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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圣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以“学而优则仕”为追求目标，在几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出浓厚的官场文化。
南宋初吕本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
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后世相沿群奉“清、慎、勤”为“当官三字诀”。
明、清时，一些衙署的大堂，多悬挂“清、慎、勤”三字之匾。
清康熙且御书此三字赐臣下，以为激励。
《居官必览》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诞生的o《居官必览》作者金庸斋，其生平事迹不详，但他曾于乾
隆二十一年（1756年）任广东惠州同知兼署连平知州，第二年《居官必览》撰成并刊行。
由于《居官必览》一书在传统仕宦箴规著述中，享有近乎经典之特殊地位，影响深远。
仔细阅览《居官必览》可以领悟出：为官之道，首先是做人之道，从政者的个人修养，关系到人心向
背、百姓福祉与国计民生。
为官者，爱民为先。
“充我恳恻爱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氲氢，盈满于胸中，发而施之于政事。
凡世俗之毁誉利害，休戚得失，一毫毋使芥蒂于心，以杂我正念。
”从历代封建文官制度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忠君爱民到为人民服务，为官从政的具体操作已发生
了巨变，而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的基本原则，却显示出了相对稳定的思想继承性。
“官”是什么？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一是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二是
旧时称属于政府或者公家的，如官办、官费等。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官就是人们说的“领导”、“头”、“干部”，等等称谓。
官的重要性有多大？
清末人欧阳钜源一针见血地指出：“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
皆能知之。
”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
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注重官本位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
烙印。
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
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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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居官必览》是清朝金庸斋精心之作，采用明朝袁了凡的功过格形式撰写而成，该书总结出为官功格
五十八条、过格四十二条，就事使、操持、兴革、教化、刑狱、赋税六方面，展开对居官治民的功过
是非的界定与评述，所论大部十分精辟，切中要害，诚如书名所言，居官者定要看一看这本书，以效
法古今官吏中那些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清末重臣李鸿章将此书视为“枕边书”。
  　近年来，《居官必览》风行海内外，人们将其视作中国官场文化的经典之作。
它是即将踏入官场之人的引航灯塔，更是在位者叱咤官场的尚方宝剑。
    本书以全新的方式，让您轻松领略为官之道；以大量的历史典故、丰富的哲学思想，系统阐述了处
世、政论、教化、修身、司法、税赋等六个方面的做官之术，彰显了一种谨慎为官的态度，一心为民
的思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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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吏治，乃至“治吏”重于“治民”，韩非子甚至主张“治吏不治民”。
因为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地主经济。
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那里。
皇权是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
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统治和管理民众，而是要靠各级官吏来管理和统治。
官僚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官僚对皇帝负责。
这种权力很大，几乎是事无不统。
权力大了，缺少必要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
在治吏问题上，商鞅认为，管理民众、治理国家，首先是管理好官吏，防止官吏犯罪，这是法治建设
的重中之重。
官吏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直接管理者，他们如果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犯罪，其对社会造成
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民众。
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
为官者要治理好属下隶卒，那么治吏务必从严。
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有一个很明确的思想，那就是接受前朝覆亡的教训，处理好统治者与民众的
关系。
唐朝初年采取儒家的“仁义为治”、“简静务本”的治道方法。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减省刑法，以求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再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这样，隋末混乱残败的局面很快改观，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农业丰收、逃户归乡、四夷降附、人口繁息
、牛马被野、物价下落、无复盗贼的太平繁荣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而唐太宗的重视吏治及其种种措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治理官吏要立法。
有了法之后，“执法”工作是重中之重。
不徇私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方面，张释之的做法堪称表率。
汉代的法律规定：“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
”其解释为凡是出入殿门或司马门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下马或下车步行。
倘若违反这条法律条款，罚金四两。
然而，皇位继承人太子和受宠信的梁王却没有遵守，张释之追上去，制止太子与梁王进入殿门。
并当即向汉文帝奏劾太子和梁王不下公门，实属不敬。
汉文帝觉得张释之执法如山、严肃法纪，从内心真正地赏识张释之，提拔他当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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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居官必览(经典插图本)(全彩珍藏版)》：勤政克尽职守，勤于政事。
《居官必览》集从政“清、公、勤、明、和、慎”六箴为-体，糅合事使、操持、兴革、教化、刑狱、
赋税于一身。
官场中充满了权与利的争夺、情与法的抗衡、名与义的碰撞、悲与喜的交织，纷繁芜杂。
有人历尽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孜孜追求，却仍然入仕无门；有人专研《居官必览》，深悟之中精髓
，左右逢源，少年得志，平步青云。
精彩篇章从政者叱咤官场、搏击宦海的独门秘籍，为官者独领风骚的人生导师，官场中铸造辉煌、保
持永恒的旷世奇书。
爱民心忧天下，为民请命。
清廉清正廉洁，奉公守法。
治理整顿官吏，奖罚分明。
技化兴办学校，移风易俗。
审案明察秋毫，断案如神。
司法执法如山，铁面无私。
随赋催征有法，轻重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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