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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以暴露清朝官场黑暗腐朽为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展示了清廷官员上
自中堂、巡抚、总督，下至道台、知县、统领、典吏等一幅百丑图。
这群吸血虫对内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残害百姓；对外奴额婢膝，投降卖国。
他们视钱如命，以“千里做官只为财”为信条，公开卖官鬻爵，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克扣军饷，贩
卖人口，到了不择手段、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们争名夺利，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对上阿谀奉承，投其所好，而相互之间，或狼狈为奸，相荣相卫
，为我所用；或尔虞我诈，设陷倾轧，排除异己。
他们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吸毒狂赌，纳妾嫖娼，丧尽天良。
全书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貌。
看了此书，使人感到清朝的灭亡，势在必然。
虽然作者在书中自称，专门指摘为官者的坏处，以使他们知过改过，“戒其为非”，“引之为善”。
但是作者这种良好的愿望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
另外，作者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
面，都体现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改良主义思想。
　　本书是一部专门揭露官场黑暗的小说。
它从地方到中央，从州县衙门的令尹衙役到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作了全方位的总体剖析和透视，对各级
大小官吏作了普遍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它不但写出了大批形形色色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而且写出了
清末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的官场运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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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却说蒋福走进帐房探听消息，侄少爷无法，只得同他说道：“你的钱，老爷说过，一个不少的。
但是总得再过几天才能还你。
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了来，今日说走，今日也未必动得身。
等你动身的时候，自然是还你的。
”这位侄少爷总算得能言会道，不肯把叔子的话直言回复蒋福，原是免得淘气的意思。
然而那一种吞吞吐吐的情形，已被蒋福看透。
听罢之后，不禁鼻子管里哼哼冷笑了两声，说：“这算甚么话！
要人走，钱不还人家，这个理信倒少有。
现在也不必说别的，我们同到府里评评这个理去。
”侄少爷连忙劝他说：“你放心罢，你这钱断断不会少你的。
”蒋福道：“有本事只管少，我也不怕！
”说着，自己去了。
　　原来这蒋福同广信府的一个稿案门上，又是同乡，又是亲家，两人又极其要好。
这个稿案门又是府大人第一个红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蒋福从帐房里下来，便一直上府，找到他亲家，说老王不还他钱，他要先到府里上控，求亲家好歹拉
一把。
他亲家听了，自然是拍胸脯，一力承当，把他欢喜的了不得。
当天稿案门就回了本府，说县里这位王大老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亏得这位本府，自从王梦梅到任以来，为他会巴结，心里还同他说得来。
就说：“这事情闹了出来，面子上不好看，还是不叫他上控的好。
”就同刑名老夫子商量。
刑名道：“太尊的话是极。
晚生即刻就找了他来，开导开导他，叫他不要辜负了太尊的美意。
”知府说：“如此很好。
”刑名便叫自己的二爷拿了名片到县里，请王大老爷便衣过来，有公事面谈。
去不多时，果见王梦梅来了。
走进书房，作揖归坐，说了几句闲话。
刑名老夫子便提到刚才太尊的意思，说：“太尊说的，彼此要好，不要弄出笑话来。
只要梦翁把用他的钱给了他，其余无凭无据的事，也断不能容他放肆。
”便把蒋福要告他的话说了一遍。
　　王梦梅听了这话，脸上一红。
心上想，此事他既晓得，须瞒他不得。
便把蒋福如何可恶也说了一遍：“现在已经三天没有人来交钱粮。
兄弟心上恨不过，所以虽然有钱，也要叫他难过两天再给他，并没有吃没他的意思。
