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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为非虚构类历史纪实文学，内容包括发生在清朝的著名四大
奇案：科场案、甘肃冒赈案、刺马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
　　这四个案子，无一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且分别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深刻的背景，能从根本
上折射出满清一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各方面。
　　科场案讲述的是科场考试舞弊，关系着清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以及利益集团背后的党争；甘肃
冒赈案讲述的甘肃全省官员集体贪污，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僚体系的弊端；刺马案讲述的是两江总督马
新贻遇刺事件。
这一重大刑事案件的背后，关系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复杂争斗；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被诬
陷通奸谋杀，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只涉及到司法以及民众话语权等问
题，却因为机缘巧合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更由于到慈禧太后一力打压湘军的复杂背景，沉冤
竟然得以昭雪。
四个案子各有侧重，因而各个案情的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一书以大案为焦点和主线，同时也没有局限于案情本身，对
大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均做了简略的交代，以更能体现出时代的风云特征。
可以说，在这四个历史大案中，浓缩着满清王朝二百余年的荣辱与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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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科场案顺天丁酉科场案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
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
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
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
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
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
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
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
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
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
“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
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
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
常科名目很多，依椐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
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
辞章和政见时务。
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
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
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讲七科的主要考试内容。
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
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
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
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
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
，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
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
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
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
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
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
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
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
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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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兀。
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
闱”。
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
，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
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
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
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
杂学”。
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
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
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
，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
更严。
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
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
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
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
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
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
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
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
，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
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
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
甲之年才得中止。
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
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
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
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
”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
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
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
汉人，以此笼络人心。
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
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
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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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
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
科举加以整饬。
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
，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
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
弊者，杀无赦！
”语气十分严厉。
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
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党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
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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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蔚的文字在史家里很是另类，感觉她更像一个小史家，用小女子的温婉和精细，用王猛和嵇康、阮
籍们扪虱夜谈的风雅清淡，把大历史的那些小细节一个个地细说给我们听。
　　　　　　　　　　　　　　　　　　　　——澹言　　举证发微，闻所未闻，自愧弗如远甚。
 　　　　　　　　　　　　　　　　　　　　　　——三生石上 吴蔚是擅长写历史的。
在我的印象里，这本该是男人的长处，倒没料到她笔下，也居然可以如此纵横千年，洞悉烟海般历史
文献中暗藏的心机。
 　　　　　　　　　　　　　　　　　　　　——长亭书斋 这位被网友称为[吴博博]的博客上大都贴
的是关于历史的原创文章。
看，视界历史，多帅！
多大的气势！
　　　　　　　　　　　　　　——叶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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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权力交织下阴谋与阴谋的较量！
空前绝后、轰动一时的刺马宁以张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
朝野议论纷纷，均说刺马一案必定别有隐情，不能公宣于众。
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衣言为马新贻写了一篇神道碑铭，里面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
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
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
呜呼！
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扑朔迷离中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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