 展 示 以 及 生 动 的 讲 述 告 诉
大 家 ， 插 花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养
眼 的 技艺 ， 更是中华儿女表达
对生命之热爱、 对自然之敬畏的
独特方式。

孙可认为， 所谓插花最终求
的不是技法， 而是内心的放松，
心平静下来之后， 就能将个人的
工作、 家庭关系都可以调整到最
佳状态。

（中新）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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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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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毅

《小镇喧嚣》

作者： 东野圭吾

《黎明之街》

长篇小说 《黎明之街》 被视
为东野圭吾极具突破性的经典之
作， 也是东野圭吾首部以爱恋为
主题的小说。

《黎明之街》 不是一部推理
小说， 但悬念一直持续到全书最
后一行。 该书讲述了一个内涵丰
富的人性故事 ， “黎明前的街
上， 男人打着腹稿， 走向有妻子
等待的家” ———不动声色的一句
话， 究竟会在当事人的生活中卷
起怎样的波澜？ 书中细致刻画了
极不可能出轨最终却出轨了的
男人的心理， 让男人读来或会
心一笑或脊背发凉； 也塑造了隐
忍决断、 洞察世情的女性形象，
让人惊诧动容； 最让人过目难忘
的或许是这本书结尾的真相与转
折， 那爱意与恨意交织下幽微人
性的最终抉择。

采访安排在韩军位于望京的
工作室里进行， 房间不大， 满墙
的书架放满了各种唱片CD， 显
得有点拥挤， “我不是科班出身
的摄影人， 但幸运的是我爱好的
摄影和音乐， 成全了现在舞台摄
影的成就。” 如今的韩军已经是
业内知名的舞台摄影人了， 他用
镜头定格舞台上的光影， 用热爱
书写自己的艺术人生。

“我是首开集团的一名普通
职工， 多年来， 一直负责工会和
新闻宣传工作。” 韩军告诉记者，
由于职业需要， 他常常与电视台
等媒体打交道 ， 不仅学会了摄
影、 摄像， 还把这些技能融入到
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出生在文艺家庭的韩军是个
不折不扣的音乐发烧友， 从听唱
片到拍现场， 融汇在血液里的热
爱， 让他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那
就是专注于舞台摄影。

采访中， 韩军特别提到了国
际著名的音乐节之一———北京国
际音乐节， 从第一届开始， 他就
参与采访和拍摄， 如今已经完成
了20届。 韩军说， “这近20年，
意味着我用镜头陪伴了很多音乐
家的成长。”

韩军回忆， 2001年， 第四届

北京国际音乐节上， 小提琴家马
克西姆·文格洛夫首次来到北京
国际音乐节， 随后的2004年， 他
曾在闭幕式上与韦尔比耶音乐节
乐团合作， 8年之后， 2012年第
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
上， 他再次现身。 韩军说， “给
人最大的感觉是， 文格洛夫第一
次来选择的多是炫技的小品， 第
二次来开始拉大部头作品。 他至
少三次的表演， 显得一次比一次
更加沉稳。”

在记录音乐节及穿走在各种
音乐会的过程中， 韩军几乎成为
拍摄国内外音乐大师最多的人，
他也骄傲于此， “我热爱音乐，
了解音乐 ， 这也让我拍摄的作
品， 生动充满故事。” 韩军告诉
记者， 除了音乐会， 他的镜头还
记录了无数国内外知名戏剧、 舞
蹈、 音乐表演艺术家的身影， 在
他的电脑里， 保存着舞蹈家杨丽
萍的 《孔雀之冬》、 上海芭蕾舞
团的芭蕾舞剧 《哈姆雷特》、 瓦
格纳的歌剧 《女武神》、 人艺话
剧 《阮玲玉》 《家》 《白鹿原》
《李尔王》 等无数国内外知名剧
作的珍贵画面。 他也成为北京人
艺、 中央芭蕾舞团、 中国爱乐乐
团等知名表演团体固定的剧照及