至于蒋福说要上控兄弟的话，同城耳目众多，府宪又是精明不过的，况且又蒙你老夫子拿兄弟当做人
，兄弟即使有点不好，难道能够瞒过府宪？
不要说对不住府宪，连你老夫子也对不住。
”刑名道：“这些话谁有工夫去听他，我不过当作闲话谈谈罢了。
只要老哥早给他一天钱，早叫他滚蛋一天，大家耳根清楚，不结了吗？
”王梦梅又把脸一红，道：“这蒋福原是一个朋友荐来的，说他如何可靠。
来了不到三天，就拿了一笔钱，是三千块，叫兄弟替他放。
兄弟就是没钱用，也不至于用他们的钱。
”刑名道：“是呀。
”王梦梅道：“我想他们不过贪图几个利钱，所以就留下他的，替他放在庄上是有的。
”刑名道：“不管他是存是放，你只要提还他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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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梅又愕了一会，道：“说到如此，兄弟无不遵命。
明天兄弟便把三千块划过来，放在老夫子这里。
兄弟那里，总要查过他没有弊病，才能放他滚蛋。
”王梦梅的话，不过是借此收场的意思。
刑名亦看出来，便说：“很好，就是如此办。
果然有弊病，我还要告诉太尊，重重的办他一办。
”说完，王梦梅辞去。
次日上府，果然带到一张三千块钱月底期的庄票。
刑名收了下来，便问：“你从前出过凭据给蒋福没有？
”王梦梅说：“折子是有一个。
”刑名道：“今天我先出张收条给你，明天你拿着来换折子便了。
”一桩事情，总算府大人从中转圆，蒋福未曾再敢多要，王梦梅也未曾出丑。
到了年底，倒是那刑名仗着此事出了把力，写封信来问王梦梅借五百银子过年，王梦梅应酬了他二百
两，才把这事过去。
　　好容易挨到衙门口，在二门外头台阶上坐了一会。
捕快进去禀报，传话出来：“老爷此刻就要上府，晚上统领大人还要传去问话，吩咐把船上两个女人
先交官媒看管，明天再审。
”众人听了，便去传到官媒婆，把两个女人交给他。
官媒婆领了就走，一走走到他家。
　　这时候他娘儿两个头上的金簪子、银耳挖子，统通被差上拿去，说是贼赃，要交给老爷的。
娘儿俩也不敢作声。
到了官媒那里，头上的首饰已经一丝一毫都没有了。
官媒还不死心，又拿他二人细细的一搜，兰仙手上还有一付镀金银镯子，也被他探了下来，说是明天
要交案的。
其时初冬天气，他娘儿们都穿着大厚棉妖，官媒婆一定说是偷来的贼赃，要他脱了下来。
他二人小敢小遵。
每人只芽两件布衫，冻的索索的抖。
凡初到官媒婆那里的人，总得服他的规矩。
先饿上两天，再挨上几顿打，晚上不准睡。
没有把你吊起来，还算是便宜你的。
至于做贼的女犯，他们相待更是与众不同。
白天把你拴在床腿上，叫你看马桶．闻臭气。
等到晚上，还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门上，要动不能动，搁在一间空屋子里，明天再放你出来。
可怜兰仙虽然落在船上，做了这卖笑生涯，一样玉食锦衣，那里受过这样的苦楚。
只因生性好强，又极有情义，——赵不了给他钱的时候，曾对他说过：“不要同你妈说起是我送的，
怕传在统领耳朵里去。
”所以他牢记在心。
——等到捕役搜到之后，他一时情急，只说得一句是“赵师爷托我买东西的”。
后来被他们拉了上岸，早已知道此去没有活路，与其零碎受苦，何如自己寻个下场。
就是不死，这碗船上的饭也不是好吃的。
所以听说要将他拖上岸去，他早已萌了死志，顺手把坑上烟盘里的一个烟盒拿在手中。
等到官媒婆搜的时候，要藏没处藏，就往嘴里一送，熬熬苦，吞了下去，趁空把匣子丢掉。
一时官媒搜过，他便对他娘说道：“妈！
你亦不必埋怨我，亦不必想我。
这个苦，我是受不来的。
早也是一死，晚也是一死，倒不如早死干净。
我死之后，你老人家到堂上，只要一口咬定请赵师爷对审，我的冤就可以伸，你老人家或不至于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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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娘此时又气又吓，又冻又饿，早已糊里糊涂，他媳妇说的话始终未曾听得一句。
等到上灯，官媒婆因他二人是贼，便将板门抬了进来，如法炮制，锁入空房。
谁知次日一早推门，这一吓非同小可！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诸公要晓得，凡是黄河开口子，总在三汛。
到了这时候，水势一定加涨，一个防堵不及，把堤岸冲开，就出了岔子。
等到过了这个汛，水势一退，这开口子的地方，竟可以一点水没有。
所以无论开了多大的口门，到后来没有不合龙的。
故而河工报效人员，只要上头肯收留，虽然辛苦一两个月，将来保举是断乎不会漂的。
此番贾大少爷既然委了这个差使，任凭他如何赚钱，只要他肯拿土拿木头把他该管的一段填满，挨过
来年三汛不出乱子，他便可告无罪。
就是出了乱子，上头也不肯为人受过，但把地名换上一个，譬如张家庄改作李家庄，将朝廷朦过去，
也就没有处分了。
自来办大工的人都守着这一个诀窍，所以这回贾大少爷的保举竟其十拿九　　稳。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
过了几日，决口地方虽不能如上文所说的点水俱无，然而水势渐平，防堵易于为力，又加以河帅恐遭
严谴，昼夜督催。
