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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国自从司马光作了《资治通鉴》，在后世读史者的心目中，记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史为鉴。
不过那时的读史者主要是历代统治者，他们读史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江山社稷。
正因为如此，古时史书多为政治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日益深化且科学化了，于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又有了经济史
、文学史、科技史、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各种专门史。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如果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
在各种史学研究的题目之外，能挖掘和提炼出一部反腐倡廉的史鉴，无疑具有理论探索和实践借鉴的
双重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千年的政坛历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百姓盼清官、求明君、讨公道的
历史，是一部廉者揭露腐败、抵制腐败、惩治腐败的历史，是一部智士寻求吏治之道、强化吏治之举
的历史。
这部历史源远流长，既包含了民众的苦痛与企盼，又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心血和智慧。
　　浩瀚的历史长卷，涌现出无数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恤民疾苦、予民福祉的清官廉吏，如“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只饮江南一杯水”的张伯行，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的包
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等等，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后世为官者的典范。
　　然而，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会不断地衍生出贪官污吏、昏君庸主。
他们置国脉民命于不顾，以权谋私、奢侈淫乐，不惜敲骨吸髓、巧取豪夺。
由此而导致人亡政息乃至朝代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秦二世腐化亡国亡身、刘瑾贪婪不得善终、桑
哥聚敛激起民变，等等。
这些人最终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为避免覆亡的悲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通过不同形式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可靠记载的封建法典，以后的《唐律》、
《大清律》，都有对贪污受贿行为的严厉处罚规定。
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惩治起腐败来也毫不手软，如明洪武皇帝朱元璋规定，地方官员贪污钱财六十两
以上的，斩首示众不算，还得剥皮实草，使为官者触目而惊心，不敢贸然触及“高压线”。
这种惩治腐败的措施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杀戮贪官如麻，朱元璋晚年还是感叹贪官层出不穷，正所谓“管钱粮的盗窃钱粮，管刑罚的身受
刑罚”。
　　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虽然在防止官吏腐败上采取了不少办法，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
限，大多收效甚微。
尽管如此，贯穿其中的一些廉政思想、廉政文化，对当代的廉政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
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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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施政篇、典范篇、廉耻篇、机制篇、法规篇、言论篇、肃贪篇、教训篇、民情篇。
其中详细介绍了尧、舜、禹施政、周公姬旦施政、两全之策，安置殷民、东征平叛、明德慎刑，民情
为重、推行宗法等级制度、严格吏治，强化专制、秦始皇施政、专制集权的帝制机构、规范整齐的统
一制度、严刑峻法的舆论控制、劳损民力的大兴土木、汉高祖刘邦施政、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重
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汉文、景二帝施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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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施政篇　尧、舜、禹施政　周公姬旦施政　　两全之策，安置殷民　　东征平叛　　明德慎刑，民情
为重　　推行宗法等级制度　　严格吏治，强化专制　秦始皇施政　　专制集权的帝制机构　　规范
整齐的统一制度　　严刑峻法的舆论控制　　劳损民力的大兴土木　汉高祖刘邦施政　　郡国并行的
行政体制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制　汉文、景二帝施政　　重农为本　　减
轻刑律，安抚众生　　削藩封侯，弱化地方势力　汉武帝刘彻施政　　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策略　　
加强财经控制的措施　　提倡仁政，薄赋省役，以宽民力　汉光武帝刘秀施政　　退功臣而进文吏　
　集权中央，加强监察　　解放奴婢，发展生产　晋武帝司马炎施政　　统一全国，结束混乱　　“
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洛阳纸贵”与文化政策　魏孝文帝拓跋宏施政　　改革吏治，实行“两制
”　　推行汉化，民族共融　　举贤任能，倡导文化　北周武帝字文邕施政　　智诛险臣，独掌权柄
　　修富民之政　　务强兵之术　隋文帝杨坚施政　　政治制度的改革　　经济制度的改革　隋炀帝
杨广施政　　大兴土木，奴役民力　　重用奸佞，残害忠良　　三征辽东，灭国丧身　⋯⋯典范篇廉
耻篇机制篇法规篇言论篇肃贪篇教训篇民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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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统治者的施政纲领即任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直接决定其廉政程度。
任期目标太高，脱离实际，超越民力，超越时代生产力的局限，必定导致其行暴政、苛政，苛赋于民
、苛剥于民。
秦始皇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施政时筑长城、修阿房宫、骊山墓，求长生药、不老术，最后弄得民不聊
生，民怨沸腾。
而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其施政纲领往往比较切合实际，合付民力。
如刘邦采取“兵皆罢归家，复故爵田宅”，以恢复民力；文、景二帝“籍田贵粟劝农”，致力发展农
业生产；李世民“安人理国，生存百姓”；朱元璋以“严”治官，以“宽”理民；清圣祖（康熙）玄
烨察吏安民，恩威并施。
　　统治者的施政取向更是直接决定其廉政或腐败。
持“当官为民”的施政取向的，就会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恤民疾苦，珍惜民力，造福于民。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受其阶级属性的局限很难做到这一点。
持“当官为己”的施政取向的，必然导致其政治的腐败。
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也倡导廉政，强调以民为本，但只是其牧民的策略与手段，其最终
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确保自己的江山，以更好地奴役百姓而已。
此外，统治者个人的施政风格，即其个人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和驾驭能力，也直接影响廉政的成效
。
历史上多数帝王都是希望廉政，或都采取了措施来确保官吏廉洁的。
但由于个人的施政风格不同，其廉政的成效也就迥异：汉光武帝刘秀退功臣进文吏，偃干戈修文德，
吏治清明；汉哀帝刘欣虽欲整肃吏治，力除弊政，终因养尊处优，依宠权奸，而政权落入私门，腐败
愈演愈烈。
唐太宗李世民节俭谦逊，慎始慎终，官不敢为非；武则天虽然严刑酷法，威慑群臣，而腐败屡禁不止
：明太祖朱元璋“身先节俭，以训于下”，官吏竞相效仿；明神宗朱翊钧怠于政事，不省奏章，终致
阉宦之祸。
　　清康熙帝玄烨则是整肃吏治与严办贪官两手交替并用。
一方面微服私访，对地方官吏详加考察，以识察来整肃吏风；另一方面则对贪官严刑峻法，绝不手软
。
如严令凡督、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彼此馈送营求者”，一经查实，即将行贿及受贿经手者两
家家人“俱正法”。
其惩贪手段不可谓之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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