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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写作已经有些年头，越来越觉得对现象的描述已经失去意义。
在这本书里，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皇帝、官吏和平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上。
    如果让我们用一种色彩来为古代官僚集团的生存状态贴上一个识别度很高的标签，没有比灰色更适
合的了。
透过历史的烟尘望去，封建官家的活动地带是一片被灰色覆盖的区域。
这个区域介于合法与非法、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经常在黑与白之间摇摆不定，正式规则常常
失效，而潜规则往往在其间大行其道。
官家制度的正式权力并不能做到无处不在，如果真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成了令人
恐怖的极度专权。
所以非正式权力作为辅助枝节，在很多时候参与社会治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这本书里，我将解读的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灰色地带。
    君主专制框架下的权力运作机制就好比一个由众多周密程序组建成的系统(当然再周密的程序也会存
在漏洞)，生存在其间的每个人就好像是系统里的程序。
“对的”就是运作正常的程序，“错的”就是扰乱、破坏系统的病毒程序。
执法者是维护员，负责修复出现故障的程序和消灭病毒。
可偏偏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深谙权力的游戏规则，创造了另外一套程序，其作用既不是修复也不是杀
毒，而是屏蔽，让你看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明白，权力管道出现了堵塞。
即使有些怀揣着清明理想的官僚想要摆脱这种生存状态，一旦裹足于这种暧昧不清的权力程序当中，
他们就是有想法也没办法。
    古代权力系统内的灰色地带，其实就是权力的一种分肥机制。
官僚是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权力的，他们往往只对上级负责。
所以无论监督怎样严密，都无济于事，监督也同样可以变成分肥。
比如说，晚清官场上出现的种种“规礼”，就是照规矩送的礼金，分为常规性的和临时性的两种。
常规有“炭敬”(取暖费)、“冰敬”(降温费)、“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
的太太过生日)；临时的有“程仪”(路费)、“使费”(指打点，贿赂的费用)、“部费”(下级到上级衙
门办事要送钱)等等。
诸如此类的灰色收入，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一种腐败，但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上，就成了官员难以摆
脱的灰色生存状态。
    在中国的官家文化中，向来不缺乏算计人的智谋。
这也就难怪今人解读历史往往只注重那些浮于表面的谋略，而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
。
即使有人关注，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之外，也很少有人会拿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
的东西。
皇帝拥有天下的全部产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管理这万里江山，皇帝就需要委托各级官员代理并支付代理费用。
既然道德是因为皇帝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提倡的，所以对于官员来说并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对于帝
国的官吏来说，最具外部约束力的往往还是皇帝派发的“权力”，而官吏与皇帝的博弈规则奉行的是
一种灰色的章程，而不是书面上的“正式规则”。
这就容易让时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他们辨不出权力世界的真实面貌。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从来就没有以德治国之实，真正治天下还是最高权
力约束下的利益博弈。
所以也才有了古代官员们在书上读到仁义道德，却在现实世界学会男盗女娼。
就好像我们在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卷宗时所发出的疑问，灰到什么程度是黑？
灰到什么程度又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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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白之间那道灰色地带又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它好比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能做而不能说。
    其实“灰色地带”更像是一个“灰色基因”，它隐藏于历史这个DNA的深处，时常在暗处决定着历
史的方向。
而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灰色规则”也像遗传物质一般从历史深处流传到了今天。
所以抓住这个“灰色基因”用它来“诊断”历史，我们看到的或是将是历史乃至人性更为真实的一面
。
    窗外又是一年春来到，从文字里抽离出来的我恍如隔世。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庆决定图书的编辑黄伟先生，没有他的辛苦付出，这本书不
会这么快得以面世。
我还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宗为正先生，不论我写出怎样粗鄙不堪的文字，他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认真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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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规则不录规则，必定失败
　　反规则太当规则，你也许上当受骗
你必须在生活中去揣摩学习，在历史和现实的灰色地带里去探索发现。

本书从规则人手。
对官场规则和民间规则都做了全方位的解析，在告诉你规则的精妙之处的同时，也告诉你潜规则的玄
机和真相：更重要的是，本书还告诉你，在规则和潜规则的接合部，还存在一个广大韵灰色地带，在
那里，升与降的空间都会被无限放大。

本书深度解析了人性的欲望，以及如何在现有秩序中满足这些欲望：分别从领导、官场和民间三个层
次讲透灰色地带的结构、运作模式和操作技巧，并将官场博弈植人大历史的洪流中进行现场研究，得
