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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
中小学的教师10年。曾任《小说
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
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
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已出版长篇小说集、中短篇
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
和理论集一百余部。曾获全国及
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获冰
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多种奖
项，并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
喜爱的作家”称号。

《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
奖；

《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获全国
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生当作人杰》获全国第三届
优秀报告文学奖；

《忆秦娥》获第三届老舍散文
奖；

《童非素描》获第一届全国体
育报告文学一等奖；

《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曾入
选加拿大大学中文教材；

《肖复兴自选集》中《拥你入
睡》被编入人教版中学课本。

《读书知味》
这是一本给青少年读者的

阅读点津之书。作家肖复兴与
小读者们分享读书的经历与经
验，引领大家走进中外名家名
作，聆听作品中作家的创作心
语，寻找有效阅读的具体方法，
旨在帮助小读者们培养阅读的
兴趣，重建阅读的习惯，从文学
经典中寻找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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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袁枚写过这样的诗

句：“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近

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林语堂有知味

读书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

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

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

好的味亦异。所以就必先知其所

好，始能读出味来。”可见读书知味

的重要性，读书须有疑，须用意，读

懂读透才算是真正读了书，这样读

书才有意义。

《读书知味》是作家肖复兴结合

自己六十多年的读书阅历与教育经

验，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阅读指导

用书，包含读书的具体方法、读书的

乐趣、读书抓重点、读懂作者写作的

主旨等方面。他借贾平凹之口，告

诉读者也是告诉写作者，在写文章

时要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这些

真知灼见，都是课堂上听不到的大

家经验之谈。说他是拾遗补阙也

好，另辟蹊径也好，总之他谈的东西

比较新鲜。比如以物写人，他举例

艾青的《忆白石老人》，从齐白石的

画入手而写齐白石这个人。再比如

从门罗的短篇小说《脸》来谈如何从

最简单的人物关系、最简单的故事

入手，平地起波澜，来展示人物错综

复杂的心理世界。对于中小学生来

说，此书不只对提升阅读能力、水平

有用，对于学习写作也大有裨益。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位大作

家，可这本书连您自己都说“这是一

本关于读书的小书”，能说说您写这

本书的初衷吗？

肖复兴：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对

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淡，不像对打游

戏那么感兴趣。我小时候，觉得阅读

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所以，这两者之

间显著的对比，让我觉得读书有没有

兴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我

最开始写作这本书的缘由吧。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也与我

小时候的读书经历有关。上小学四

年级时，我读到了一本上海出的《少

年文艺》，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本

书，如今我可能走上了另一条完全

不同的生活道路。

读完这本书后，我对读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在浓厚的兴趣之

下，渐渐地，我读书越来越多，越读

越有乐趣。这种乐趣呢，不仅表现

在读书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自己对

学习的整体方面。从小学到中学，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不仅语

文成绩很好，而且理科等其他科目

的成绩也非常好。所以我深刻地认

识到，小时候读书，对于孩子的成长

太重要了。所以，我很希望把自己

的经验也好，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

