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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在学术界同行的帮助和支持下，笔者主持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研究——以审判文化和裁判文化为中心”。
当时立项的想法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对立法文化即法典（法律文献）文化方面的
梳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方面的文化研究，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展
开，因此，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设计了课题。
课题进行得很艰苦，期间也曾变换过一些课题组成员，但经过三年半时间的努力奋斗，最后终于顺利
地完成了课题，我们的内心非常高兴，尝到了胜利之后的愉悦。
完成的书稿有100余万字。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评审，对本课题予以一致通过，被正式批准结项，鉴定
等级为良好。
考虑到出一本书字数太多，故和课题组成员商量后，决定每一个子课题出一册书，共4册，合起来总
的还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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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清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
中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探研了数十年的重大课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曾对清官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执，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
，不仅清官被彻底否定，而且对其持肯定甚至一分为二观点的学者也遭受到了政治上批判和迫害。
70年代末，中国政府进行拨乱反正，“左”的路线得以克服，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在清官问题上，
学术界也开始摆脱政治的干扰，认识开始得到统一，并就此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但从政治学和法学角度深入剖析清官现象，并予以系统论述的成果还不多。
　　《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研究》就清官的内涵、清官的分类、清官的特点、清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于清官的评价以及清官的精神、清官个案列传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通过对史实的全面考察，力图说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尊重法律、强调民主、追求自由
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的同时，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乃至个人生活上必须弘扬中国古代的
清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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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魏相　　魏相（？
－前59），字弱翁。
济阴郡（今山东省西南部）定陶（今山东省定陶西北）人，后迁至平陵（今陕西省咸阳西北）。
魏相少年学《周易》，先做郡府属员，后被举为贤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因对策（接受皇
帝面试）成绩优秀，被任命为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县令。
　　到任不久，魏相就因处理了一件诈骗案而远近驰名。
当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前152－前80）的一个宾客，来到茂陵，住在驿站，诈称自己是御史，县丞没
有及时去拜谒他，他就大为光火，竟将县丞捆绑起来，扬言要从严惩治。
魏相怀疑其中有诈，就毅然将那人收捕审问，了解到了实情，果然是诈骗者，处以极刑“弃市”。
经过此事，茂陵民众十分佩服魏相的聪明果断，一县得以大治。
　　之后，魏相晋升为河南郡（今河南省中西部）太守。
在任期间，他惩恶肃贪，禁止奸邪，当地豪强很敬畏他。
此时，适逢丞相田千秋去世，丞相之子任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当时为河南郡官府所在地）武库令
。
他见魏相治郡严厉，考虑到自己父亲已死，失去了靠山，害怕时日长了会获罪遭谴。
于是，就自行弃官离职逃走。
魏相指派手下官员追赶挽留他，但武库令终究不肯回来。
魏相暗自悔恨担心大将军霍光（？
－前68）得知武库令弃官而去，一定会误以为是自己不善待已故丞相的儿子，料想当世权贵也会非议
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武库令到了长安后，大将军误会了魏相，以此事遣书责备魏相不深思大政方针，目光
浅薄。
　　其实，魏相在河南郡的亲民爱民以及秉公严格执法却深受底层劳苦百姓的拥护爱戴。
就在武库令事件过后不久，又有人告发魏相，说他滥杀无辜，这事被交给有关官吏审查。
消息传出，在京师守卫各官府的河南戍卒二三千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乘霍光公出行时，下跪拦阻在
车前，呼吁情愿在京师多服役一年，来赎太守魏相之罪。
而河南郡老少民众万余人，也聚集在函谷关，请求入关上书朝廷，希望赦免魏相。
守关官吏把此事上报朝廷。
大将军霍光对此十分不满，就以武库令弃职一事为由，将魏相交付廷尉审治。
他被关押了许多时日，过了冬天（汉制，十二月是行刑的时期，过了冬天，就有赦免的希望），适逢
赦免而才得以出狱。
复而被朝廷任命为代理茂陵县令，随后又调升扬州刺史。
　　其时，西汉朝廷加强了对郡国官吏的治理考察，被贬退降职的很多。
光禄大夫丙吉（？
－前55），是魏相的好友，写信规劝魏相能谨慎从事，好自珍惜，怀才不露，等待时机，朝廷一定会
重用他，魏相觉得丙吉言之有理，因而，他在为政治事方方面面均有所节制。
果然，任刺史两年后，魏相就被朝廷征召担任谏大夫。
不久，又授任河南郡太守。
　　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汉昭帝去世。
大将军霍光等迎立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承继皇帝位，即汉宣帝。
宣帝征召魏相为大司农，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
四年后即地节二年（前68年），大将军霍光去世，皇帝感念其功业，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
