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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火了。
截止到2015年1月23日，出版方已安

排7个批次累计加印超过20万册，但在北
京、山西、山东、浙江等地书店，该书仍在
不断补货。书皮上的“中纪委推荐”，在宣
示权威的同时，也延续着中纪委荐书必属
畅销品的神话。

“中纪委也走文艺路线了。”网友一边
翻看着《历史的教训》一边感叹。这是中纪
委2015年推荐的“新年第一书”，同时是中
纪委官网上线以来推荐的第119本书。

“中纪委推荐的书目是怎么选择的？”
聊城市检察院检察官王平(化名)一直有
此疑问。

中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的读书编辑
说，每次推荐的书目都是编辑初步选定，
然后经过三级审定，由网络中心的领导审
批后才能发布。

有的书籍也是上级领导“钦点”，比如

《历史的教训》。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这
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喜欢的一本书，交由
出版社翻译出来。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学
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
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
作。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
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
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考。

《历史的教训》作为新年第一书被中
纪委推荐，该书译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教授倪玉平并不觉得奇怪。他告诉
本报记者，“中纪委的荐书以政治和历史
居多。”

《历史的教训》罗列了大量历史事实，
虽是哲学的判断，但并不晦涩，很容易理
解。“这也是中纪委选书的一个标准，那就
是通俗。”北京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庄德水说。

此前有媒体梳理，在中纪委网站推荐

的书目中，政史类占了六成以上。有《之江
新语》、《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读本》、

《曾国藩》、《贞观政要》等。而王岐山的荐
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都
与历史有关。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曾分
析说，干部学员要求看书、学习的心情其
实是很迫切的。在中央党校，林喆有一堂
课叫“西方法学经典名著”，这是干部们最
喜欢听的课，不少干部学员在课后主动要
求给他们开书目。

“工作太累，回到家实在没有精力，只
能读一些容易入手的书籍。”在王平看来，
历史类书籍最容易读进去，蕴含在其中的
经验总结，也让王平学到了不少工作方
法。2014年，王平开始阅读《大清相国》，大
清宰相陈廷敬成了他做事的标杆。“等、
忍、稳、狠、隐。这五个字的处世准则对我
影响很大。”

王平说，陈廷敬认为年轻时需要隐
忍。王平记得最初处理群众上访等棘手问
题时，好脾气的他经常会暴躁起来，结果，
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但是读过书
之后，知道在同样的情境下，陈廷敬是怎
样做的，这对我启发很大，年轻干部要厚
积薄发，减少戾气。”

中纪委荐书对于历史的青睐，在倪玉
平看来，正好符合大多数干部的口味。“就
文史哲来说，历史比哲学好懂，又有事实
依据，不像文学那样空泛。”倪玉平说，读
懂历史，可以理解当今很多现实问题。“比
如反腐，今天来看力度已经很大了。但是
有很多人不满足，拿朱元璋反腐剥皮那样
极端的例子来影射今天。以现在的文明程
度，会因为贪了3毛钱去剥皮？法治社会反
腐，有别于历史上的反腐，我们要开启一
个新阶段。”

今年1月，一向对媒体采访缄默的莫
言开口了，不过这次谈的不是文学，而是
当下反腐。

在中纪委监察网上，对莫言的专访
实录出现在“聆听大家”专题上。2014年7
月2日，中纪委监察网派出采访组，来到
河南南阳作家二月河家中，开启了“聆听
大家”的第一个专访。此后，冯骥才、尚长
荣、陈忠实等陆续接受专访。

有网友评价，一向神秘的中纪委干
起媒体的活儿，突如其来的文艺范儿，着
实与中纪委一贯板正的形象大相径庭。

每篇访谈中都会有一些相同的问
题，比如如何评价当下的反腐，对于反腐
有怎样的建议，您的中国梦是什么，一句
话寄语党员干部等。

面对如此敏感的话题，一向谨慎的
大家们并不避讳。莫言对反腐工作的建
议是：“制度设计、党内的纪律、各种各样
法律的设置和建设，应该考虑到人性的
缺陷和弱点，人的共同点，然后再考虑到
权力运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漏
洞。”二月河说：“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

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
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
大的国家。”

作家不是反腐专家，为何找他们来
谈腐败和政治？不少网友发出这样的疑
问。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
行副院长毛寿龙看来，正是因为作家的

“大众”，才让反腐得到更多人关注。
“一个检察官和一个你熟知的艺术

家，你更希望听谁谈反腐？”庄德水说，对
于大众来讲，结论自然是后者。

“脸熟”只是大家们入选的原因之
一，梳理这几位中纪委监察网访谈的大
家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反腐有些
关联。

比如二月河，创作的《康熙大帝》、
《雍正大帝》等书，涉及不少关于治理腐
败和贪腐官员的历史。在2014年两会期
间，二月河向王岐山表达过“高薪不养
廉”的观点，得到了王岐山的赞同。

