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娟

这是一部关于怎么讲故事的
“武功秘籍”。作者许荣哲，在台湾
被称为“70 后最会说故事的人”，
自称“在写作的路上，是有翅膀的
天使”。《小说课》分上下两册，分
别是 《壹：折磨读者的秘密》 和

《贰：偷故事的人》。
在《折磨读者的秘密》中，作

者把秘密和盘托出，引用古今中外
37 部经典作品，解读其中的关键
点，以最浅显的方式带读者深入故
事的世界。但关于“人物”，作者
说：描写性格比描写长相更重要。
他把人物面貌分为两种，一个是内
在面貌（性格），另一个是外在面貌

（长相）。内心景观能为读者提供无
边无际的想象，以及挥之不去的各
种揣测。

关于“场景”，作者说：每间
星巴克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人是生
活在空无一物、仿若外太空的地
方。若作品中场景描述得当，“情
景交融”，场景同样可以动人心弦。

关于“对话”，他说：看得到
的对话是水面上的 1/8，看不到
的对话是水面下的 7/8。对话除
了 拿 来 当 廉 价 的 “ 日常对话”，

“推动情节”之外，还可以用来代
替小说里的描写、叙述，甚至议
论、说明……

关于“故事情节”，作者说：
小说家常常舍弃捷径而绕远路，甚
至拐了一个好大的弯，曲折设置是
为了让读者看到更多的风景。故事
情节可制造直接冲突与不显眼的冲
突，除了肢体和语言之外的冲突，
还有另一种安安静静的冲突，而安
安静静的冲突常常比刀光剑影、血
流成河更有张力，因为它是一张悬
在心底的网，柔韧，却永远破不
了。小说情节通常只要按照目标-
阻碍-努力-结果-意外-转弯-结
局的公式，很快就可以构成一个完
整的故事。

作者工匠式地探讨了小说书写
的各种技巧及逻辑。书中引用诸多
小说文本与作者相互渗透的案例，
解密各种技艺的架构，试图去逼

近、抵达或揭露小说书写技巧之外
的事。探讨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是
否能创造出自身完备的深刻核心，
那个核心才是小说紧紧抓住读者的

“黑暗之心”。如日本作家芥川龙之
介的 《竹林中》，小说前半段有个
武士被杀，后半段有三个人供认自
己杀了武士，供词疑点重重且相互
矛盾。作者认为，对于小说人物而
言：“扭曲的名誉比现实的责罚更
重要，也就是名誉大于性命。”于
是小说人物们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是

“黑暗之心”。又如三岛由纪夫的短
篇小说 《孔雀》，作者解析认为，
在三岛的心里“美大于一切的存
在，因为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
牺牲”。这对于读者来说，无异于
是凌迟，眼睁睁看着美被毁灭而无
能 为 力 ， 怅 然 若 失 而 被 永 远 惦
记。

马尔克斯说得极好，每篇好小
说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谜。有了
谜，就带来了折磨与悬念，聪慧的
读者会不知不觉接受折磨，并试着
一步步解谜而被情节所吸引。

《小说课》 采用了中国读者熟
悉的经典故事、好莱坞电影以及许
多优秀的华语文学素材，这是一套
超级实用的创意写作教材书，更是
一个好看到爆的书单，书中所剖析
的全是经典作品，从“全世界最好
的小说开头”一直到“一切都是罗
生门”。书中列举的小说，作者往
往只分析一个经典片段，这些片段
却足以吊起读者的胃口，让人萌生
兴趣找来原著一探究竟。

《小说课》 从小说创作的多个
关键词入手，教你看懂小说吸引人
的秘密。通过训练，即便是中人之
资，也有可能讲好一个及格线以上
的故事。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大 漠

近日，女儿递给我一本刚看完
的《人性的弱点》，很快我用一天的
时间，把 19 万字的书一口气看完
了。阅读此书很轻松，好像不是自己
看完的，倒似作者坐在对面的沙发
上，拉家常般讲完的。作者像一个素
昧平生却又一见如故的老朋友，讲
他的所见所闻，讲他的亲身体会，有
观点，有案例，有归纳，引经据典、生
动形象、浅显通俗，让人时不时会有
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啊，原来
是这样啊！”

《人性的弱点》是美国人际关系
学大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奠
基人戴尔·卡耐基写的，被西方世界
视为社交技巧的圣经，自 1936 年
出版以来，一直作为畅销书为读者
所推崇。卡耐基是位心理学家，他
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对人
类共同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和探
索，创造出一套成功的教育方法。