侄儿乐平侯霍山兼管尚书事务。
此时，霍家恃势骄横，多有不法之行。
朝廷诸官慑于其威权，不敢有所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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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深恶霍家骄奢之行，就通过平恩侯许伯（即许广汉，宣帝许皇后之父）奏书皇上，奏疏道：“《
春秋》讽刺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
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
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
光夫人显以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
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同时，按照汉朝的旧例，官吏百姓给皇帝上书，即所有的奏章，必须准备两份。
其中一份是正本，另一份是副本（副封），先由掌管尚书事务的官员展开副本阅读。
如果奏章中所说的不符合要求，就把正本搁置，不再上奏皇帝。
而当时掌管尚书事务的官员正是霍山。
于是，魏相又委托许伯上书，请求皇帝下令免除官吏百姓上书奏事的副封制度，以防专权者扣压奏章
，阻塞言路，蒙蔽皇帝。
汉宣帝觉得魏相上述所言很有道理，接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任命他为给事中，一切听从对他的计策。
霍光夫人显毒死许皇后的阴谋才被揭发。
于是，宣帝罢免了霍禹、霍云、霍山三人的官爵，命令他们回家居住（原本都居住在宫内），其它霍
氏亲属也都调出京师补任地方官吏。
　　西汉地节三年（前67年），丞相韦贤以年老有病免职，魏相被任命为丞相，受封为高平侯，食邑
八百户。
霍氏怨恨魏相，同时又惧怕他，伺机图谋假托太后诏书，先召见魏相并将其斩杀，然后再废黜宣帝。
事情被发觉后，霍氏家族伏法。
霍云、霍山等畏罪自杀，显、霍禹等被捕，霍禹被腰斩，显及她的女儿们、兄弟们皆弃市，与霍氏犯
罪连坐而被诛灭者数千家。
从此，宣帝开始亲理政务，励精图治，熟悉并统帅群臣，审核名分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而魏相总领朝中百官，纲纪天下，宣帝很满意。
　　丞相任职期间，魏相向朝廷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颇有扶助辅弱、补偏救弊之功劳。
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兵不断侵袭汉王朝在西域车师（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屯田的
军队，没有攻下。
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准备从匈奴势力薄弱的地方下手，出兵攻击它的右侧地区，使其不敢再
侵扰西域（此称谓始于汉朝，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的广大地区）。
魏相上书劝谏道：“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
，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
；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
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
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
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
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
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
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意见而停止出兵。
　　魏相通晓《易经》之理，有师法的渊源，喜欢研读汉朝旧制和有利于国家的前人文书奏章，认为
古今制度是不同的。
当务之急，在于奉行前人成功之策，依旧例办事。
他多次分条列举汉朝兴起以来朝廷所做的有利于国家的事例，以及贤臣贾谊（前200－前168年）、晁
错（前200－前154年）、董仲舒（前197－前104年）等人的言论数十条，奏请皇上批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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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元鼎二年（前115年）山东、河北等地的灾荒，魏相向汉宣帝奏请道：“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
，则君安虞而民和睦。
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
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
臣相知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明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由。
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
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
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
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
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
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
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赖明诏振救，乃得蒙更生。
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
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早图其备。
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
”宣帝采纳了他的计策。
　　魏相还多次选摘《易经》中的阴阳学说和《明堂》、《月令》的理论上奏，祈请宣帝选四个通晓
经术、明辨阴阳的人，各自主持一个季节，到时候说明所职掌的事务，使阴阳调和，给天下百姓带来
最大幸运。
他陈奏道：“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
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
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
”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
