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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深读《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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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捷对文化的关注以及文化使命感的建

立，是从新疆开始的。

2005 年，作为援疆干部，丁捷任伊犁州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新疆，他首次提出了

“文化援疆”的概念，并成为这一概念的践行

者。

12 年前，初到新疆，在一番调研之后，丁

捷发现，中国西部的艺术创作水平特别高，但

是没有市场。

为此，他做了很多工作，将新疆画家以及

他们的作品往东部推荐、宣传，动员内地藏家

去新疆购买画家的作品。

一系列的努力之后，新疆的艺术品，终于

有了“价格”。

“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价值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没有价格。比如，一个官员去看画家的

展览，看中某件作品，当地文联干部就会示意

画家：赶紧送给领导，这是你的荣幸。”丁捷

说，画家的辛劳创作，就这么都送掉了。

丁捷培养了一位画家，叫帕尔哈提。十

几年过去了，丁捷依旧记得当年去帕尔哈提

家里看到的情形。

帕尔哈提家里很穷困，他的画室是在城

乡接合部的家中搭建的一个简易的棚子。“到

他的画室一看，我立马就惊呆了。帕尔哈提

的画，放到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里面都不差。”

根据自己的艺术素养，丁捷迅速给出了准确

的判断。

帕尔哈提原来是名警察，因为喜欢画画，

就辞去公职，隐匿边城，默默无闻。

丁捷问帕尔哈提：“你这画卖吗？”

一起前往的文联领导立马说，看中你就

拿两幅去。听到领导示意，帕尔哈提自然也

是赶紧表态。

但丁捷说：“我看中是看中的，但拿不

行。”

随后，丁捷嘱咐帕尔哈提，把画作整一

整：“过几天，我来挑。我要买十张。”

后来，丁捷利用一个星期天，只带了一名

司机，八万现金，买下了帕尔哈提的十张画。

“那个地方，当时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一

个月工资是 4000 块钱，我认为帕尔哈提的

一张画值我两个月的工资。当时帕尔哈提

看到这么多钱，吓呆掉了，他不肯要，在那

儿推搡了半天。”

从那时起，新疆年轻画家的作品有了价

格。而对于丁捷来说，也是那时起，他认识

到，文化是一个纯净的东西，可以赋予它价

格，但不能赋予庸俗、罪恶，更不能用来谋取

不正当利益，甚至被造假。

目前，丁捷和江苏的朋友们收藏了帕尔

哈提五六十幅画作。但他，对帕尔哈提有个

未曾兑现的承诺。

在新疆时，丁捷与帕尔哈提有一次聊天，

丁捷认为，内地绘画的原始素材不如边疆好，

但是内地画家的技艺非常纯熟，著名的画家

也多。当时，他郑重地向帕尔哈提承诺，要带

他到内地交流。

“当时他也很渴望，但是，十年过去了，我

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在各种条件成熟的今天，一次画家交流

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丁捷回来之后，经过

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帕尔哈提还年轻，一旦

放进这个大染缸，很可能会污染他的心灵，花

花世界也许会摧毁他创作之中原本纯净的东

西。”

虽是遗憾，但丁捷要保有自己的初心，也

要保护一位年轻画家的初心。

三年援疆归来后，对照内地与新疆画家

的状态，丁捷对文化腐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

“文化不能无底线庸俗化，物质化，为什

么《追问》中这一部分叫‘风雅殇’，风雅都堕

落到这个程度。应该呼唤党和政府，关注和

整治艺术品市场。”

他知道，到最后，文化腐败坑的还是普通

的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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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网页上搜索“追问”，随之跳出的

不少条目是：“安娜是谁”。

安娜是谁？

许多媒体已经关注过，《追问》有一个

故事叫《最后的华尔兹》，写的是落马高官

与明星的纠葛。搭着《追问》大热的顺风

车，不少微信公号都忙着去猜测丁捷笔下

的原型。

这一点都不符合丁捷写作的初衷，他说，

写《追问》，不为了写故事，而为了写人心人情

人性。

在《追问》的故事开讲之前，丁捷写了《亲

历：365个故事365里路》，他说——

任何故事，不管你如何定性，有一点是肯

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

就是参与者；不是参与者，就是见闻者；甚至

连见闻者都算不上，但我们一定会是这个故

事的间接关联者。

丁捷也不会让阅读者猜中原型是谁。“我

对所有受访者，都是有承诺的，保护他们隐

私，人家才放心跟你讲。”

