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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完颜绍元已经很久了。
因为我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待了十六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待了八年，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待了四年
，而完颜绍元先在古籍社出书，又在辞书社出书、上海人民社出书。
现在他已经到北京的著名出版社去出书了。
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待我来到世纪出版大楼以后，更是常常在食堂相遇，从饭桌上一直到电梯里，
有着说不完的话语。
　　完颜绍元几乎天天与金良年兄同进同出，我们所谈论的，大多是文史掌故、学术小考之类，偶尔
亦连类而及于国是，那大多是完颜兄提起来的。
　　完颜绍元先生的姓氏，有很强的历史感。
我曾经是中国契丹(辽)女真(金)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记得在成立大会上，一位北方学者慷慨发言，
请大家在记住岳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耶律阿保机(辽朝建立者)是契丹族的民族英
雄，完颜阿骨打(金朝的建立者)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们同时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听者共鸣，场景热烈。
女真入主中原以后，其一部分早已汉化，后来的“生女真”形成满族，再次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其
中的一部分又已经汉化，即使是保留着满族同胞身份的，也已多借用汉姓。
所以如绍元兄那样仍以完颜为姓氏的，实在是已经凤毛麟角。
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后裔，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酣畅淋漓的饭桌谈论，终于谈出了差事。
有一天，完颜兄说：“我有一部即将出版的稿子，想请李老师写个序。
”为别人的书稿写序，一般都是作者的师长或学界、政界名流的活，何况完颜兄本身就是一位名人，
区区如我怎能担当得起?但看完颜兄的神态，又似乎没有调侃的意思。
我只有嗫嚅语塞、含糊其辞了。
不料过了几天，完颜兄真的把书稿清样送来了，附有一张信笺说明缘由，还送来周振鹤教授为其另一
部著作所撰写的序言，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有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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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只要有国家有政权存任，就一定会有官场。
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官场，固然会清浊各异，但其间也有许多方面，占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防止和治理官场腐败，是永恒主题。
《官场那些道儿——观照千年兴衰规律》告诉你关于中国古代那些当官们的事。
　　六五不予选，五五是关键；得罪上司，被迫致仕；借重老臣谋国，返聘发挥余热；干部老龄化，
惹人说闲话；大官食故禄，小官打赤膊；回乡无盘缠，县长做菜农；皇天降雨露，大家有半禄；地方
政府负责退休金发放；待遇提高快，到站下车多；“落致仕”方便钻空子；稼轩欲退休，儿子有意见
；照顾老干部，折中回避制；家贫给半俸，孤老发禄米⋯⋯本书告诉你关于中国古代那些当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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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完颜绍元，满族，1955年生于上海。
学历通称“七二届”。
做过火头军、箍铜匠、搬运工，业余从事历史和民俗文化方面的撰述。
199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作者转变身份为该出版社的编辑。
从此以编务为正业，得过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并继续以撰述为副业，其作品颇能体现个人读书兴趣和创作风格，是在历史资源中孜孜发掘切近生活
原貌的细节，从中提取别有旨趣的话题，缀织成文，为爱好文史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供咀嚼回味的“零
食”。
近年出版的读物，有《风水趣谈》、《千秋教化》、《趣说古代官场生态》、《天下衙门》、《流氓
列传》和《细说汉高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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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举债赴任是投资  接受任命，谢恩辞朝  最高指示，当面聆教  干部守则，人手一册  及时启程，
