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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范围广泛，从古到今，从文化界到官场，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嬉笑怒骂淋漓尽致，是一
部不可多得的、深具学术功底的随笔和杂文。
　　全书按体例共分为五部分。
“古今”部分剖析国人对男女情事的心理、批判清末民初的腐败统治、悲慨古今民告官的悲惨下场。
“公器”部分认为，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官员个人的财产，不可私相授受，揭露官场的症结、教
育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乡村”部分关注乡村的权力结构、乡村的变化、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工会如何援助农民工。
“风气”部分批判社会上的冷漠风气、不正常的师生关系、现在读者的不正常阅读、社会机构的衙门
化、文化界的造假。
“世相”部分深刻揭示出当今社会的阶层已经出现固定化的趋势，个人机会的公平是社会健康发展的
保障；尊重消费者权利、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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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
结构的变迁》等，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
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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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 今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既屋，两对才子佳人出了大名。
一对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
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
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
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
的号）。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
清后还是高官、文坛领袖），侯方域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后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
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
说里标准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
，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
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
多少。
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
不只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
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36岁的钱谦益。
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大男人反
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
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女子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
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
虽然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
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
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
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
在那里了。
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而在戏剧、小说中，他们的形象远不如那些被女
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
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嘲谑中，所
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
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
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则她可以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
。
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能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
为继室。
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
，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
思的文字，以至于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死后他的文集遭到查禁（乾隆朝）。
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
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排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
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
艳福，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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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
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
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
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把戏。
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操檄》以及
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
冷汗医好了头风病。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讨
曹操檄》和《讨武曌檄》鼎足而三。
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
山海关拔队东征。
正、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
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
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
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
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
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
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
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
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
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
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
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
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
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
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
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
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
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
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之手（很大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
光绪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
当时，北洋水师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
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
吴大澂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
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
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
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澂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
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自己。
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
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
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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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
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
胜仗都没有打过。
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
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
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
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
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
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
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
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
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
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
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
期发言权最大的人。
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
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
，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
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
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
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
题成了政治的关键。
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
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
农村的真正破败。
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
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
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
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
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
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
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
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
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
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
，印十三经。
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
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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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
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
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
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
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
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
，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
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
；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
拿人。
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
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
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
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
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
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
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
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
，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
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
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
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
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
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
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
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这年头，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
有一天，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他们省有些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
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
　　我相信，厅长的话，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而且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吓
了一跳。
　　警察是干什么的呢？
三岁孩子都知道，抓坏人、维持治安的。
一个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近乎失控，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过。
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每支队伍管一片，对外不叫胡子，叫
保护队，这片的老百姓，不给政府交粮纳税，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我们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张大帅，
就是干保护队出身的；河南也有这样的事，民国时期豫西有个别廷芳，占了好几个县的地盘，说是要
自治，这些地方政府管不了，全由他来管，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但如果安分过日子，的确也加以保护
。
民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帮，四川的袍哥，陕西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都干过跟政府分庭抗礼“
保护”一方的事情，这些帮会，就是二政府。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

　　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为维持秩序，维持一种黑社会
的秩序，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一样的秩序，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接受这种
秩序。
　　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战乱和分裂。
国家整体秩序混乱，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道刮地皮，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治安与秩序，甚至只
会扰害百姓，这种时候，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
秩序之间，老百姓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于是，这种替代政府的二政府
现象就出现了。
一般来讲，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只有在政府特别失人心，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
，黑社会才会在市面上招摇，而维持秩序的警察，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因为穿制服上街，既讨黑社
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尽管由于政府失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是出现二政府
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
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申
辩的机会都不给。
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
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
很闲，但却没钱。
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
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
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
会有的。
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
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
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
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
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
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
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
”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
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
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
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
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
的家仆。
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
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
，赶快去赎！
”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
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
。
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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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
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
，对外好说话。
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
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
敬自己的老娘。
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
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
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
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
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
炷香，一个也不能少。
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
马上名声就坏了。
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
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
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
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
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
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
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
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
和穷京官的场所。
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
资。
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
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
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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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的着重点是在于对中国政治体制与官僚制度的观察、分析、评论
，涉及体制的思考与现时官场风气，历史的问题在现实沿袭，现实问题在历史中有根源；并非高头讲
章，从细节着笔，文风犀利，通俗可读，有知识性，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作者特有的黑色幽默气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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