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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收官，反腐书籍热却刚开始

专访作家丁捷，深读持续刷屏的《追问》——

一段“风雅殇”
让他敲起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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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之前，多数人们的心目中，

有两个“丁捷”：在读者的眼中，是自 14 岁就

一举成名的作家丁捷；在同行的心目中，则是

做事温厚严谨的纪检干部丁捷。

直到反腐纪实文学《追问》面世，读者才

把两位丁捷合二为一。

丁捷很忙。

作为江苏省一家国有文化单位的纪委书

记，忙，本来是他的常态，但因新作《追问》，他

更忙了——日常工作一样不能少，还要接受

采访，举办讲座，与读者进行新书分享。

4月26日晚，记者见到了丁捷。

他正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学习——这所

学校位于上海地铁2号线的终点站“徐泾东”

附近，周遭几乎都是工地，青浦区这一区块的

开发建设，在春天里已呈现出夏天的火热。

就在这两天，反腐剧《人民的名义》收

官。而在文本中对这类题材的阅读，其实才

刚刚开始。

整个4月，走进中国每个城市的书店，都

会在显眼的位置，看到《追问》被热推。

记者手中的《追问》，版权页上标注：第 6

次印刷。“我给读者签名时，第9次印刷的《追

问》都有了。”丁捷说。

要知道，此时，距离《追问》上市，还不足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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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捷在《追问》中，写了 8 个落马贪官的

故事。

为什么是8个？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他先是从“上头”提供的600多个落马官

员的卷宗和自白书中，选了28个领导干部违

纪违法典型。随后，与其中13人面对面长时

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第一手资料。最终，

他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挖掘。

4 月 26 日这天，谈到《追问》背后的更多

内幕，丁捷在扼腕痛惜之余，基本都以理性的

语态来阐释自己写作过程中的种种。

然而，有一个话题，还是“引爆”了他。

《追问》中有一个故事，叫《风雅殇》。

因分管的下属单位发生违法犯罪窝案，

多名领导和专家，涉及利用公职权力和信誉，

偷盗、制假、贩卖字画文物。一位省文化厅副

厅长，作为分管领导，在退休之前，受到了严

厉的党纪处分。

“这一篇写长了，应该可以写一本书。”丁

捷对这个故事目前23页的容量，略有遗憾。

《风雅殇》中，那位落马官员本身也是著

名画家，得知丁捷会在写作上做一定的技术

处理，从而避免读者把他对号入座后，他详细

叙述了文玩界的套路——从“低级黑”、“高级

黑”到“顶级黑”，内幕触目惊心。

而这名落马官员的手下有一员干将“大

张”，利用政府信用，与民间文物骗子合作成

立文化公司，坑蒙收藏者。

后来，“大张”又借用文化厅下面的一个

招待所，因经营不善亟需改革之机，接盘这一

座老楼，并进行全面改造。

“大张看中这烂旅馆，其实是怀有巨大的

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个宾馆虽然烂，但历史

悠久，又属于文化系统自己的场所，几十年

来，多少书画家在此作画写字，楼道甚至房间

里，都挂满了省内几代名家的书画作品，陈旧

破烂的镜框里，装的可都是大有价值的宝贝

啊。大张通过改造大楼，改变格局，顺理成章

地把这些无人统计过的作品收了起来，有的

直接贪污，三件原先挂在大厅最显眼位置的

作品，就复制，重新装裱，放在仓库里，等待哪

一天有人过问，可以对付一下。他估摸着，了

解这些老场所的老同志纷纷退休了，进棺材

了，包括我们这些人，也都快退了，历史永远

成为历史。时间一长，谁还惦记这些？这本

来就没有登记，没有纳入固定资产管理过。

一本糊涂账，谁能说得清呢。”

这是《风雅殇》中，那位落马官员的叙

述。当然，他依旧认为，自己并未亲身参与到

下属的犯罪行为之中。

丁捷本身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说，自

己太了解其中的门道了。

“很多文化官员不作为，甚至自己参与在

里面，书中我写得还是比较客气的。实际上，

他肯定是捞着好处了，没有好处，能这样纵容

吗？！”

说到这里，丁捷抬高了声音，敲了一记桌

子。

在他看来，文化腐败是一个尚未被充分

关注到的腐败重灾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

区，艺术品交易比较活跃，利益的驱动，让很

多不法之徒敢越雷池之险。

“很多老百姓，好不容易挣点钱，被忽悠

着去买艺术品，最后买到假的，不就是一张烂

纸吗？给坑了。这些文化骗子，特别是不作

为官员纵容出来的这些文化骗子，罪大恶

极。”

丁捷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巨大的危机

是信任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艺术品市场，从无

到有，从有到巨，进入繁荣的当下。“你看，判

了几个艺术造假的？”丁捷说，这正是文化造

假猖獗以及腐败的原因，“人家告诉我一个数

据，比如张大千、傅抱石这个层次的画家，进

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在艺术交易市场出去

的画基本上都是假的。但是，没有人受到追

究，背后是文化管理的巨大漏洞。”

就中国目前的反腐而言，大家更多关

注——“开发、建设、工程类领域，中国几十年

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其中腐败确实很多。”

但是，文化腐败也绝对不能坐视，丁捷认为

——要以迅雷轰击。

正因如此，他将把文化反腐作为《追问》

的八个故事之一，“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一点

都不弱于教育腐败。只是，教育腐败已成定

论，但是文化腐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丁捷 14 岁开始文艺创作并大量发表作

品，当选过“十佳校园作家”，因文学早慧被保

送大学学习。

已出版近 20 部作品，被媒体誉为“青春

写手”、“灵魂作家”。

《如花如玉》为新华书店畅销榜作品；《初

夏的颤栗》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亢奋》是我

国第一部省级以上政府文学奖的网络文学作

品，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四大门户网站读书

频道的千万点击量作品和电子阅读畅销榜作

品。《依偎》被翻译成外文版在英国、美国、韩

国等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被剑桥大学教授誉

为“一部深度追问生命、创新了文学的小说”。

长篇反腐文学《追问》更是反响强烈，与《人民

的名义》一起推动中国反腐文学的新一轮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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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要以迅雷轰击。书中
我写得还是比较客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