全书分六章，包括“与人交往
的基本技巧”“让你受欢迎的六种
方法”“如何让他人认同你的想
法”“领导的艺术：技巧地改变他
人”“创造奇迹的信函”以及“创
造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作者以
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案例与分
析并举，从大大小小的事例中，总
结出为人处事、与人交际的原则和
方法。而这些原则和方法，简单得
像是一个个数学公式，读者拿来就
可以用，而且一用一灵验。事实
上，好些人读了此书以后，获益匪
浅。就像美国原总统肯尼迪所言：

“卡耐基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几本
书和一所学校，其真正的价值在
于，他把个人成功的技巧传授给了
每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人。”而美
国传媒大亨默多克认为，“戴尔·卡
耐基的这些原则如魔术般令人震
惊，他改变了3亿人的生活”。

手头这本《人性的弱点》是译林出版
社所出，封面上有一行字，“How toWin

Friends and Influenc People”，意
思是如何赢得朋友与影响他人。卡
耐基在序言中说，他为此书的撰写
作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所有相关
的资料、报刊的专栏、杂志的文章、
家庭案例的记录、古代哲人的文献，
以及当代心理学家的论文。还聘请
了一名训练有素的研究员，耗时一
年半在各类图书馆查阅没有阅读过
的文献资料，从中总结出历史上的
伟人们与他人的相处之道。卡耐基
还亲自访问了好些成功人士，如发
明家爱迪生，政坛领袖罗斯福、詹姆
斯·法利，访问了商界精英、影视明
星以及探险家等，试图从访谈中探
索、推敲出他们的交际技巧。

在谈到如何让他人认同你的想
法时，作者告诫那些斥骂常常挂在
嘴边的父母们，那些专横跋扈的老
板们、丈夫们，以及喋喋不休的妻子
们，人是不会轻易更改自己的主意
的，你不可以逼迫他们接受你的观
点，但是，如果你假以温和及友善的
态度，并且一直坚持温和、友善，是
有可能引导他们接纳和认同的。这
里，他引用了林肯的一句话——“较
之一加仑的胆汁，一滴蜂蜜所捕获
的苍蝇要多得多”。

在谈到怎样让你受人欢迎，作
者认为，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远比着
装重要得多。较之皱起的眉头，微笑
给人的信息要正面得多。一个微笑所

传达的意义是：我喜欢你；你让我感到
幸福；见到你我很高兴。发自心底的微
笑，价值连城。微笑是你美好心愿的表
达，你的微笑会点亮旁人的人生。

谈到怎样与人沟通，作者认为
人们往往在得到一些表扬之后，才
更容易接纳逆耳的忠言。他打了个
比方，理发师在给男顾客刮胡子时，
往往要先给顾客脸上涂上皂白以减
轻刺痛感。与人沟通时请以赞美开
始，这就好比牙医给病人拔牙时先
施以麻醉。

谈到赞美与批评时，他认为真
诚的赞美可以使人不断进步，赞美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人生
轨迹。赞美他人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可大家往往熟视无睹，疏于运用。批
评会让个人的能力枯萎、凋零，只有
鼓励才可以让能力开花结果。为此，
他呼吁，请真诚、慷慨地发出赞美。

在谈到婚姻问题时，卡耐基认
为恭敬是家庭幸福的源泉，鲁莽、无
礼是吞噬爱情之花的毒瘤。人人明
白这个道理，可糟糕的是，我们在对
待陌生人时比对待自己的家人要礼
貌得多，最为亲近的人却总是因为小
毛病而遭到我们的辱骂。作者把恭敬
视作心灵深处的阳光，“恭敬之于婚
姻的重要，就如汽油之于汽车”。

一本书畅销不衰总有它的理
由，有空不妨看一下，也许对你会有
所帮助。

请真诚、慷慨地发出赞美
——读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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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我的奇妙书店》

《有风吹过厨房》

《传奇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

三味书屋

蔡体霓

6 月 29 日上午，在上海乘车路
过宜山路上的博库书店，透过玻璃
窗看到里面有人坐着喝茶翻书的。
回程中遂下车进内瞧瞧。在底楼的
书架上看到莫言的演讲集《用耳朵
阅读》，书外的透明纸已拆去，问店
家，就此一本，打了一点小小的折，
就买下了。再上三楼，在书架前凑近
了看，有一排枣红色的书，抽出一
本，书名《行脚八方》，作者郑培凯，
为“百花谭文丛”其中一册。觉得作
者名字很眼熟，亦将此书购入。