也好，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记者：在《读书知味》这本书中，

您选取了40多位中外作家的50多篇

作品，并进行了文本分析和阅读指

导，请问您选择这些作品的标准是什

么？您有最喜欢的作家、作品吗？

肖复兴：两个标准：一个是孩子

熟悉的、在他们语文课本里学过的，

我来重新解读，让他们来看看和他

们老师讲的是不是一样，跟他们的

阅读体会是不是一样，从而激发他

们阅读的兴趣。第二，我来挑选一

些他们没有读过的，可能有些陌生

的作家的陌生的作品，挑选的标准

是我感觉它适合孩子们阅读。这些

作家里头，中外作家都有。这些中

外作家所写的全部作品不见得都适

合小孩读，我挑选的是适合孩子们

看的，他们看完以后可能会有兴趣

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您刚才问我里面有没有我喜欢

的作家和作品，那当然有了，我所挑

选的这些作家和作品，首先是我自

己喜欢的。如果我自己不喜欢，我

怎么能推荐给孩子们呢？把自己喜

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再分享自己

的感受和成果，我觉得这样的效果

应该是最好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读流行作品

与读经典作品呢？

肖复兴：我不反对读流行作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读经典

作品。但是我也不赞成一个孩子在

最初的阅读过程中全部地都读这些

经典作品。为什么呢？经典作品有

些离孩子太遥远了，比如时代背景

等东西，他们都不是很了解。而经

典的作品我也不赞成倚重过去，越

老越好，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去看

莎士比亚，看四大名著。我认为，一

定要挑选那种适合孩子的，尤其是

那种短小精悍的作品，把这样的作

品先给孩子们看，由此再由浅入深。

记者：您在《细读的妙处》一文

中，跟读者分享了什么叫细读，能举

例说说吗？

肖复兴：读书从来有粗细快慢

之分。快速浏览、粗粗翻检，对选书

时，特别是查阅资料时，是适用的。

但是，当你找到了你需要的或喜欢

的书之后，就应该把速度放慢，不要

粗心或粗疏地去读，而是要一字一

句仔细地读，这更是读书的一种本

事。要加强文本细读的训练。

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短篇

小说《鉴赏家》，或许能从细读这方

面给我们一些启发。

小说讲述的是乡间一个名叫叶

三的水果贩子，跟城里一个叫季陶

民的大画家交往的故事。这个大画

家家里一年四季的时令水果，都是

叶三给送，所以他们彼此非常熟

悉。有一次叶三给画家送水果，看

到画家正在画画，画的是紫藤，开满

一纸紫色的花。画家对叶三说我刚

画完紫藤，你过来看看怎么样。叶

三看了这幅国画，说：画得好！画家

问：怎么个好法呢？

这就要说明什么叫细了。我们

特别爱说的词是：紫藤开得真是漂

亮，开得真是好看，开得真是栩栩如

生，开得真是五彩缤纷，开得真是如

此灿烂，但是，这不叫好，更不叫细，

这叫形容词，或者叫作陈词滥调。

叶三只说了这样一句话，画家立刻

点头称是，叶三说：您画的这幅紫藤

里有风。画家一愣，说你怎么看得

出来我这紫藤里有风呢？叶三跟画

家说：您画的紫藤花是乱的。

这就叫细。紫藤一树花是乱

的，风在穿花而过。读书的时候，要

格外注意这样的细微之处，这是作

者日常生活的积累。作者在平常的

日子里注意观察、捕捉到这样的细

微之处，才有可能写得这样细。

细读，锻炼我们的眼睛，让我们

的眼睛能够看到文字背后的细微之

处；也锻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

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细腻而温柔。

记者：能说说您最近看到的三

本好书吗？在您心中，好书的标准

是什么？

肖复兴：我最近当然也读了一

些书，对我个人来讲，对我的学习和

生活有帮助的有这样几本书。

一本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

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

我发现他写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非

常相像，他对小说的界定跟我们对

小说的界定不太一样。他的小说更

注重人类共通的、最平凡、最朴素的

东西，更注重生活中最细枝末节的

东西，而不是写我们小说中最常见

的那些宏大的历史背景、跌宕起伏

的情节。所以，对奥兹的小说，我非

常感兴趣。

还有一本，是我过去经常读的

书，陆游的《剑南诗稿》，这些年我一

直把它放在床头来看。这本书一共

是八卷，可以说在中国的诗人当中，

他的诗是留存最多的，但是他的诗

参差不齐。读他的诗，我最大的受

益之处，就是感觉他的生活是非常

朴素的，他用最朴素的语言来写最

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对我的启发是

非常大的。

再有就是菲利普·罗斯的作

品。我们现在好像都比较热衷于诺

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谁获奖就读

谁的书。菲利普·罗斯是美国的一

位作家，好多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

的竞争者，但他始终也没有获得这

个奖项。这两年我看他也是渐渐地

淡下去了，原来译林出版社曾想出

他的小说全集，我非常渴望能读到

他的小说集，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有

见到。他的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我非常愿意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本报记者 宋燕

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经常阅读陆游的《剑南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