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 徽 州 往

事》这部作品非常

火，当初您在创作

时是怎样考虑和构

思的？

聂：在写《徽州

往事》剧本之前，我

要“查新”。一是题

材要最新，二是样

式要最新，三是叙

事方式要最新。所

以，我看了很多剧

本，收集了很多资

料。最终，发现了人们不喜欢戏曲的原因：叙事单

一、人物简单、节奏极慢、过度矫情……这些都是现

代观众不喜欢的。因此，我就把在徽州挖掘的珍贵

题材，运用好莱坞电影叙事，写了这个剧本。这样的

表现手法深受观众欢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记：黄梅戏是不是您最喜欢的戏曲？

聂：坦率地讲我不太喜欢戏曲。但相对来说，在

戏曲里面我偏爱黄梅戏，接地气，好听，朴实。

记：您说过，现在的编剧不尊重观众，所以您亲

自操刀编剧，才有的这部作品吗？

聂：现在的编剧不尊重观众本质上是没有才

华。他不是个编剧的料，硬要做去胡编乱造，手撕日

本鬼子，一首歌唱倒日本鬼子……那还需要抗日战

士浴血奋战吗？

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要有智商和情商，其次还要

理智，可以自信，甚至可以自恋但不要忘记。

记：好莱坞的工作经历对您的影响？

聂：有。好莱坞的成功是有原因的。首先，它集

中了全世界最有才华的电影人，他们专业、敬业、创

业。他们尊重普通观众，有超凡的想象力并付诸实

施。他们做事，注重每一个细节，对镜头的使用，精

确到用秒表来计算。比如，到第零点几秒的时候，观

众必须爆笑，又到第零点几秒的时候，观众应该掉眼

泪……

好莱坞电影很像纸币：一面是艺术性，另一面是商

业性，缺了哪一面都是假币。话至此，您就能看出好莱

坞的工作经历对我管理、创作的影响了。

聂圣哲，安徽休宁人，现任美国联邦德胜（TECSUN）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德胜（苏州）洋

楼有限公司总监。他利用业余时间，以聂造、聂达甲、谢熹等笔名从事文学、影视及舞台剧

创作，联合导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大祠堂》及担任总策划的大型纪录片《徽商》播出后反

响强烈。

在徽州挖掘的题材，运用好莱坞的叙事

记者（以下简

称记）：《吹不响的

哨子》里面收集了

八个中篇故事，这

八个故事说的是

什么？中间有没

有关联性？

陈斌先（以下

简称陈）：严格意

义说，不是故事，

是小说，我很纠结

大家把小说说成

故 事 ，故 事 是 情

节，小说不仅仅需要情节，还有很多技术因素。

八部中篇小说都有不同层面的生活反映，譬如

《吹不响的哨子》，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发现和切口的

小说。大家都知道，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有生产

队长、大队长等等，哨子是那个时代生产队长的标志

性符号。

中间关联性肯定存在，小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做人的品质，可能是所有小说的关联性。

记：这里面叙说的都是安徽的乡土风情吗？

陈：总体说，安徽是由北向南的过渡省份，安徽

的乡土风情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是我的叙述能够

囊括了的。

不可否认，我的小说带有淮河岸边的文化特征，

与我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有关，感谢这里的土地滋养

我、培养我，让我拿起笔，就能想到淮河岸边的人与

事，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记：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吗？因为你的

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里，那么你怎样去把握各个生

活在乡村的人物？

陈：指向性原型肯定没有，那些人都是我身边的人，

对他们熟悉了，写起来就会不自觉地进行再度塑造。

我看似生活在城市，骨子却是农村的、传统的，

我在农村生活了17年，工作后依然离农村很近，所以

写起农村题材更加得心应手。

记：你是怎样认为乡土文学的？

陈：乡土文学不会消失，这是我的判断，为此我跟

一些作家、刊物编辑争论过。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情

节，每一个都具有乡土情怀，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乡

村发生了变异，形态有些变化，乡愁有些异化而已。

市场喜欢什么，跟拍什么，无可非议。但是真正

的文学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定力，要能坚持精品写

作，不要随潮流，而要泣血而歌，写出用灵魂培养过

的真实感受。

记：现在很流行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你

有这样的打算吗？

陈：我自己不当编剧，做不好，有人改编，当然欢迎，

起码我不排斥作品得到更大范围内传播。

陈斌先，安徽寿县人，自1986年以来，出版长篇纪实文学《铁血雄关》、《遥听风铃》、《中

原沉浮》，中篇小说集《吹不响的哨子》、《知命何忧》，中短篇小说集《蝴蝶飞舞》等，共出版、

发表文学作品350多万字。曾获第四届、第五届安徽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等国家、

