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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完备、衰败的必然过程。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萌生到确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漫长时间，这使我们想起了道教的传说，据《神
仙传》等书中说，被道教奉为最高主神的老子，是其母怀胎八十一年（或说七十二年）之后才出生的
。
宗教家可能认为这是充分吸取了营养，而在我们看来恰似个怪胎。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也是如此，相对于其先的贵族政治而言，它是个“新生儿”，但因它在“母腹”中
孕育过久，一生下来就不免带有浓郁的旧色彩。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春秋时代萌生，直到汉代才逐步完善，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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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此，在他开国定天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功臣几乎捕杀殆尽。
据野史说：朱元璋的太子反对他乱杀人，认为“杀人太滥，恐怕要伤了和气”。
朱元璋说：“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朝内朝外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呀！
”屡立功勋的大臣如何转眼间成了“天下的坏人”？
就因为帝王认为他们对其家天下存在某种威胁或潜在的威胁。
即使功臣们的权力构不成威胁，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才能也是一种威胁。
因此，与其说因功臣们有碍于帝王家天下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帝王们极端自私的阴暗心理构想出了许
多“谋反”的假想敌。
　　二是在其家庭内部，帝王同样是极端自私的。
任何人，哪怕是父子之亲，兄弟之情，夫妻之爱，一碰到帝王的权力神经，无不头破血流，甚至命丧
黄泉。
历代那些昏聩之君、庸碌之主姑且不谈，即以某些经常被史学家称道的“明君英主”而论，哪一个不
是自私之极？
一个带共性的现象是，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英明之主，都曾亲手废除了自己所册立的太子。
如果探究其原因，无非是与帝王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力相关。
汉武帝因相信“巫蛊”，认为太子用巫术诅咒他，而又不听太子申辩，将太子刘据逼到谋反的路上；
唐太宗因钟爱另一个皇子魏王李泰而逼得太子李承乾谋反；康熙两次废太子允扔，大抵皆是如此。
至若唐太宗本人，为了夺取皇帝的宝座而杀长兄（太子），杀弟弟，逼父亲退位，哪里还有什么父子
之谊、骨肉之情！
　　帝王们为了保住“家天下”的终极目标而不择手段，对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首先，帝王们从自私的心理出发，总是要按照皇权的接替模式引导官僚为“世代富贵”而努力，
这样官僚的世袭和变相世袭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直接否定了官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任人唯贤”
原则。
汉王朝初期，官员长期任一个职务，有的达数十年之久，这似乎还可以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
据《汉官仪》所载，汉朝初年就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就是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中央的九卿皆为二千石，三公为万石）只
要任职满三年，就可以任用一个儿子（或侄子）为朝廷的郎官。
郎官虽为下级官员，但以后一步步升迁，仍可跻身显要位置。
譬如，西汉以“不辱王命”著称的苏武，因父亲苏建为二千石而做了郎官，后升迁至中郎将；萧望之
也靠这条路步人官场，后升迁至廷尉；他们的子孙又可以援引这个制度再做官——官员的变相世袭现
象产生了。
汉代这个制度叫“任子制”，宋代则有类似的“恩荫制”——每逢朝廷大典（祭天地，皇帝登极、大
婚，皇帝、太后生日等），帝王总要对大臣“加恩”，任命他们的儿孙为官。
如此连绵数代，官场充斥亲缘、裙带关系，这几乎成了历代惯例，这不正是皇权造成的吗！
官场上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裙带关系，对官僚政治来说，必然是一个牵制其偏移正常轨道的异动力
量。
　　其次，皇权的极端自私性，决定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家天下”的统治。
只要有利于这个根本目标，帝王不惜对官员予以放纵。
这样，官僚的腐败就不可避免的了，官僚政治也就在官僚普遍的腐败风气中名存实亡。
　　一是帝王认为官员侵夺民众财产就会不得人心，就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从而容忍官员的贪赃枉
法。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楚汉分争”时期，刘邦率兵在中原地区与项羽角逐，关中大本营交由萧何
掌管。
萧何兢兢业业，保证了前方将士的后勤供给。
这让刘邦很不放心：担心萧何“孳孳得民和”、“倾动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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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如果萧何得到关中民众拥护，就可能有当皇帝的异心，关中就不为刘氏所有，自己也就无家
可归。
于是，每有押运粮草的官员到前线，刘邦总要打听萧何的举动。
萧何得知此事后，懂得刘邦的心事，就在关中大肆侵夺百姓田宅“数千万”，这样反倒让刘邦放心了
。
刘邦班师回长安时，百姓拦住他的车驾，控告萧何。
刘邦不但没有惩治萧何，反而把百姓的“告状信”（竹简）全部交给了萧何，说：“君自谢民。
”也就是让萧何自己去向百姓谢罪。
萧何以后如何“谢民”的，史无明载，不必猜测。
我们大约也可看出，他大肆“侵夺”，出于不得已，是为了“自保”，为了避免刘邦猜忌。
在刘邦看来，萧何侵夺百姓田宅，只是“小节”，他因此不得民心，从而也不能动摇刘氏江山，这才
是莫大“功绩”。
这种标准怎能不使官场掠夺之风盛行呢？
　　这类现象绝非个别的。
宋太祖建隆年间，御史中丞雷德骧上疏，弹劾宰相赵普强占人田宅，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训斥这位御史
中丞说：“鼎铛犹在耳！
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赵普是我的心腹大臣，侵夺别人田宅算得了什么呢！
你抓住这种“小事”，就不怕我把你扔到油锅里吗！
　　历史上，帝王们大抵都按照同样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善恶、忠奸的。
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徐阶、夏言之徒，受贿敛财大约并不亚于严嵩、严世藩，但他们没有严氏图谋
篡权的劣迹，也就可以富贵终身了。
所以，官僚的腐败在帝王们极端自私的“小算盘”面前孳生蔓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是帝王们从维护“家天下”的自私心理出发，推己及人，以为人人都像自己一样，要占有更多
的财富。
所以，总是以物质利益引诱官僚，以淡化、消除位高权重的官员窥视皇权的野心，解除其对皇权的威
胁。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由部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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