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
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
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
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
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
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
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
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
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
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
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
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
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
安天下之大礼也。
臣请法之。
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
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
”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
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研究>>

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
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
”宣帝均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予以实施。
　　魏相也擅长于了解民情，他告诫考察各郡国事务的丞相属官，以及休假从家中的官员，都要及时
向他报告各地的新情况，如有叛逆、盗贼、风雨灾害等事，如果这些郡守或官员对这些情况遗漏不报
，或故意隐瞒，魏相就向皇帝奏明。
魏相在职九年，当时，丙吉担任卿史大夫，魏相为人威严刚毅，不如丙吉宽厚。
二人同心辅政，很受皇上的器重，正所谓“孝宣中兴，丙魏有声”（《资治通鉴?汉纪十九》）。
　　当然，魏相在任丞相职务时，也经常受到各种是非的困扰。
有一次，京兆尹赵广汉因私怨杀死门客之同乡荣畜，被人告发，事情归丞相、御史大夫查办。
正巧当时魏相府中有一名贴身侍婢上吊自杀，赵广汉怀疑该婢女是被丞相夫人因妒忌而威逼自尽的，
于是就让中郎（掌管宫中的护卫、侍从的官员，属光禄勋）赵奉寿去暗示魏相，就想以此来要挟他，
迫使他不敢追究自己的案子。
魏相不理这一套，穷追不舍，坚持要一查到底。
赵广汉就上告魏相逼杀婢女，并派差役到丞相的府邸抓走了不少奴婢，拷打审问。
魏相容不下这种欺凌，上奏皇帝，请求派人查明原委，辨明曲直。
宣帝将此事交廷尉于定国（？
－前40）办理。
于定国查明丞相府上的婢女实系有罪被逐，责斥后遣出私第，自杀身死，与丞相及夫人无关。
于是，就判令赵广汉死罪。
由此可见，魏相为官的仕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神爵三年（前59年），魏相染病，在丞相任内去世，谥号“宪侯”。
魏相一共担任了九年丞相，为宣帝时代政治清明、经济复兴做出了贡献。
史家评论汉宣帝政治，认为“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资治通鉴?汉
纪十七》），这与魏相是有关系的。
今人阎廷琛、杜九西、张辉编着的《中国历代清官廉吏》（先秦两汉卷）一书，就把魏相作为一个非
常重要的清官廉吏来介绍。
其它一些介绍评述中国古代清官的作品，一般也都会提到魏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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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丛书内容比较丰富，横跨多个学科，资料繁杂，涉及立法文化、司法文化、刑狱文化、礼法关
系、民间法与习惯法、法律文本与考古文献、官吏体制（清官文化）、民众法意识等多个研究方向，
全面展现与之相表里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特征以及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
过程、人们的价值观、法律观和伦理特征等，并且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努力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超越中西隔阂的法律文化元素。
　　——何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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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内容比较丰富，横跨多个学科，资料繁杂，涉及立法文化、司法文化、刑狱文化、礼法关
系、民间法与习惯法、法律文本与考古文献、官吏体制（清官文化）、民众法意识等多个研究方向，
全面展现与之相表里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特征以及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
过程、人们的价值观、法律观和伦理特征等，并且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努力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超越中西隔阂的法律文化元素。
　　——何勤华　　清官现象，是中国古代官制中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物。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社会贪官是常态，清官是例外。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贪官和清官都有，只是因朝代、因每个朝代的各个时期而情况
有所不同而已。
　　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清官的认识日趋统一，承认和肯定清官的历史作用和
贡献，以及清官精神的评价越来越多，但分歧仍然存在。
因此，有必要对近五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清官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以便做出一个比较中肯和
适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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