在上海学习的丁捷，免不了就《追问》与

同行聊起。一位相熟的同行说——如果当时

我知道你要出这本书，一定要阻止你。

事实上，《追问》出版之前，审读专家也提

出了删改的要求。但是丁捷没有接受，“大不

了不出。”丁捷说，“不改。删掉了细节，与卷

宗中的案例描述还有什么区别？”

确实，由落马高官自述而出的腐败内幕，

尺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

“你以为上面会纵容他们啊。”作为纪检

干部的丁捷，当然最知道国家反腐的力度所

在，所以他有这份自信。

这几天，丁捷正着手准备《追问》的第二

部，虽然书名不叫《追问》，但对这个时代与人

心的“追问”依旧。

同行：想阻止他出这本书；审读：最好删除一些细节

丁捷一字不改，他的坚持源于国家对反腐败的信心

你以为
上面会纵容他们？
本报记者 孙雯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收视率破 8，成为了十年来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在电

视剧开播之初，不少心急读

者因剧而翻书，使得作家周

梅森的同名小说，销量飙升。

而电视剧播完，书店里

的其他反腐题材的书，销量

也被带了起来。

近日，记者走访了杭州

几家书店，实地探访了这类

书籍的销售情况。

周 梅 森 的《人 民 的 名

义》、《国家公诉》、《绝对权

力》，丁捷的《追问》和罗晓的

《纪委书记》，记者从四家书

店捧回了五本反腐书，总共

花费200余元。

逛书店——

解放路新华书店

在同名电视剧刷屏之

后，以《人民的名义》、《追问》

为代表的反腐小说被摆放到

了书店进门处最显眼的位

置，但品种仍然不多。

店员说，最近一个月《人

民的名义》销量不错，一周近

千本，其中大部分是公司与

一些单位集体采购。丁捷的

《追问》因上市时间不长，销

量居第二位。

庆春路购书中心

书店进门就是一个“《人

民的名义》专柜”，二楼电梯

口又设有周梅森反腐系列小

说专柜，包括《绝对权力》、

《国家公诉》、《至高利益》、

《梦想与疯狂》、《中国制造》

和《我主沉浮》六本。此外，

书店里就没有卖其他的反腐

小说了。

晓风书屋浙报店

这家书店不大，进门处

的小黑板上写着 4 月份的推

荐书单。其中有《人民的名

义》，也有《追问》。

往里走，在放置新书的

书 架 上 ，这 两 本 书 并 列 排

放。在这一区域内，并没有

发现其他同类书籍。

西湖文化广场博库书城

受同名电视剧热播影

响，《人民的名义》销量不错，

而《追问》则在口碑的打造

下，销量日升。但是，店员表

示，不方便透露具体销量。

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另一

本反腐小说《纪委书记》，它

混在一堆军事小说、红色革

命小说中，并不好找。

看荧屏——

《人民的名义》之后，至

少有《国家行动》、《打虎上

山》、《天网行动 2015》、《反

贪风暴》、《高位》、《利剑出

击》和《悬崖边》七部反腐剧

扎堆开播。

昔日无论哪个频道都在

播玄幻剧的盛况，被反腐剧

替代了。而老戏骨、名导演、

相关部门参与已经成为了反

腐剧的标配。

编剧周梅森透露，《人民

的名义》续篇《天凉好个秋》

剧本创作已经完成十几万

字，讲述打击金融领域的反

腐故事。

唐国强、李幼斌主演的

《脊梁》，还有高群书执导，黄

志忠、张译、何平、陈宝国、王

志文等人主演的《国家行动》

即将播出。

荟聚了赵立新和王志文

两大戏骨的《纪委书记》在近

日杀青；

著名导演郑晓龙执导、

王雷和刘涛主演的《反贪风

暴》也即将开拍；

这些即将播出的反腐剧

中，有多少会延续《人民的名

义》的成功？

接下来的反腐剧，是否

又会促生一波阅读热潮？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通讯员 王旻佳

本报记者 孙雯

小调查小调查

文化是一个纯净的东西，
可以赋予它价格，但不能
赋予庸俗、罪恶，更不能用
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