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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

内容概要

《官场现形记》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联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史、省
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可以
说为近代中国腐朽丑陋的官场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书中一些章节如制台见洋人等，把人物心理刻
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读来令人捧腹。

Page 2



《官场现形记》

书籍目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勖后进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第七回 宴洋官中丞娴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屉妓女轻生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勖孝子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赀纨挎得高官 吝小费貂珰发妙谑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诩多才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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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纡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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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

精彩短评

1、2015-06-17-21:59 历史那么长，人性那么少。几百年了，什么都没变。
2、一百年过去了，人不同了，服饰不同了，社会工具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不同了，然而，这一切的
本质还是一摸一样，不曾有过丝毫的改变
3、没有主角，没有主线，用一个“贪”字串起全篇，铺开了一张官场人情交际的大网。最终回中甄
阁学兄长的梦，将官场中的芸芸众生妙喻为山林里的种种野兽，契合了“现形”的主题。“我在这树
林子里看了半天，我心上想‘我如今同这一班畜生在一块，终究不是个事。’又想跳出树林子去，无
奈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
4、快看完了
5、受益良多！
6、今年三月在图书馆借过 看了三回 只恨自己文言水平烂如屎
7、形形色色，力透纸背！
8、确实是好书，前后总共读了一个多月，断断续续的但是读完了。点评想写，但是这本书毕竟信息
量太大，写来写去无非就是官场如何黑暗之类的。还是就整理一下我写过的那些笔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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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

精彩书评

1、官场是什么？官场就是做官人的场子。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桥段，八王爷嫌弃刘墉走路
姿势像猴子，没有做官人家的样子，于是亲自教刘墉走官步。可见，走官步是官场中人的生活方式，
代表做官人的体面的除了官步还有很多。然而现实中像刘墉那样不太讲究体面的官场另类估计不会有
。要知道，清代选材不仅仅靠八股文章，还需要一表人才，按照清代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
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
、相貌，而电视剧里的刘墉是个罗锅子，按照当时的规矩恐怕连官都没得做。《老残游记》讲“清官
害民”，什么是清官，按照老百姓的朴素想法，但凡不要钱的官，就能称为清官，收钱的是赃官。这
样不要钱的父母官不多见，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就是“青天大老爷”。老残讲的清官害民，实质上是不
要钱的酷吏和庸官害民，他们饱读圣人书，以贪赃受贿为耻，他们不贪钱但是贪名，手段毒辣残忍至
极，为了博取名声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以求进身之阶，是彻彻底底的酷吏。现今酷吏少了，赃官和庸
官多了。晚清是个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时代，但彼时官场能人辈出，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曾
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等或文或武，都有挽大厦将頽之力，这些人无疑属于官场里的精英阶层。近
来看曾国藩的文章，他在发迹之前，深受官场陋习、积弊所害，种种抱负难以施展。当年他作为一六
品京官，实实在在是无名小吏，回乡招募兵勇抗击长毛，受尽了排挤、拆台甚至诽谤、诋毁，要装备
无装备要军饷无军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彼时官场黑暗恶劣程度，甚于小说家言。然而曾国藩的伟
大之处，就在于他的自律精神，能够在困厄之中始终坚守底线，有信仰，有坚持，有抱负，有目标，
不随波逐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古往今来，强者恒强！这是不变的真理。一个人身处低位卑
微、籍籍无名之时，强大表现在内心，自律！坚强！执着！这是强者的特质！《官场现形记》抨击的
是晚晴官场丑态，时至今日丑态依然，除了衣服语言变了，官场还是那个官场，手段还是那些手段，
人，还是那些人！这书，不适合太年轻的朋友看。看过之后，他们会对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以此书为
教材，说什么教会了我为人处世，其实那是害了你！就小说本身而言，一般。内容题材很好，很经典
，但小说最难处理的是结构！本书平铺直叙，波澜不惊，中间部分略有拖泥带水之感，结构感不强。
好在作为讽刺小说，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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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