限期赴任  安家治装，自掏腰包  感情投资，必不可少  举债赴任，到职填还  何以养廉，预支路费  私人
班底，组团随行  人股分红，争多竞少  报到证明，贴胸携带  旅途凶险，自我防范  到任时间，也有忌
讳  正五九月，未必皆凶第二章  缙绅录——编织人脉的联络图  职官录的出版史  官方资讯，流传民间  
利用名录，党同伐异  内部发行《爵秩全览》  荣宝斋藉此起家  坊刻内容比官刻丰富  三阁老求免“直
隶帮”嫌疑  可当政府公报阅读  兼备行政手册功能  多端而取各用所需  单位共事同仁录  官场地缘同乡
录  金榜题名同年录  状元小名唤“十狗”  通讯录不收“二奶”信息  编织人脉的联络图第三章  从官员
之印到官府之印  掌印就是掌权  官有级别高低，印分绶带颜色  新官上任铸新印  从官员之印到官府之
印  规格紊乱，难辨真伪  统一印制，以防假冒  秦汉时的泥封公文  公文材料影响官印用法  篆籀古体，
迷离莫识  公文盖章  学问大  被淘汰的官印一律销毁  私配钥匙，偷印盗用  印信失窃，装聋作哑  司印
美差，盖章  赚钱  朱元璋怒查“空印案”  严刑峻法治不了吏治腐败第四章  公祭：政教文化的传统项
目  祀有官典，不能想祭谁就祭谁  祀有定义，弄清目的再行礼  祀有等级，档次身份切莫搞错  祀有定
点，选址朝向都有讲究  历经变化的南岳和北岳  明代的历代帝王祀区划分  祀有定期，城隍之神哪来生
日  祀有定制，硬件攀比无人敢为  祀有定式，违反仪制打屁股  祀有定额，调整标准要报批  南京先贤
祠，不花公家一文钱第五章  官民同乐过佳节  顺时行令迎四气  青帝勾芒送春来  一年利市鞭春牛  官员
出秀，农夫终亩  中国式的彩车游行  汉代元日不放假  望阙遥贺万寿宫  元宵灯期历代递增  金吾不禁彻
夜狂欢  御街开放君民同乐  县长乘醉粉墨登台  阎部长取消景观灯  三大悼亡节日，追祭阵亡将士  封印
已毕饭馆爆满  开篆之日再办两桌第六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寒士加班，山郎休息  经费不足，自行筹
措  机关收入，公私两便  宁为鸡头，不当凤尾  中央介入处理机关收入问题  政通人和，大家发财  科取
于民，法外横敛  京官向地方官“收租”  京师百司，冷暖不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取消勤杂工，分
享工食银  收费，收费，再收费  清官死无葬身之地第七章  调动提拔找靠山  秦任举，汉察举  尹赏升官
记  除授新职，要推荐替手  科举制下仍有察举  想转京官编制，须找五人推荐  明朝取士，四途并用  林
则徐保荐张集馨  荐人不当，要受处罚  因人划线，穷追猛打  邓绾献爱心，拗相不领情  无门苦求“破
白”，有路只盼“合尖”  人情荐举冒滥多  只要肯花钱，荐状可以买第八章  官吏惩戒的轻重虚实  宰
相难逃扣工资  罚俸名目有讲究  罚到你倾家荡产  职务保留降官秩  黜陟左迁话贬职  宋朝贬降最复杂  
京官谪外比流放  “同是天涯沦落人”  安置如管制，居住是靠边  革职实施分四等  除名与禁锢  政纪代
刑罚，官有九条命  “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  大小有别，官官相护  究竟有多少官吏受到处分第九
章  离任审计有制度  归去来兮，自炒鱿鱼  刺史迁调必须交割  审计结果，影响仕途  唐宋长官只负领导
责任  明清州县一把手包办  首县为何要识古董  故意求疵敲上一笔  暂时代理浑水摸鱼  亏空赔补，不许
李代桃僵  因公垫款，先报上司备案  “八成留抵”背后的潜规则  新旧交代通行各级官署  当官必学接
盘清查之法  交代不清，县长羁死任所  卯摊寅粮，老百姓遭殃  标价卖缺，官场如市场  最怕放血，找
个替罪羊  朝中有托，凡事好商量第十章  当心陷进艳照门  部长风流，摘掉顶戴  秦汉严打官吏“淫洪
”  六朝很黄很暴露  唐代流行乐妓陪酒  苏东坡为乐妓脱籍  吃花酒限公务时  小姐三陪有底线  官纪不
准包二奶  宋朝多方限制官吃花酒  王安石严拒小姐陪饮  少吃花酒，多做广告  团体消费，小姐可以出
台  违章  狎妓，切实追究  唐知州与女明星“跄滥”  为情妇脱籍违反制度  风流导致权色交易  花酒害
政，元代尤甚  顾佐一疏，挽救多少干部  官吏宿娼，终身弗叙  清朝厉禁官吏治游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  出国考察红灯区  酒色财气振贝子  色贿得官段芝贵  政坛超女杨翠喜第十一章  漫话历代巡视机制  
两级巡视体制的形成  盯住“二千石”的高干  督邮：郡国派出的巡视员  以小制大，用卑临尊  巡视组
的工作方式  责在监察举奏，不得干预行政  无权处分，巡视效应打折扣  巡视员变成地方官  要求亲过
间里，不许走马观花  历史又重演了一遍  诸道监司，复式巡察  从《玉堂春》看明代巡按  左右为难话
得失第十二章  驻京办送钱送礼真忙  记取教训，亡羊补牢  派驻长安的国邸与郡邸  连成一片的特区—
—百郡邸  逐级上计，奏报中央  派驻人员与地方长官休戚与共  长袖善舞，一专多能  朱买臣郡邸奇遇
记  买地建房，所费不赀  名称变换，武将当家  经营兑换业务，服务商品经济  配合藩镇，图谋不轨  加
强控制，合署办公  吴处厚与“车盖亭诗案”  于慎行哀叹官僦民居  “驻省办事处”的兴起  有事“先
日报告”，送钱送礼真忙第十三章  机关门卫面面观  衙署门前的隔离栏  对外防御只具象征意义  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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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梆，发布信号  夜投紧急公文，转桶传进拆看  出勤请假，都要登记  无论私访公谒，一概存写号簿  