隔了一天，回到宁波家中，在书
堆里果然翻出郑培凯所著《在纽约
看电影》。此书 21万字，是上海书店
出版的“海上风丛书”里的一本，8
年前在沪上科技书店以 7 元钱购
得，打了 3折的价。而《行脚八方》是
3 年前出版的书，5.6 万字，却是 22
元原价。前者为电影评论文集，装帧
普通。新购的那本，硬封面，有图片
12幅，薄薄一册，便于翻阅。

6月29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清
嘉录》里有记载，说那天是“晒书
日”，有晒书诗云：“三伏乘朝爽，闲

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
缘。”两册线装本的《清嘉录》，成人
手掌般大小，书龄 70 多年了，封内
有“上海文明书局印行”字样。1973
年，大伯将其送于我，青砖色的封
面，给阅读带来静气。又想起董鼎山
先生 20年前在一本书里说过，各地
争出有关读书口味的丛书，证明读
者的口味又在趋向严肃认真。

看《行脚八方》，翻到随便一篇
即可读下去。每题为香港行脚、杭
州行脚，以此类推，或徐州、福
州、镇江，国外如纽约、大阪。作
者笔下的游踪、风物、饮食、掌
故、山水、人文，无不显出他的学
识，归拢来还是读书。我在这本书
里看到郑培凯先生与景与人的几幅
照片，在上一本电影评论集里是没
有的。不过，评论集里有作者简
介，他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
博士，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现
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想想时隔 8年，无意之中又购
来他的书，可谓有缘。

在《福州行脚》一文中，作者
说城里有条黄巷，里面最精彩的院
落是小黄楼，庭院深深不说，曲折

婉转之中，还包藏了两座小巧玲珑
的花园，让人在赞叹厅堂宏伟壮观
之余，有突然惊艳之感。觉得古代
福州造园工匠叠山理水设计巧妙，
其纤微细腻的审美构思，比之苏州
园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小黄楼里
其中一家宅院是梁章钜在道光年间
回福州养病修葺旧居而成。作者又
讲到，过去读过梁章钜写的几种笔
记，如 《归田琐记》《浪迹丛谈》

《浪迹二谈》《浪迹三谈》《楹联丛
话》之类，对其个人没有感性的认
识。看到他经营的屋宇房舍，走过厅
堂内室，再伫立在他曾休憩的“知鱼
乐处”小园，好像逐渐认识了这个
人，并了解了他的情趣。文中提到梁
章钜的笔记，我手头亦有线装本《浪
迹续谭》上下册，为进步书局校印，
内有浙江温州风物习俗记述。

《吃青团》 这一篇写得很好
看，郑培凯先生到昆山探访昆曲的
遗迹，正好碰上春分时节。他就写
道，油菜花已经开满了郊野，黄艳
艳的，在微风细雨中摇晃，虽没有

“杏花春雨江南”那样细致的诗
意，“却另有一种乡野的春天风
情，好像身穿蓝花布的村姑，挑着

一担担清晨采摘的菜蔬，走过雾气
未散的田塍，勤奋的爽朗之中，透
露着生命的清新。”这样的句子有
图画之美。作者到了澜漕村，那里
是 400多年前昆曲勃兴的大功臣梁
辰鱼的故乡。看到村后有条宽广的
河道，就据《昆山人物志》所记，描
述当年戚继光大将军来访梁辰鱼，乘
坐的楼船遮蔽了岸边的树影。作者还
引申开去，讲了戚继光那口重40公
斤的宝剑故事。

说到戏剧与电影，李欧梵先生
写过 《看电影》 一书，不过，他
说：“我写电影文章，是一个影迷
的玩票，以西片居多，郑培凯的电
影论述，才是电影研究中的真正

‘国学’。”看来，《在纽约看电影》
那本书，还得好好翻翻。

小暑大暑书间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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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折磨读者的秘密”
——评许荣哲的《小说课（壹）》

