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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难以遏制的贪贿风    东汉光、明、章三代虽然是政治较清明的时代，但也只是贪贿腐败之风
相对较少而已。
因为在权力能够谋私的条件下，掌权者往往经不住财富的诱惑而走上贪贿之路。
    东汉政权的阶级基础是豪族地主阶级，刘秀及其亲友和共同创业00、功臣宿将大都出身于这一阶级
。
东汉政权的创立使他们成为当权派，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侵吞社会财富，从
而使自己富上加富。
    由于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土地作为财富的象征就成为贵族官僚们占夺的主要目标。
东汉初年，大司马吴汉的妻子就多买田业，济南王刘康有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私田800顷。
明帝时交趾太守张协因贪赃千金伏法。
和帝以后，因为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贪贿之风变本加厉，外戚窦氏集团与刺史、守令互相勾结。
“赋敛吏民，共为赂遗”。
安帝时，外戚与宦官互相勾结，“招来海内贪贿之人，受其货赂”。
他的乳母王圣兴起的宅第“连里竟街。
雕修缮饰，穷极巧伎”。
外戚阎显封为长社县侯，食邑达13500户。
专权贪贿达到顶峰的梁冀外戚集团死灭后，出身贫寒的宦官一上台即露出贪婪的本性，恨不能将全社
会的财富一夜之间吞进肚内。
侯览“贪侈奢纵”，前后占夺他人宅381所，田118顷，“受纳货遗以巨万计”。
张让“一书出门。
便获千金”，京师附近的百万亩膏腴美田皆成为他的私产。
其他宦官和他们的亲属同样利用自己的权势，“倚势贪放”，“多蓄财货”。
同时大修美宅，奢侈浮华，“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尽情享受。
桓帝、灵帝时，宦官权势达到顶点，“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他们的“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
”，宅第壮丽，如同富室，各种金银珍宝，舞女歌童，充斥其间，“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所
有这一切自然都来自“剥割萌黎”。
桓、灵二帝虽被宦官玩于股掌之上，但他们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灵帝甚至无耻地将宦官张让与赵忠比
喻为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们进而与宦官沆瀣一气，疯狂聚敛私财，荒淫无耻地享受。
桓帝“后宫彩女数千人”，厩马万匹。
灵帝“后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
他不仅窃取国库资财在西园建造万金堂，而且派人在河间购买田宅经营私产，光寄藏在两个小宦官那
里的钱财就达数千万。
他下令“天下田亩税十钱”，为自己修宫室。
要求所有升官者必须交纳“助军修宫钱”，否则不能赴任。
皇帝如此，官风世风必然每况愈下。
北海太守羊元群贪贿有据，河南尹李膺要惩办他，不仅未达目的，反而要被降职。
由于选官权操纵在宦官之手，所以居官者想保官升官，无官者要求任进，都必须向宦官行贿。
灵帝时宦官张让擅权，专门设立受取和管理贿赂的监奴。
扶风人孟佗找到监奴，贿赂他，要求他在张让门前对自己揖拜，结果是门前等待见张让者纷纷贿赂孟
佗金银珍宝。
孟佗从中拿出一小部分送给张让．就当上了凉州刺史。
由于皇帝．贵族和各级官吏竞相贪贿。
窃取国家财产，致使国库空虚。
用度不足．连年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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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财政开支，东汉皇朝从安帝起，公然卖官鬻爵。
灵帝时，此风进一步发展，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责、羽林、入钱各有差
。
私令左右卖公卿。
公千万。
卿五百万”。
又规定二千石卖二千万。
四百石卖四百万。
中平四年(187年)，灵帝又下令以五百万的价格卖关内侯．羊续因政绩较好。
灵帝欲任命他为太尉。
但因付不出上千万的礼钱。
这官也就未做成。
    东汉中期以后。
尽管官场贪污成风，但仍有一些正直清廉之吏坚持反贪，依法惩治了一些贪贿之吏．在污浊不堪的官
场中吹进一缕清风。
如顺帝时遣杜乔、周举、张纲等八人分行州郡，对刺史、二千石进行监察。
侍御史张纲将车轮埋于都亭，慷慨直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上书弹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子河南尹
梁不疑，历数其罪状十五条。
顺帝虽内心感动．但却不敢动梁冀半根毫毛。
东海相黄浮收捕贪暴的宦官徐璜之弟，下邳令徐宣，宣告说：“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
以暝目矣。
”毅然将其杀掉，结果也使自己受到“坐髡钳，输作右校”的报复。
司隶校尉李膺依法处死了“贪残无道，恶贯满盈”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
范滂督察冀州，当地贪赃枉法之吏落荒而逃。
滕延为济北相时，一次杀掉无恶不作的宦官爪牙数十人，“陈尸路衢”，交州刺史周举检举郡中贪贿
之吏，使州内太守以下官员四十余人弃官而逃。
司隶校尉韩演弹劾宦官左怕及其兄聚敛为奸，迫使其兄弟自杀。
太尉杨秉，督邮张俭都对侯览及其兄进行举奏，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
司隶校尉阳球奏诛了宦官王甫及其子王萌、王吉等。
此外，郎中审忠、北海相杜密，议郎蔡邕等，都是敢于同宦官和贪吏不法行为进行斗争的骨骰之臣，
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但由于当时的贪官污吏势力强大，加上皇帝昏聩，有意无意地成为他们
的保护伞，所以反贪志士往往不得善终．如杜乔，李固等人被梁冀谋害，李膺，范滂、杜密，张俭等
都在党锢之祸中惨遭迫害，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东汉后期的贪贿之风之所以难以遏制，关键原因在于皇帝昏庸，皇权严重弱化，本身成为严重的腐败