仪门以南对外开放  机要区域警戒森严  机关门房的岗位责任制  为防夹带，脱衣搜身  老门吏的体面  门
政大爷多为长官私人  逢年过节收红包，日常  收入有门包  门上该班发外财，雁过  拔毛吃规费  《平平
言》论门丁十弊  汪辉祖误用“老实人”  门包断送大清朝第十四章  五花八门的编外机构  编外机构，
自古就有  随机建制没有印信  品级无定，水涨船高  唐代使职，不在编制  形形色色的“特开”书局  王
安石倡建条例司  双重领导有玄机  老谱将不断地袭用  “三无”单位如何解决办公用房  庙宇跟着和尚
走  因事设职利弊谈  混水摸鱼“讲议司”第十五章  奉使出差公费旅游  既是“邮递局”，也是招待所  
官道上的“形象工程”  驿站安排食宿交通  官阶不同，待遇不同  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  出差
驿卷，送礼自用两相宜  兑换钱物，另做打算  若无招待所，亦可住客栈  住宿不符规定，粪缸边过一句
 身份不同，客房等级不同  伪造凭证，假公济私  利用驿政，游山玩水  老爷出差，随从发财  “崔局长
”深夜要小姐  一本特殊的“差拨文历”第十六章  如何应对信访  立谤木，挂肺石  平民上书，改变身
份  投诉公车，必须接纳  民众来京上访，悉集华林东门  官员心态影响信访结果  “细民言事，成为申
达”  武则天创设“意见箱”  大事奏闻，小事分理  来京上访，疏导管理  “进扰公庭，递解回籍”  找
人作保，审报住所  要投诉，先付钱  上书被拒绝，击破登闻鼓  直达御前的通政司  院判野蛮执法，小
贩击鼓鸣冤  小民见官难，审诉当“放告”  因循敷衍，激变良民第十七章  办理退休花样多  两汉魏晋
朝，干部高龄多  六五不予选，五五是关键  得罪上司，被迫致仕  借重老臣谋国，返聘发挥余热  干部
老龄化，惹人说闲话  大官食故禄，小官打赤膊  回乡无盘缠，县长做菜农  皇天降雨露，大家有半禄  
地方政府负责退休金发放  待遇提高快，到站下车多  “落致仕”方便钻空子  稼轩欲退休，儿子有意见
 照顾老干部，折中回避制  家贫给半俸，孤老发禄米  请求病退，要有医师证明  因罪被劾，不准致仕  
借题发挥的退休制书  为求“顶替”落实，死人不敢举丧  历代制度不一，告老未必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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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举债赴任是投资　　最高指示，当面聆教　　同两汉相比，唐朝的君主集权程度又迈上
新的台阶。
唐制，凡官员除授都要在宣政门外谢辞，倘是刺史以上地方官员赴任，则须向皇帝当面辞行，一般多
安排在平时君主召见宰相议政的延英殿，以示同朝廷上的君臣相见有区别。
从君主的视角看，辞行的意义大体有三：　　其一，根据辞行官员所任职务所去地区，给予或原则或
具体的指示。
如唐宣宗曾让翰林学士韦澳帮他编过一部《处分语》，分区汇列州郡概况，供他作训示参考，所以“
帝敕戒州事，人人惊服”（《新唐书》卷一六九）。
　　其二，利用赏赐结纳臣下忠君感情。
汉代即有皇帝加赐郡国守相黄金的传统，唐代则以精神鼓励取代物质刺激，往往在外官辞行时，当场
赐给品服等。
品服就是以颜色区别品阶的公服。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
如刺史多为四品官，应服绯，而皇帝特许你服紫，就是为你增添荣誉。
假如是原本服绿的京官外放刺史，则赐以服绯。
　　其三，由于刺史任命多出自宰臣推荐，所以当面辞行还有助于皇帝增进对新除官员的了解，所谓
“观其去就，察其言语，亦所以杜塞宰相陈情”（《唐会要》卷六八）。
太和七年（833年）正月，原任太府寺（主管库藏、贸易之中央机构）长官的崔珙外放广州刺史、岭南
节度使。
迄延英殿辞行时，因陈述治理方案明畅而有条理，深得唐文宗欣赏，遂与宰相们商量说：武宁军区是
老大难单位，将士骄横，现任节度使的高瑀镇不住他们。
朕一直想找个有威望的帅才取代他，苦于没有合适人选。
现在听崔珙言事，神气精爽，正是按临武宁的人才啊！
　　君臣紧急磋商后，当即决定，另调右神策将军王茂元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崔珙改任徐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使，同时以刑部尚书的任命召还高踽（《旧唐书》卷一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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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官场上，有人精于‘不做事没事’和‘做事会出事’的为官之道；也精于‘不说好，说不好
，不好说’的为官之道，世故圆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　　所谓官场，就是官吏群体的活动范围。
　　要想在这片起伏无定的场域中趋福避祸，化险为夷，走出一条锦绣前程，必须开窍。
　　其实坦平就掩映在坎坷背后，通途正穿梭在荆棘丛中；　　看似壁垒森严的规章则例之间，处处
缝隙，隐伏着无数变化莫测的关窍玄机、旁门暗道。
　　《官场那些道儿：观照千年兴衰规律》中的这些道儿，正是每一具跻身官场者亟盼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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