佩特拉·哈特利布曾以《维也
纳的一个冬天》及“柏林与维也纳
之拍案惊奇”系列享誉当今文坛。

《我的奇妙书店》讲述了一个令爱
书人着迷的故事，主人公和丈夫
在维也纳度假时，一时兴起，竞拍
了一家歇业的旧书店。她为此放
弃了成为文学评论家，她的丈夫
也辞去了一家德国大出版社待遇
优厚的工作，与孩子一起迁居维也
纳，由此开启了一段奇幻的人生旅
程。佩特拉在偶然间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或许这世上并没有“偶然”，
所谓的“偶然”不过是复杂轮回与
所思所感的必然集结。

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触叙述

开店经历的同时，还在字里行间
宣扬着她对图书的挚爱。阿根廷
作家博尔赫斯曾感叹：“我偶然在
米切尔书店发现了小开本的三卷
本《神曲》。那家书店已经消失了，
但我拥有了许多关于它的宝贵回
忆。”近几年网络书店不断发展，
这似乎预示着全球书店“寒冬”的
到来，一些诸如佩特拉的奇妙书
店却迎难而上，以热情、谦逊、知
识丰富、品位独特、服务周到，不
断延伸社交空间，拓展文化视野，
使爱书人的购书历程不再普通，
而是一场与书相伴、与人邂逅的
交谈之旅。

买书读书实乃人生的一大乐
趣，我们可以想象从那家奇妙书
店满载而归的读者，也许会发出
郑振铎那般感慨：“夕阳将下，微
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
而归，是一生一乐也！”

（推荐书友：戴骏华）

上海写美食的作家不少，我
看过几本，如老一辈的唐振常的

《品吃》有点阳春白雪，格调偏高；
孔明珠的《烟火气》则下里巴人，说
的多是家常菜；新生代的蔡雅妮和
张爱球的《一人食》，写得很小资；
比较而言，感觉还是“食家饭”的这
本《有风吹过厨房》写得有韵味。

书中提到了玉露水蜜桃，古
玉色，不带红，有通透感，可以剥
皮，饱含汁液。因色如白玉，汁似
仙露（甘露），故得名。只是吃完时
会有小纤维塞于牙缝——这是绝
色美女的小缺点，显得可爱。一不
小心，桃汁会给衣服染上颜色，杨

梅和桑葚也是如此，要等这种水
果落市了，这种颜色才会彻底地
被洗掉。

作者提到一个甄别餐厅好坏
的办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一看用
的大米质量；二看醋、酱油等调
料；三看赠送的前碟（小菜，如泡
菜、花生米等）；四看老板和大厨
是否会笑。只是这个要求有点高。

作者为文手法多样，如《筷
子》这篇文章像是小说，以筷子道
出了人生的起伏、历史的变迁。文
字功底扎实，如《酒心巧克力》一
文，写出了自己细腻的感受。取名
也很别致，《肺腑之爱》写的是猪
肺和猪肚，这两样清洗起来非常
费工夫，自己动手做确实需要深
厚的爱。

有风吹过厨房，有人陪你品
尝。有爱才有味，用爱炮制的每一
道菜、每一顿饭，能不好吃吗？

（推荐书友：仇赤斌）

《红楼梦》是小说，是写人的
文学杰作。由著名红学家李希凡、
其女李萌合著的《传奇文笔足千
秋：〈红楼梦〉人物论》，以曹雪芹
原著前八十回为蓝本，以脂砚斋
点评文本为辅助线索，深刻剖析

《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的典型性
格特征及其对命运的影响，将经
典片断回放于人物出现的场景
中，使读者对于情节刻画人物、个
性塑造人物的艺术创作规律有进
一步的认识。

“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贾宝玉

真的只是扎在“胭脂堆”里、不思
学业的纨绔子弟吗？答案是否定
的。他对封建正统观的抵触和反
抗，对自由爱情的不懈追求，对

“皮囊尽上”的没落家族的敏感认
知，无一不在另一层面说明他的
青春有为和出类拔萃。潇湘妃子
林黛玉给人以爱哭的形象，可在
贵族之家和宗法礼教的环境中，
孤苦的黛玉小姐的爱情，正是通
过她的矫情、小性儿和“歪派”来
曲折地抒发的，这是她的“儿女真
情”的外在表现形式。薛宝钗、王
熙凤、贾探春、花袭人等，在李希
凡父女深入骨髓地探究中，同样
给人以个性鲜明的印象，这是阅
读本书的最大收获。

读者可以借助人物论，进一
步解读《红楼梦》中蕴含的真、善、
美。

（推荐书友：朱延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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