省级文学奖十余次。现在安徽省六安市文联任职。

拿起笔，就能想到淮河岸边的人与事

□□张亚琴张亚琴

记者（以 下 简 称

记）：是先有《大药商》

电影吗？剧本和文学，

您是怎样评价？

杨小凡（以下简称

杨）：《药都往事》小说

写于 1997 年，电影剧

本在 2012 年根据这个

小说改编的；根据这个

剧本拍摄完成后，在央

视六套播出前才把电

影名称改为《大药商》。

它们之间主要的

情节逻辑和故事走向

是一样的，小说更注重语言和文本味道，而电影则更注

重情节和视觉效果；小说可以更舒缓更自由更细腻地讲

述，但电影讲究是在规定时段内调动声光电等手段来推

动情节、塑造人物，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记：作品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当初，您是怎样构想

这部作品的？

杨：这部电影立意之初的定位，就是想通过民国时

期亳州药商在战乱动荡中的故事，来反映亳州药商家国

天下的情怀，。我有意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亳州这个地

域环境中，通过画面更直观展示亳州的华佗庵、花戏楼、

曹操运兵道、古城墙、二夹弦等历史风物和文化遗留，所

以具有典型的地域性，从而达到宣传亳州药商精神、展

示亳州形象之目的。

记：看评论说你在《药都笔记》一书中，“着力塑造了

100多个鲜活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活跃于同一方水土，

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格”，您认为，这种集体性格是什么？

杨：《药都往事》只是我系列小说《药都笔记》中的一

篇。这个系列小说创作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亳

州人的集体性格实质，是与我所写的民国以前的群体性

格没有区别的。只是表现、显现的形式不同而矣。

现在，通过我的笔，药都这个地域概念是被亳州以

外的一些人所认识与认同了，但反而本土的人并没有认

识和认同。

记：两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这对您的创作意味着

什么？

杨：十几年前，当我对文学创作有些失去信心的时

候，鲁老来亳州时我有幸见到了他。他鼓励我继续写下

去，并给我题词留念，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次

鼓励。也许没有当初他对我的鼓励，我就没有了今天所

取得的一些成绩。这是我永远铭记的。

连续两次获得鲁彦周文学奖，都给我一种压力，都

更加重了我对文学创作的责任和敬畏。

杨小凡，安徽亳州人，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在

《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作品400多万字。

通过我的笔，
认同“药都”的地域概念

时光回到时光回到20122012年的年的1212月月,,首届鲁彦周文学奖在合首届鲁彦周文学奖在合
肥揭晓肥揭晓。。作为安徽第一个以个人名誉命名的文学奖作为安徽第一个以个人名誉命名的文学奖，，它它
的设立的设立，，对振兴文艺皖军对振兴文艺皖军，，促进安徽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促进安徽乃至全国的文学创
作意义非凡作意义非凡。。

时隔两年多时隔两年多，，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又风起云涌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又风起云涌,,各各
类题材作品花落类题材作品花落99家家。。其中其中，，长篇小说长篇小说22部部：《：《战事战事》（》（作作
者弋舟者弋舟）、《）、《红月亮红月亮》（》（作者胡学文作者胡学文），），中篇小说中篇小说44部部：《：《余露余露
和她的父亲和她的父亲》（》（作者小岸作者小岸）、《）、《母亲的花样年华母亲的花样年华》（》（作者娜作者娜
彧彧）、《）、《将军将军》（》（作者李亚作者李亚）、《）、《吹不响的哨子吹不响的哨子》（》（作者陈斌先作者陈斌先））
和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文学剧本《《药都往事药都往事》（》（作者杨小凡作者杨小凡）、）、戏剧文学剧戏剧文学剧
本本《《徽州往事徽州往事》（》（作者聂圣哲作者聂圣哲）、）、电视剧文学剧本电视剧文学剧本《《美丽背美丽背
后后》（》（作者禹扬作者禹扬）。）。

这些获奖者中这些获奖者中，，有的是安徽本土的有的是安徽本土的，，也有外地的名也有外地的名
家家。。这也充分表明了这也充分表明了，，鲁彦周文学奖的开放性鲁彦周文学奖的开放性。。本期本期，，
市场星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对话部分获奖作家安徽财经网记者对话部分获奖作家，，看看他看看他
们心目中们心目中，，对自己作品和现实的解读对自己作品和现实的解读。。

精神故园的灵魂书写
星报记者对话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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