演出现场摄影师。
“拍摄戏剧表演， 不仅要对

表演本身足够了解， 更要比演员
更快入戏。” 韩军说， 多年的拍
摄经验， 让他总结和掌握了无数
关于舞台表演的相关知识， 他可
以在拍摄过程中提前预判出芭蕾
舞演员下一个动作、 歌剧表演者
下一个口型。 韩军用镜头与艺术
家们交流 ， 享受艺术本身的同
时， 也在用自己的镜头讲故事，
著名导演李六乙曾评价韩军 “是
个用画面讲故事的人”。

采访中， 韩军向记者展示了
他 很 多 收 藏 品 ， 包 括 音 乐 大
师们签名的原声CD和与各路艺
术大师的合影。 他说， “我一度
觉得照片拍到了， 签名签到了，
合影了， 就算是 ‘功德圆满’。”
对于这么一点点职业以外的私
心， 韩军享受并也同普通乐迷、
剧迷一样 ， 兴奋于此 。 而大 概
也正是因为抱着这份热爱的初
心 ， 专注于舞台摄影的韩军 ，
才能绽放出如同绚丽光影一般的
风采吧！

基层迎检、 开发纷争、 征收
税费、 产业调整、 征地 “种房”、
维权争利…… “喧嚣” 一词， 释
尽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
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 本书以后
现代叙事策略， 围绕基层政权、
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
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
况， 深度阐释了21世纪初中国中
部地区某乡镇 “乡域政治” 的运
作实践与支配逻辑。

本书出版十年来， 获得学术
界内外的广泛好评， 被权威专家
和普通读者誉为数十年来少见的
以 “抵近现场”“深度描写” 的方
式、以“比小说还精彩”的叙述来
“复杂化理解” 中国基层社会的
作品。 重读此书， 不难发现， 虽
然它研究的是十多年前的乡镇，
但是， 对于 “故事” 背后种种复
杂因素的颇有见地的理论探讨，
让它在今天仍然极具启示。

首开集团职工韩军：

跟拍国内外音乐大师第一人

■娱乐杂谈

对于日本电影 《恋爱回
旋》 而言， 乒乓球只是一个载
体， 转出的是对人生的感悟。
这部电影， 与其说是讲述体育
的电影， 不如说， 是讲述英雄
主义的电影。

罗曼·罗兰说过 ： “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这部电影中，
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 他们都深陷生活
的泥沼， 有着平淡的琐碎， 与
无力挣扎的困扰。 他们对抗自
己并不如意的人生， 期待会有
奇迹发生。 可惜， “人生从来都
没有奇迹”。 生活将你揍躺在
地，只是为了再补上两脚。

一群失败者相聚在一起 ，
因为他们热爱乒乓球， 尽管球
技糟糕， 都是为了守护心底最
后一丝美好， 无论是自己的渴
望， 还是他人的梦想。 就是这
群自不量力的小人物， 登上全
国锦标赛的舞台。 毫无意外的
失败了， 一次又一次。 他们做
再多努力， 也无法挽回旧爱，
无法让逝者复生， 无法挽救渺
茫的前途和一成不变的主妇生
活。 但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平凡， 仍竭
尽全力， 因为他们知道 “人生
虽然没有奇迹 ， 但是付出多
少， 就会收获多少”。

最终， 他们没有获得我们

期望的成功， 走上人生巅峰，
没有最后一秒绝杀， 没有拯救
世界于一线之间， 他们又一次
失败了， 这是与他们实力相称
的结果。 但他们的生活就此有
了一些起色， 为他们带来勇气
与斗志， 这足以令他们欣喜。
也足以抚慰银幕前的每一个观
众， 面对未来的人生， 更加坦
然， 不再患得患失。 或许我们
都喜欢超级英雄， 富可敌国，
无所不能， 插科打诨， 拯救世
界。 而看完 《恋爱回旋》， 我
相信， 每个人都会有所感悟，
也许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美好 ， 但是 ， 我们依然热爱
它， 因为我们如同电影中的每
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一样， 都是
这生活中的英雄。 （乔尼）

《恋爱回旋》：
一部真正的英雄主义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