源，既无力阻止外戚、宦官的交替擅权，也无力惩戒地方官的贪赃枉法，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监察
机构与监察官员或形同虚设，或变成贪官污吏的帮凶，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在外戚
与宦官的卵翼下，在权力几乎失去监督的条件下，将贪婪的本性发挥到极致。
东汉皇朝也就在这种日益疯狂的贪贿之风吹拂下走向自己历史的终点。
第五节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4年这441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四个皇朝：秦、
西汉、新、东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政治上建立和完善了传统的行政体制，经济文化上
创造了文、景、武和光、明、章两个时期的繁荣，在反贪方面也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1)必须对贪污腐败的巨大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
秦、西汉  、东汉几个皇朝的灭亡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横征暴敛，贪污腐败，贪赃枉法所造成的政
治的极度黑暗和百姓对现政权的彻底绝望，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两汉时期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
，包括一些头脑清醒的皇帝对此都有较深切的认识。
显然，统治者时刻警惕贪污腐败的危害，并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贪工作，是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
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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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是有效进行反贪的必备前提。
因为扼制腐败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权力制衡。
从秦朝建立到东汉较为严密和完备的监察机构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最有力的经常存在的权力。
两汉时期“盛世”的出现固然原因众多，但监察机构的存在及其正常运行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不过，秦汉时期的监察机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就是它未能完全脱离行政权力而实现全系统的独立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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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学究慨世说反贪《文汇报》记者  周  毅    问：王先生，这次您以一个明史专家的身份汇集了一
批史学家，写作了一个融历史感、现实感、忧患感于一体的题目，让我想起一句也许有些不恭的话一
一“学究慨世”。
不过接下来我要说一句很恭敬的话，来自国际反腐组织的共识是：没有市民社会的介入和参与，反腐
是不可能成功的；也许这部书的自觉写作正让人看到了这样一种希望的征兆。
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您写作这本书的由来?    答：谬承夸奖。
谢谢。
我出面组织史学界的同行，写作这部《中国反贪史》。
纯粹属于个人行为，没有任何部门请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有向任何部门申请过一分钱的科研补助。
你知道，仅就史学界而官，现在申请各种科研经费的人很多，有的人?昆上芝麻绿豆官后，更利用职权
，拿到上万元、数万元的出版补贴，可是学风粗疏，有的书刚出版就被专家、学者抨击为废书，出版
社只好化为纸浆。
说真的，我是完全以民间百姓的身份来做这部书的。
四年前，我就决心编这部书。
虽说我是研究明史的，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读史的范围比较广，秦汉以来的政治史、文化
史，我都有兴趣，魏晋至清朝的文集、笔记、野史，我读过不少。
我在治史之余，写了大量杂文、随笔，已经出版了七本集子。
难以想象，一个不关心现实政治的人，能够写出像样的杂文。
因此，我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了解社会。
从八十年代期以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附着在我们国家机体上贪污、腐败的毒瘤，有越长越大、
不断扩散之势。
这是党和国家的大患。
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我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长期坐惯史学冷板凳的人。
传统史学赋予我强烈的忧患意识，兼之我本性情中人，易冲动，每当我看到腐败分子大挖国家墙角，
吞食民脂民膏，特别是丧心病狂地贪污扶贫款、救灾款这些百姓的救命钱后，更是愤怒得不能自己。
但是，作为蚩蚩小民，我又能做什么?古代有二句诗：  “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
”就让我这个小民“一担挑”好了!当然，挑这副担子并不轻松。
落实作者。
就费了很大的劲，其中有几位是史学界的名流，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从参加写作到完稿，是出于对反贪事业的热忱，当然也是对我友情难却。
我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是王贵民、邱树森、孟祥才、刘精诚、张全明这几位专家．需知。
他们在写作本书时。
我连一张稿纸也没有提供。
我只提供了全书的框架构思，如此而已。
落实出版社也并非一帆风顺。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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