贾大少爷本是个娇生惯养的人，到了此时，也只好跟在工上吃辛吃苦，亦总算难为他了。
等到工程十成八九，大众方才把心放下。
下游工程统归总办作主，当由他选择吉日吉时合龙。
到了那天四更头里，贾大少爷换了一身簇新的行装，摆齐亲兵小队，跨了一匹高头大马，亲到工上督
率。
等着占时报到，大工告成，总办又统率在工大小文武员弁，上香行礼，叩谢河冲，文武员弁，又一齐
向总办贺喜。
总办又赴河帅行辕禀知合龙，当蒙河帅传见，允为从优保奖。
照例文章，不用细述。
　　贾大少爷事完之后，当即回省，仍在父亲衙内居住。
过了些时，电报局得了阁抄上谕，晓得贾大少爷蒙河督于奏报合龙折内另片奏保，奉旨送部引见，先
赏加布政使衔。
得信之下，自然欢喜。
河督因他是贾臬台的少爷，乃是同寅之子，虽未接到部文，业奉圣旨允准，特地先写信来关照。
贾臬台便叫儿子先赴河督、巡抚两院叩谢。
此时督、抚两宪俱已开复处分，而且一齐又交部从优议叙，自然也是高兴的。
等到大案出奏的时候，贾大少爷除将在工员弁分别异常、寻常请奖外，又趁势把自己的兄弟侄儿，亲
戚故旧，朦保了十几个在里头。
河督一时不及细　　察，统通保了进去。
这是河工上的积弊如此，也无从整顿的。
　　闲话休题。
单说贾大少爷这一趟差使，钱也赚饱了，红顶子也戴上了，送部引见也保到手了，正是志满心高，十
分得意。
在家里将息了两个月，他便想进京引见，谋干他的前程，禀告父亲，贾臬台自然无甚说得。
随向原保大臣那里请了咨文，择日登程北发。
预先把赚来的银子，托票号里替他汇十万进京。
又托京里朋友预为代赁高大公馆一所，以便到京居住。
诸事办妥，然后自己带了一个姨太太，一个代笔师爷，又一个管帐的，并男女大小仆人、厨子、车夫
人等，数了数足足有三十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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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少爷同姨太太坐的都是自己的车，其余全是祥符县办的官车。
在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一日到得北京城，在顺治门外南横街朋友替他预先找好的一座公馆暂时住下。
　　贾大少爷此番进京原是为广通声气起见，所以打定主意，极力拉拢。
到京之后，凡是寅、年、世、戚、乡谊，无不亲自登门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方才拜完。
他每日出门，坐的是自己的坐车。
骡子是在河南五百两银子买的。
赶车的一齐头戴羽缨凉帽，身穿葛布袍子，腰挂荷包，足登抓地虎，跨在车沿上，脊梁笔直，连帽缨
子都不作兴动一动。
这个名堂叫做“朝天一炷香”。
京城里顶讲究这个，所以贾大少爷竭力摹仿。
坐车之外，前顶马，后跟骡。
每到一处，管家赶忙下马，跑在前头投帖。
所拜的客，也有见得着的，也有见不着的，也有发帖子请吃饭的，也有过天来回拜的，贾大少爷都不
在意，顶要紧的是太老师周中堂同着寄顿银子一个钱店掌柜——外号叫做黄胖姑的。
到京的第二天，就去奉拜。
　　齐巧这天周中堂请假在家，一见大片子名字上头写着“小门生”三个字，另外粘着一张签条，写
明“河南按察使贾某之子”。
周中堂便晓得是他了。
这位老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
一年四季，甚么炭敬、冰敬、贽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开销。
如今听说是他，心上早打了底子，立刻请见。
贾大少爷进去了好一回，只觉得冷冷清清，不见动静，约摸坐了半个钟头，中堂方才出来。
贾大少爷朝他拜了几拜，中堂只还了半个揖，让他坐。
他晓得中堂的坑不是寻常人可以坐得的，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
中堂见了他，气吁吁的，只问得他父亲一声“好”，跟手自己就发了一顿牢骚，随后方问：“你来京
干吗？
”贾大少爷一一回答。
中堂见话说完，就此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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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伯元和《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1867—1906)，清末著名小说家；伯元系其字，号宝嘉，别
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江苏常州人，生于山东。
六岁丧父。
父申之，宦于山东。
当时伯元堂伯父李翼青也在山东为县令，便将侄儿领养在身边。
李翼青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故伯元从小在州县衙门读书成长。
在伯父严肃的爱抚与督促下，他擅长于八股、诗赋、词曲，精书画篆刻，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秀才。
他二十六岁时，伯父李翼青辞官回乡，伯元随伯父回常州。
回乡五年中，他曾向传教士学习英语，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