章节试读

1、《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134页

        胡统领的兵丁打着打土匪的旗号滥杀无辜！而统领大人竟在时候庆祝胜利，发电报说自己取得了
打土匪的胜利！

2、《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605页

        狗官！为了不得罪洋人，竟然连回子说在教也当在洋教。而且对伊斯兰教一点都没反应过来啊，
还带着猪头去祭，找打么不是！

3、《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324页

        冒得官简直没羞没臊啊！为了一官一钱，能听从二房的摆布，把自己亲女儿哄骗威胁着给人羊统
领做小老婆去~真是有两下子~

4、《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500页

        回王爷话：所谓戒烟者，原戒的是洋药，本不是戒的本土。但看各关报销册，洋药进口税一年有
多少⋯⋯说戒洋烟，然后强调一下以后抽本土的，那不还是鸦片呢么？

5、《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370页

        磕头道台，意思就是只捐了个头衔几十年，却从未当差的道台

6、《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410页

        哦哈哈哈哈哈，竟然让十二姨太替自己做主，把该委给胡某的官给了唐二乱子了哈哈哈哈哈！

7、《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266页

        掮客黄胖姑利用贾大少爷求官心切，表面上给他提供各种引荐，各种手段，实际上少则几千，多
则两三万的一笔一笔地从他身上抠钱，完了虽然能见几个军机，但也就是能稀里糊涂说上几句话而已
。现在又要再凑十万了，还要借贷，等着吧，贾大少爷，完蛋了！让你冒充周中堂写信，骗官又到北
京求官！

8、《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119页

        从杭州到严州，不过只有两天多路，倒被这些“江山船”、“茭白船”，一走走了五六天还没有
到。虽说是水浅沙涨，行走烦难，究竟这两程还有潮水，无论如何，总不会耽搁至如许之久。其中恰
有一个缘故：只因这几只船上的“招牌主”，一个个都抓住了好户头，多在路上走一天，多摆台把酒
，他们就多寻两个钱；倘若早到地头一天，少在船上住一夜，他们就少赚两个钱。前线军情十万火急
的时候，胡统帅坐着高级游船“火速赶往前线”。当然走不快。
特别到了后来，如何谎报军情，如何逼死妓女，真的很呵呵！

9、《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597页

        糟了！一定是把外国人打死了！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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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起！奴才啊！

10、《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438页

        我今日头一天接任，看见这个身穿重孝的人，未免大不吉利。如今把他打得见血，也可以除除晦
气了。所以这位青天大老爷来这儿上任就不是来办事儿的。来个告状的因为破了晦气就先打一通。

11、《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45页

        原来这王梦梅的为人最恶不过的。他从接印之后，便事事有心退让，任凭他二人胡作非为，等到
有一天闹出事情来，便翻转面孔，把他二人重重的一办，或是递解回籍，永免后患。不但干没了他二
人的钱文，并且得了好名声，岂不一举两得。
这段确实太精彩了，这是第43页。而且后文他竟然愿望落空了，被人倒打一耙，钱根本收不着。至于
前文藩台和三荷包两兄弟的争斗，真是呵呵！

12、《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75页

        整个第八回，或者说从第七回下半段开始，就看这陶子尧如何先是信口开河，不懂技术还不懂装
懂地整着藩台派他去上海考察买机器，又如何先是打官腔守着那点儿节操，然后一步步被新嫂嫂甜言
蜜语哄着花公家的钱，到最后带的那点儿钱都要亏空了再被人“绑架”着不知道如何是好，笑着笑着
，又感到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一定要从一开头就防微杜渐，可是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又很难
。

13、《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21页

        胡理先骗徐都老爷说给钱典史写介绍信就可以得50两，老先生见钱眼开就写了，还早早等着。最
后他只给25两不说，回头见钱典史还说花了100两。用现在的话叫这类人就是“掮客”。当然钱典史也
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是骗赵温的。倒是后来钱典史见黄知府那段也很耐人寻味。

14、《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175页

        周老爷中了戴大理的计，跟胡统领闹，见胡统领吝啬不肯出钱给他，便决定买写手到京城参他。
且不说前文那三万的事到底有没有，就单说中间那个滑头的单太爷，五百两银子也要跟周老爷翻个番
得要，要不来一千两只能要五百两，就只给人家魏竹冈三百，硬是要赚这点破钱。大事贪，小事贪。
正事贪，歪门邪道的事也贪。只要有能贪的就贪。

15、《官场现形记》的笔记-第607页

        莫说你们做百姓的用不着愁，就是我们做官的也无需虑得⋯⋯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
毫不相干。所以看得出来的是，旧中国时期确实抱有对列强瓜分毫不在意的心态，亡国奴就亡国奴，
还乐得跟外国人做生意弄俩钱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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