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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家 访 谈

《新民周刊》：你戏

曲研究院工作这段时间，

一直专心致志地研究秦腔

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秦

腔在今天遇到了怎样的困

难？近年来，随着国家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扶持，

秦腔是不是越来越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陈彦：我离开秦腔剧

院已经这么多年了，7 年

了吧，近期关注的就少一

些。近年国家对戏曲艺术

的发展的确是重视，但是

这种文化传统到底怎么继

承发展建设好，其中很多

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探讨

的，不是说给了很多钱就

能做好。我觉得可能还要

认真研究怎么按规律做好

的问题，很多非常复杂的

问题需要不断认识，不断

探索研究。时间会让事物

变得清晰起来。

《新民周刊》：现在在中国戏

剧家协会担任分党组书记的工作，

会不会很忙？

陈彦：现在的工作还是挺忙的，

中国戏剧家协会有很多事要干。再

加上现在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要求

很高，要做的事就很多。我差不多

大半生都在做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专业回归，挺好。

《新民周刊》：这次获得茅盾

文学奖有什么样的感受？

陈彦：还是感到很欣慰，这也

是自己50多年的生命积累，《主角》

把我该装进去、融进去的都装进去、

融进去了，还写得比较顺，毕竟是

自己经历过的东西。

言，为小说增色不少，这方面是怎

么考虑的？对其它的方言小说，比

如沪语《繁花》你怎么看？如果不

请教懂沪语的朋友，阅读时会不会

有障碍和困难？ 

陈彦：我们的小说用翻译语言

多一些，城市化之后，乡村的记忆、

地域性的文化记忆越来越少。比如

我们看中国传统小说，不管是《金

瓶梅》《红楼梦》还是《水浒传》

《西游记》，其中有很多地方方言，

今天我们已经不懂了，可是我们揣

摩字的意思，会觉得它非常美妙。

今年我又在重读四大名著，我反复

在想其中的语言，应该说带着地域

性的、民族性的语言非常多，读起

来非常有意思。我写三秦文化，肯

定要用当地的方言。我觉得语言是

一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就像戏曲如

果不用方言，这个剧种就不存在了。

现在有些剧团在探索，用普通话来

说它那个剧种，那是自杀。小说也

是这样的，我想追求中国的审美、

民族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

总是要在语言上有一些特色，如果

随大流，这小说读起来就没味道。《繁

花》我读了，写得非常好。一般获

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都会找来阅

读，学习借鉴一下，《繁花》获茅

盾文学奖之后，我也特别阅读了这

本书，非常快意。但是上海的方言

用得过多，我们北方人有些地方有

阅读障碍，有些话读半天读不懂，

理解不了。当然，这不影响小说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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