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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捷简介

丁捷系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祖籍
如皋搬经镇。现任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
中心执行主任（兼），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
记，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诗词协会副会
长，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他先后在如皋
西乡、南通北郊、海安、南京和新疆伊犁
等地生活、学习和履职，在省级机关、地
方党委和省属国企集团担任过副处级秘
书、报刊总编辑、宣传部副部长、纪委书
记等职。因其人生经历和文艺创作的丰富
性、跨界性，而被誉为中国当代的“现象
级作家”。

丁捷文学早慧，读初中时开始创作发
表作品，1980年代因文学成绩突出被南师
大免试录取。几十年来初衷不移，创作出
版文学艺术专著三十余部。《追问》长踞全
国图书畅销榜十强、非虚构文学类第一
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纪实文学里程碑式
作品”；《依偎》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获得包括亚洲青春文学奖、中国输出国际
版权优秀作品奖、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
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在内的七项国际国内
创作大奖；《21世纪的眼睛》等被改编拍摄
电视剧，获中国图书奖；绘画作品多次举
办个展，入选英、俄、日、法等举办的重
要国际展览，获得包括亚洲艺术双年展福
冈市长奖、今日中国艺术奖在内的多个艺
术奖项。因其作品影响力，先后当选“中
国新闻出版年度记忆作家”（2014）、“新浪
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家”（2017）、“当当年度
畅销小说作家”（2017）、“江苏改革开放四
十年四十人”专题人物（2018）等。

第一眼看到丁捷老师的画作，我即刻
想到八大山人的画与顾城的字，心性灿
然。尤其是他的鱼，直击心扉，令人艳
羡。我初次邂逅，即被“俘获”。

国庆假期前夕，丁捷老师不弃，寄赠
两册他的画册《丁捷心画》《丁捷文学绘
画展》。马识途、王蒙、莫言、苏童、吴
为山、管峻、陈丹青等文坛艺林名家，纷
纷为丁捷作品题字撰文。丁捷自言所绘姑
且算作“心画”，即文人画，比较随意、
率性，属于心性之作。他还有着更深层次
的释读——追根溯源，杨雄 《法言》 有
言：“书，心画也。”书画同源，在中国传
统文人眼中，书画都是自己的内心表现。
日后，海外汉学家、艺术评论家们，又喜
欢用“心画”一词表示中国文人画的性情
之作。由此，丁捷自觉所绘正是心画。

那一尾尾鱼儿，引着观者游入绘者
的心海深处。《护鱼诗画》（丁捷赋诗、
管峻抄录） 仅仅绘有五条鱼儿，墨色有
浓有淡，身形有粗有细，尾巴有合有
分，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尤为巧妙的
是不经意间的构图，四条鱼从上至下向
前，上面两条鱼身相连，下面两条头眼
相融，中间两条尾巴相接。又有相连、相
融、相接处，均有深墨着笔，好比文学中
的“双关”——两鱼相叠，颜色渐浓，但
浓的还有鱼与鱼的关系。第五条鱼则是逆

水向后而游，与向前下方的三条鱼均有相
融。异向前行，同类相吸，《护鱼诗画》
中的鱼儿包容和睦，正是丁捷所作《护鱼
九歌》的心声：

捷庆八歌鱼和平，且诗且画且抒情：
人间好斗相残急，鱼界博爱超仁性。

捷庆九歌鱼和平，且诗且画且抒情：
代代族情数缤纷，洋洋血脉万年青。

《快乐世界》又有别样亮点，以笔墨
色彩洇染取胜，中西画风合璧。笔墨勾勒
的鱼儿，散落画中，其间为浓墨洇染的水
面，有趣的是那一汪汪或连或分的水面，
很像人体的部位。其中一片正中水面，轮
廓若隐若现，有些像高更油画中的女人。
中西合璧不仅是画风，更有内涵，“女人
是水做的”，人影化作水，正寓意着人人
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鱼水之欢，又或
如鱼得水。

相比《护鱼九歌》《快乐世界》，针管
笔画《无所谓的诗和远方》充满异域的神
秘色彩。失去毛笔水墨的渲染，丁捷针管
笔画线条硬朗，又不失柔和于大大小小的
曲线中。正中刻满图腾的苍老女性脸庞，
很像是南太平洋的岛人或毛利人。不计其
数的鱼儿，绕着她的脸游向上方，与脸
皮、鱼儿线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周点
点密集相连的区域，像水，像沙漠，又像
山脉，鱼儿在何处游、往哪里游，都已如

题“无所谓”，有所谓的是画中鱼儿争先
恐后以及水面紧逼的气势，正是丁捷作画
时心中史诗般激情澎湃的写照。

丁捷的鱼，千姿百态，风格迥异，可
谓：美而不娇，幻而不玄，妙而不怪。令
我吃惊的是，他坚持不临摹，不模仿，坚
持在艺林路上“自我就是捷径”。更令人
惊艳的是，他的创作都是即兴之作。就像
他前年回乡参加一场大会，在汽车的后座
位用手机就“划拉”出一篇顶呱呱的大会
演讲稿《幸福如皋，幸福如我》，他的鱼
儿也都是随笔“划拉”出水的。环顾海
内，作家中不乏画家，画家中不乏作家，
不过能像丁捷如许，“画文由心生，笔墨
随手来”的，不谈绝无仅有，但可说凤毛
麟角了。

毫不讳言，丁捷的跨界成功，是常人
难以复制的。论究他在文坛画林的双向成
功，还是要说回“心”字。丁捷的画作，
由心而生，展现的是心性、心灵，即他的
画作是充满灵性的灵性妙品。他的灵性，
有迹可循。他的天性天资，源自家人的文
艺基因。丁捷的父亲是一位文艺爱好者，
长年订阅《小说选刊》《人民画报》等杂
志，丁捷从小接受着文艺的熏陶。幼时开
始写作涂鸦，少年成名。西人有谚语：一
盎司天资价值一镑学识。天赋永远是天才
的通行证，丁捷可以即兴驰骋文坛艺林，

借用吴为山先生的妙语，正是“天山天象
天人合一”使然。除去家庭，还有家乡也
赋予了丁捷的文艺天资。他的胞衣之地
——如皋，素来重教兴文，涌现出冒襄、
戴联奎等文人，擅诗文，工书画。地灵人

“捷”，毋庸置疑。
天资天生来，眼界眼中开。中国古典

诗词、外国文艺名作，丁捷无不目耕不
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
文章。”戴联奎为 《四中阁诗钞》 作序
时，有言：涉历既广，闻见愈增。丁捷寓
居新疆多年，又游历海内外，兼任中国作
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太丘广
道，交游广泛，故而眼界不可谓不高。真
才学，高眼界，孕育积养了他的审美素养
与情趣，丁捷才能即兴绘出多姿多彩的画
作。

灵性十足的文艺作品，属于世界，也
属于家乡。近年来，丁捷的小说有多种外
文译本，绘画在英、法、俄、日等重要国
际展项中参展，且与英国作家兼画家诗瑞
雅女士于诺丁汉和南京举行双人双城文学
绘画展。近期，欣闻他的部分作品将在家
乡落地，长期展出。如皋旧名雉水，因水
而兴，我想擅长画鱼的丁捷先生携“鱼”
回乡，正是如鱼得水，相信曾滋养了他成
长的这片水土，可以再次润泽他丰富博大
的创作世界。

丁捷心画：以鱼举隅，性灵妙品
□彭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