不久，伯父病故。
他内伤门庭多故，外感国势危殆，又因从小看厌了官场的腐朽风气，便决心放弃科举，放弃仕途，迁
居上海，从事报纸编撰工作。
　　上海十年是李伯元一生最辉煌的阶段。
他先在《指南报》任编撰，次年又创办了生动活泼的《游戏报》。
内容包括官场笑柄、文坛轶事、商海波澜，以及歌台、舞榭、妓院、酒楼的各种花絮新闻，而形式生
动，到处穿插着笑话、寓言、诗词、楹联、灯谜、酒令、诗钟等多种带游戏性质的文字。
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
”由于形式活泼，内容贴近生活，《游戏报》在上海各界中造成了极大影响。
李伯元也因此而名噪一时。
　　1909年，李伯元又将《游戏报》转让给朋友，另外创办《世界繁华报》。
报纸开辟了艺文志、北里志、讽林、野史、官箴、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等各类专栏
，他将自己创作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连日排载在《世界繁华报》上。
长篇小说与长篇弹词的连载果然制造了异常轰动的社会效果，《世界繁华报》遂成为执小报牛耳的著
名报刊。
　　随着报刊与创作的影响日益扩大，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担任著名小说半月刊《绣像小说》的主
编。
在李伯元的主持下，　《绣像小说》刊出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蘧园的《
负曝闲谈》、姬文的《市声》及李伯元自撰的《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影响深远的著名小说。
由于李伯元的努力，《绣像小说》与《小说林》、《月月小说》、《新小说》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
。
这些小说期刊和其他报刊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李伯元不但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编辑，而且是著名的文艺社团活动家。
他出面组织过艺文社、书画社、海上文社。
通过这些社团，他和广大的诗人、作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政府要人广交朋友，在晚清文化界造成
很大的影响，誉之者视之为文坛雏凤，谤之者称之为学界妖孽。
1901年，光绪帝开经济特科，旨令中央要员与封疆大吏推荐贤才进行选考。
湘乡曾慕涛侍郎举荐李伯元应考，而御史周少林则指责李伯元“文字轻佻，接近优伶”。
而李则我行我素，既不接受青睐者的荐举，也不理会嫉恨者的攻击。
对旁人毁誉他的态度就像《文明小史·楔子》中的小诗所说的：“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
。
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李伯元生活在满清末年这个大动乱的年代，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已面临末世，这政局是非变不可的
，只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却难以想像。
这将变未变的局面，正如他在《文明小史·楔子》中所说：“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
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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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将末世的丑恶彻底加以揭露，为将来的新政局提供改良的借鉴。
至于旁人的毁誉，他是不屑一顾的。
　　在上海勤奋工作的第十年，李伯元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他没有看到将出的太阳就撒手而去了，但他给社会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长篇小说《官
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弹词戏剧《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
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诗文杂著《南亭笔记》、《南亭四话》、《艺苑丛话》、《滑稽丛话
》、《沙海妙品》、《奇书快睹》，篆刻集《芋香室印存》。
他以大量滑稽幽默的文章，出色地完成了批判旧世界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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