出的惊人结论是，在官场和商场真正发挥作用的大智慧，是有些事永远都只能做，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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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承灏，安徽淮南人，青年作家。
近年来，专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文字如刀，抽茧剥丝，
往往一针见血切中问题之要害，使得人读之如醍醐灌顶，在快感与痛感之间给人警醒，并因此而产生
广泛影响。
擅长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其精神世界的重建，以心证史，仿佛亲历；文字轻松，说史透彻。
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人有意无意埋没的玄机和真相。
《百家讲坛》《人民论坛》《文史天地》等刊物专栏作者。
已出版《大唐帝国》《唐非唐》《窃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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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用人性的灰色基因诊断历史
上篇：官家基因
　1.非常态下的常态
　　有权人的亲戚有特权　　　　　　
　　攀上老乡好做官　　　　　　
　　小人物有靠山也发达　　　　　　
　2.京官的灰色路线
　　“京”字招牌升得快　　　　　　
　　小京官也能发大财　　　　　　
　　“灰色收入”必须有　　　　　　
　3.小吏掌大权
　　找对关系就能救自己　　　　　　
　　摸清门路才坐得稳　　　　　　
　　捞点实惠比什么都强　　　　　　
　4.走不出的灰色地带
　　有准备才能打破游戏规则　　　　　　
　　整人要师出有名　　　　　　
　　威胁必须扼杀在摇篮中　　　　　　
　5.正式规则的“害处”
　　理性选择接班人　　　　　　
　　自己人最危险　　　　　　
　　够狠才能得天下　　　　　　
　6.一般人当不了清官
　　有多少钱犯多大事儿　　　　　　
　　有钱才能当清官　　　　　　
　　不怕死才能当极品清官　　　　　　
　7.小人是个好工具
　　领导的需要比规则更重要　　　　
　　鸡毛就能当令箭　　　　　　
　　永远只对上级负责　　　　　　
　　领导信任就是一切　　　　　　
　　　　　
下篇：民间法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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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人物有靠山也发达    在权力机构的各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指数以及关系的牢固程度都是可
以拿来比较、分出高低的。
而且它还具备一套成型的规则：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就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
就像李鸿章感叹的那样，官越当越大，亲戚也会越来越多。
当然亲戚越来越多，所谓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不过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缺乏互动，关系也会随之变弱然后慢慢疏远。
    所以说，权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权力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也是
形成朋党政治的基础。
要想在权力结构中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并非难事，不外乎就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先建
立关系。
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将会衍生出更多法外幕后的权力枝节，这会对官家的政治制度造成巨大的腐蚀作
用。
    对于古代权力结构中的官员来说，除去血缘、地缘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链接，那就是科
缘格局。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而靠此衍生出的权力，也属于灰色地带范畴。
    在《官场现形记》里也讲了一个依靠科缘路线谋权的故事，转录如下：    过富原来只是杭州城门的
一个小看守，来到杭州城也有十七年了。
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让他做过几趟差使。
无奈过富没什么能耐，不是将事情办砸，就是捅出大娄子。
长此以往，过富能力不行的名声就传开了。
历任巡抚也就不放心再将重要的事情交于他手，只是安排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活让过富去做。
比如说，让他去看城门。
看城门，只需要耗费时间，工作能力大小都无碍。
    过富的能力不行，可偏偏他的上司，本省抚台刘中丞也是一个不着调的庸官，在工作上屡屡失手。
这样一来，就有人接二连三上奏本参他。
事情越闹越大，朝廷只好下派钦差大臣查办刘中丞。
无巧不成书，这次朝廷下派的钦差大臣正好是过富中举时的老师。
而钦差随带的亲信官员中，有一个叫达旗的，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曾和过富同
榜中举，二人有同年之谊。
    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过富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能量就爆发了。
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老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达旗又是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这
两层关系等于给自己的权力上了双保险。
加上老师和同学对自己也是格外关照，没事就约上过富喝喝酒，打打牌，“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
，关系看上去亲密得不得了。
过富这时候的差使虽然还是“看看城门”，但他的实际权力随着钦差老师、副司长同学的到来，早已
是水涨船高。
虽然说他的正式权力并无变化，可在科缘关系掩护下的实际权力已经发生了质变。
    钦差的一举一动，刘中丞都让人二十四小时监视。
自从过富和他们走动频繁之后，一班耳目早已飞奔禀报给刘中丞。
刘中丞得到这个信，便传两司来商议。
官员臬台老练地说道：“既然过富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
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富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
大人诸事都有他的面子，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富既同钦差随员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
