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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诗歌的好读者？
《诗刊》主编李少君：要有敏感的心，寻找知音

读过《长
安十二时辰》
《显微镜下的
大明》，或者
《两京十五日》
的 人 都 能 发
现，这些作品
的 作 者 马 伯
庸，非常善于
挖掘历史的某
个真实细节，
将之当成自己
写作的灵感线
索，演绎成自
己 的 文 学 作
品。

比如《两京
十五日》里的故
事，就是源于
《明史》里关于
朱瞻基的一段
真实记载——
“夏四月，以南
京地屡震，命往
居守。五月庚
辰，仁宗不豫，
玺书召还。六
月辛丑，还至良
乡，受遗诏，入
宫发丧。庚戌，
即皇帝位。”可
以说，马伯庸似
乎打通了一个
阅读和写作之
间互相反馈的
良性通道。

在 4·23
世界读书日前
夕，封面新闻
专访到前来成
都与读者见面
的马伯庸，请
他分享自己的
阅读经验。

不
要
当
成
负
担
，先
找
到
阅
读
的
乐
趣

谈到自己写作取得
成就的秘诀，马伯庸透
露，跟他有一个好的阅读
心态和阅读方法分不开，

“我一直认为，灵感除了
需要灵光一闪之外，还要
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阅读
之上。所以，当你的阅读
量足够的时候，很多灵感
也往往不请自来了。在
阅读上，要保持谦卑、开放
的心态。谦卑就是，知道
自己知道的还很少。除
了要阅读大量的史料之
外，还要去阅读现代学者
对这些史料的研究成果，
多去跟业内的专家请教，
才能学到很多自己此前
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要
注意，不要把自己局限于
某一个观点之中，要有胸
怀去涉猎更宽广的知识
领域。比如我很喜欢三
国，为了更多了解三国，我
不能仅仅读三国的史料，
我还要看后汉、南北朝，以
及明清时代关于三国的
相关阐述。这样才能够
做到触类旁通，很多创新
的东西就出来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除了阅读文献，马伯
庸特别建议，“如果有条
件，多去外面走一走，多去
看一看这些相关的实物。
比如我喜欢三国历史，来
过成都很多次，每次都去
武侯祠，看一看博物馆和
田野里的东西，你才能形
成一种直观的印象，文字
与实物进行对照。这样的
阅读也更加立体、深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金亚

“首先，大家不要把读书当成一种
负担，先找到阅读的乐趣。我个人认
为，世界上很少有一本书，是你无论如
何也要读完的。如果你读一本书，怎
么也读不进去，就不要勉强。就先去
找你能读得进去的书，去好好读。”作
为一位擅长历史题材的作家，马伯庸
很大一部分阅读是史书、史料以及相
关的研究著作。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
书中，找到自己的营养吸取点呢？马
伯庸透露自己从“万人迷”苏东坡那里

“偷师”学到了一个有效方法。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对自己的读

书方法作了详细介绍：“卑意欲少年为学
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之富如入
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读，但得
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
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
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
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
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
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大概意思就是说，人的精力有限，
每次读书，想要获取的东西，不要贪多，
每次只集中一点即可。可谓八面受敌，
逐一击破。马伯庸对之大加赞赏，“当
无穷无尽的书、知识向你涌过来，你该
怎么办？就用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

法，很管用。先盯着一本书看，而
且这本书我也不是都看，这本书

里我就盯着我想读的一个点，
我把这一点读透再看别的。

一本好书的内涵、方向往
往很多，每次读，只去专

攻一个领域。这样读
起书来才能有的放

矢。先有目标，
再去读书，事半
功倍。如果都不
知道自己读一本
书 的 目 的 是 什
么，那么你很多
东 西 就 都 收 不
了，也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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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语言的黄金，其对
情感、意象的传神表达，是其他文
体无法比拟的。遇见一个好诗
句，带来的精神享受，是很多人都
能真切体会到的文学时刻。

但提到读诗，尤其是新诗，有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看不懂”。
其实，好的诗歌往往不需要读者
具备特别的专业知识，就像聆听
交响乐也不一定非要懂才能get
到美和意义。当然，阅读、欣赏诗
歌之美，还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
人文审美能力。对于普罗大众来
说，如何切实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呢？关于这个问题，封面新闻记
者联系到有诗歌界“国刊”之称的
《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李少君。

诗乃心之声
多读可提高诗歌审美力
“如果你想做一个诗歌的好读

者，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李少
君说，“喜欢一首诗，主要是一种心
灵的相契，是隔空的知音。比如
说，当你读一首诗，里面有几个句
子特别打动你，或者整个诗的美
好氛围，或者一种趣味打动你，你
就可能喜欢上一首诗。当然，什
么样的诗歌能打动你，这当然也
跟你本人的修养、兴趣有一定的关
系。比较专业的读者还会对诗人
的创作背景、当时的诗歌状况有一
个全面的了解。但这些不是必需
的。最关键在于你的心，要对天、
地、自然万物、他人的悲喜有所敏

感、共鸣。”
诗乃心之声。诗人是孤独的，

但诗作却可以像长了翅膀一样寻
觅它的读者。关于诗歌与知音，李
少君提到一个说法，“无限的少数
人。一个诗人，他的读者在其所处
时代，可能并不是最多的。但是一
代一代，总有一些特别热爱他的读
者。李商隐就是这样的诗人。”如
何提高诗歌审美的眼力，在李少君
看来，“没有特别的绝招，只有多
读。读得越多，你就能通过不断的
阅读比较出不同点来。寻找你喜
欢的诗，这个过程本身也很愉悦。”

博览群书不现实
建议专题式阅读

开卷有益。这固然没错，但一
个成年人处在当下这个社会节奏，
要博览群书，也不太现实。李少君
深有感触，他的应对方法是，“以自
己感兴趣的某个课题为切口，进行
专题式阅读。”比如某段时间对某
个人的作品感兴趣，除了读其作
品，还会把关于这个人的相关研究
著作，都找来看。”近段时间，李少
君对宋明理学很感兴趣。他先从
哲学史的角度去读，然后在宋明理
学家里选两个，最感兴趣的是周敦
颐、王阳明。“这样读起来就会深
入，而且因为你正好对这个话题感
兴趣，就比较容易读进去。”

当下社会节奏匆忙，读书需要
抓紧时间。李少君在自己随身带
的包里，随时放着一本当下想读的
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
在任何时间，比如等一个朋友，坐
飞机，坐地铁，你随时可以把它找
出来看一看。李白、杜甫、苏东坡
的诗词，过一段时间我都会重读。”
他也不排斥手机阅读，“如果使用
得当，手机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随
时随地阅读。“比如你专门去找一
本杂志，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但是用手机可以很快搜索出来。”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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