冯骥才长期醉心于文化遗产保护，
在研究调查工作中，发现了不少腐败问
题。比如在“非遗”保护单位，很多编制给
了关系户。在2013年的中秋座谈会上，他

向王岐山直言，节日内涵被奢靡之风糟
蹋变了味。

而陈忠实、尚长荣和莫言，其经历和
作品中都对反腐有深刻认识，比如莫言
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小说都对
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
判。

虽然同是表达对反腐的看法，但是
几位大家所谈角度却都不同。二月河擅
长写史，主要是从历史出发，谈历史对于
当今的借鉴；尚长荣曾在戏剧中扮演过
不少反腐名相，比如京剧版于成龙，他从
演戏的体悟中谈论对于反腐的认识。同
时，他们又或多或少致力于传统文化研
究，比如京剧、历史、民间遗产、农村建设
等。“将反腐与文化结合，可以提高廉政
建设的权威，同时更好地传播传统文
化。”庄德水说。

庄德水认为，中纪委监察网选择的
这些大家，也是广大艺术工作者的标杆。

“我注意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
反映现实的，反映老百姓的关注，代表着
主流方向。”庄德水说，如今反腐小说良
莠不齐，这也为反腐小说今后的创作提
供了一个方向。

第一招：请干部们读点书 荐书六成以上是政史类

第二招：“兼职”记者，采访文艺大家 “政治腐败不能拿文化繁荣抵消”

第三招：

开专栏，漫画里讽腐

“跟我约廉政漫画的翻了两番”

“老兄，中午饭吃你的，晚饭我请客”，
摆满大鱼大肉的酒桌上，两个戴着乌纱帽
的干部举杯畅饮，喝空的酒瓶散了一地，

“公款吃喝”四个大字格外刺眼。
这幅诙谐讽刺的漫画，出现在一个

“国字号”规定之中。1月27日，中纪委在其
官方网站刊出《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
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规定从学业、
外出活动、食宿、用车、请假、往来、关系等
八方面展示了干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

“红线”，每个方面又细化成多条，形成了
25个“不”。而这25个“不”的规定之下，配
上了3幅漫画，除了那幅“公款吃喝”，还有

“干部学习，秘书禁陪读”、“干部关系，不
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

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廉政漫画工
作室中，么东光每天例行刷看着中纪委监
察网的每一条消息，他被称为“华夏廉政
漫画第一人”。

2014年4月，么东光在中纪委官方网
站上看到一则征稿启事：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开展首届“清廉中国”新闻摄影、公益
广告、漫画征集活动。纪检机关以及社会
各界，甚至个人都可以报名。通过公开的
电子邮箱，么东光扫描上传了自己的作
品：一个“寿”字。长撇用毛笔代替，最下面
的点转换成了“莲花”的样子，标注着“有

‘廉’年年寿”。6个月后，么东光看到自己
的作品出现在中纪委官方网站“清廉中
国”系列作品展播栏目之下。他说，这次作
品入选，并没有什么报酬，是公益性质。

“最后会发一张证书”。么东光期待着能把
它放在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

“漫画引起中纪委的重视，应该从王
岐山书记对邱县漫画的批示开始。”么东
光说。2013年，王岐山两次对邱县廉政漫
画作出批示，随即中纪委宣教室到邱县进
行专题调研，拍摄了专题片，“邱县廉政漫
画展”作为专栏在2013年9月2日正式登上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打那儿之后，找我约稿的越来越
多。”么东光从2008年开始创作廉政漫画，
这两年，向他约廉政漫画稿的单位媒体比
之前翻了两番，他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
室，进行廉政漫画创作，靠稿费已经能够
维持他不错的生活。“每天都有廉政漫画
的任务，非常忙。”

浙江传媒大学大三学生邵哲文，看到
自己的作品“廉政视力表”挂在中纪委“清
廉中国”首页的位置，不停表示“没想到”。
邵哲文说，在这之后，很多同学交流创作
廉政漫画，“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

漫画反腐早已有之，中国传媒大学传
播研究院教授刘笑盈曾说，美国在19世纪
末20世纪初时，腐败现象很严重，“揭黑运
动”就出现过这种漫画形式，但是在美国
是由媒体发起，中国由政府倡导，叫做“自
我反腐”。

“漫画是文化快餐，是最直接的警
示。”么东光说。

在“廉政视力表”漫画中，最小的一个
“腐”字，被代表着群众的放大镜找了出
来。“很多腐败是从一支烟、一杯酒开始
的，这个漫画的意思，就是最小的腐败，也
会被群众看见。”邵哲文解释说。

王岐山在建议邱县漫画开辟专栏的
批示中表示：这样看的人多，成本低且能
互动。在庄德水看来，对于基层民众，漫画
的形式比文字更让人记忆深刻。

““黑黑老老包包””

讲讲文文化化
中纪委开发文化产品

背后的反腐手段

一向以严肃神秘、雷厉风行著称的
“黑老包”——— 中纪委，最近频频有“文化
动作”，荐书、访谈、征集漫画……放下身
段、打破神秘、亲民、接地气，成为大众贴
在中纪委身上的标签。

透过几个“中纪委牌”文化产品，我
们解读出的是其背后更深一层的社会、
文化和政治涵义。

本报记者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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