气。
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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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
”抚院听了深以为然，立刻就答应下来。
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派人送到过富家里去了，请过富来府上一叙。
    当天，刘中丞就对外称病，闭门谢客。
同时吩咐身边的差役，任何人不见，包括官员。
他只传了过富进去，下人将过富客客气气地引进内房，以示要好之意。
等到过富进来，刘中丞早已站在那里等候多时。
    二人先是以上下级官礼打躬归坐。
刘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官帽。
见了面，刘中丞先让过富脱了官帽，又关切地问：“便衣带来没有？
”过富哪里受得此番待遇，怯生生地回了一句：“没有。
”刘中丞便同自己的手下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
给过大人穿。
”这时候，  “看看城门”的过富在上司刘中丞口中已华丽地转身成为“过大人”。
要放在平日里，刘中丞都不屑看上他一眼。
    手下答应着，没去多久，取来一套崭新的衣服给过富穿上。
过富还没在椅子上坐安稳，刘中丞又叫手下去拿点心，并主动提出陪过富共食。
点心摆了一大桌子，二人先吃起点心来。
刘中丞见过富头上黄豆大小的汗珠滚了下来，赶紧叫过富脱了大褂，又叫他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
家绞手巾，替过富擦背。
    这一切招待完毕，刘中丞才对过富说要委派他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
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是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
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
由一个地位卑贱的“看门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占据官府肥缺的官员，真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也着实
让过富领略了一番何为惊喜。
    要知道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富的顶头上司，他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自己的下属来谄媚
示好。
如此这般单独约见过富，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为其擦背，殷切之极，到最后还双
手送上肥缺，一下子让过富从一个“口中都淡出鸟来”的权力边缘人，成为将要肥得流油的食权者。
过富能够获得肥缺，并不在于他的工作能力提高了多少，而在于他有“科缘”这一层重要的社会关系
。
这样一种私人关系，给过富的权力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本来并不起眼的“看门人”就拥有了强大
的“灰色权力”。
刘中丞向过富献媚，主要是看中他与钦差们的私人关系。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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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明前夕，这本书终于落下最后一个标点。
第二天，陪父亲回老家为爷爷扫墓。
爷爷宗朝恒先生离开我已经有十八个年头，可在我的记忆里，却始终不曾真正离开过。
爷爷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每逢春节，大半个村庄的春联上都留下爷爷那遒劲而飘逸的行书。
我的少年时代，乡村社会还没有和城镇化沾上边，正因为如此，那时的乡村还保留着一种生动活泼的
乡土颜色。
记忆里的童年如田头地角开放的野花，呈现出一种诗意栖居的原生态。
    爷爷的床头有一个大木箱子，里面摆满了各种泛黄的老书籍。
其中有一本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白相杂，读起来很费力。
可我还是偷偷摸摸读了几遍。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那样一个全民饥饿的阅读感觉，因为无书可读，基本上是逢书必读，尤其在乡
村。
因为年代的久远，那本书的纸张已经吹弹可破，可品相依旧完好无损。
在纷乱的世道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其实在爷爷那样的乡村文化人的骨子里或多或少保留着古代士子的人世理想，那就是读书做官，光宗
耀祖。
沉默于乡野，如爷爷那样的读书人，他们的理想之火并没有熄灭过。
    时光倏忽而过，我依然行走在这条孤独的路上。
无官守，有言责。
写作至今，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的写作过程如此痛苦。
这是一个阅读的快餐时代，写这样一本书显然是不合时宜。
我能够想象得到，有人会在书店捧起它，又会轻轻地放下。
拿起的人想从中寻找官场《厚黑学》的人世技巧；放下是因为他们发现这里面并没有多少务实的规则
可循。
无论是捧起还是放下，都是慧眼识货的人。
近年来，在写作中，常常被那些隐藏在历史灰暗处却又异常强大的博弈力量所震慑。
帝国的统治者根据皇权至上的原则制定了严密的官制，但在其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官场所奉行的意识
形态却始终停留在儒家的“五常”之礼和道德规范的层面上。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能够脱离有意识的人类能动性而孤立存在。
所有的历史总归还是人的历史，有人就会形成规则，就会产生思想。
    由于学识所限，这本小书难免会有谬误之处，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爷爷宗朝恒先生，以寄哀思。
    2011年涪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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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规则与潜规则之间，官场还有一片鲜为人知的灰色地带。
    宗承灏的这本《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深度解剖人性的欲望，以及如何在现有秩序中
满足这些欲望。
分别从领导、官场和民间三个层次入手，将官场博弈植入历史的洪流中进行现场解读。
得出的惊人结论是，有些事永远只能做，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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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