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权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暗权力》

13位ISBN编号：9787229027926

10位ISBN编号：7229027926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刘诚龙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暗权力》

前言

　　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　　肖仁福　　我这人向来不思进取，人家考学考证，考处考厅，我都
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至今学不入流，官不上品。有失必有得，不考这考那，不必读
考试书，为考试经济做贡献，也就爱读什么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康德说自由不是你想
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读书不应作茧自缚，不想读什么就不读这什么，这
才是自由阅读。这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阅读，总是享受的，快乐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吾已届天命，
还眼不花，耳不聋，鼻不斜，嘴不歪，还有勉强活下去的勇气，主要得益于两乐：一是写作之乐，二
是阅读之乐，我名之曰耕读之乐。　　我就是在这阅读之乐中认识刘诚龙先生的。刘诚龙以杂文随笔
见长，随手翻阅各类畅销书报，一不小心就能碰到他的大名。其实开始也不怎么在意刘诚龙三个字，
杂文随笔作者队伍比较庞大，报刊用稿量不小，读这类作品主要是冲着感兴趣的话题去的，至于作者
是谁一般不会在乎。渐渐才发觉，每每读到对味的随笔杂文，作者竟然常常是刘诚龙，才不得不关注
起这个名字来，以后翻开报纸或刊物，只要有他的作品，必是首读。越读越喜欢，又忍不住推荐给周
边朋友，美文共欣赏。朋友这才告知，刘诚龙就是咱们湖南邵阳人。我又惊又喜，立即联系上刘诚龙
，从此成为文友。还将他招安到邵阳市作协，做了编外副主席，虽然他不如宋江乖巧，没托李师师找
过我的门子。当然也怪不得诚龙，我与李师师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诚龙当过多年教师，后混入机
关做刀笔吏，还做出点名堂，弄了个一官半职。却又觉得老给领导代笔，所写文字连自己的名字都署
不上，不怎么心甘，也就想着名以文扬，让自己的芳名与文章一起在报刊上露一露。于是恳求组织，
退出油水部门，到一个闲处，任一个闲职，干一个闲差，天天写些闲文，聊以自慰，同时也送到各地
报刊上换些碎银，以补家用。官场生活的历练，给了诚龙体察人生的独特角度，其文字也就不由自主
指向官场，包括现代官场和古代官场。其中尤以针砭古代官场，以古讽今的篇什最见功力，令人不忍
释卷。　　中国官场历来最让人牵肠挂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官场是种种资源的集散地，老百姓活
不活得下去，有无可能活得稍像样点，官场最是攸关。君不见官场这只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
，就可能波翻浪涌，引发强烈飓风和海啸，波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有人说大家喜欢看与官场
有关的作品，是因为都有窥视之欲，想偷看官场内幕，我并不这么认为，与其说大家关注官场，不如
说关注的是自己。官场如果黑主高悬霸王鞭，每一鞭子下去，都有可能抽在每个人身上，一鞭就有一
痕；官场如菩萨轻洒杨柳枝，每一滴甘露洒下来，都可能落在每个人心头，一滴就是一福。既然官场
一举一动，与民众福祉如此息息相关，谁能不关注，谁能不关心？诚龙透过历史烟尘，检阅古今庙堂
里的形形色色，下笔如有神，所写作品颇受编辑和读者青睐，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欣赏诚龙先生
文章，还因为特别喜欢他的文风。他不装腔作势，把简单的事理说得云里雾里，故弄玄虚，卖弄聪明
。文笔老辣干练，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能做到微言大义，颇有嚼味。随笔杂文作者往往容易犯低级
错误，就是好为人师，板着面孔教育人，把文字弄得一本正经，结果不忍卒读。诚龙先生反其道而行
之，笔调轻松，行文洒脱，幽默风趣，好玩可乐，读过还想读。我以读书为乐，不好玩不可乐，读不
下去的东西，绝不会为难自己，硬着头皮接受教育。党和人民教育我多年，还要我受作者教育，没这
个耐心。　　我喜欢诚龙作品，也就希望更多人能够读得到，于是联系出版社的朋友，看能否结集出
版。朋友说随笔杂文集不好销，一般不会考虑出版，不过人家求到你肖老师门下，你面子这么大，我
们会认真看稿的。我说不是我面子大，刘诚龙也没求过我，是我喜欢他的作品，估计你们也会喜欢，
才做了义务组稿员，又不拿你们的组稿费，你们喜欢不上，不出版就是。结果书稿到了编辑手里，他
们比我更欣赏刘文，立即拍板出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暗权力》。　　我老人家喜欢的作品，出版社
也喜欢，且给予出版，我非常高兴，说明我还有些欣赏水平，不仅写得了叫做小说的东西，还做得鉴
赏家。忙放下自己的小说写作，愉快地作了这篇文字。权当序言，请读者朋友明鉴，如果刘诚龙的作
品读不下去，是我做了不负责任的虚假广告，只管上法院告我，我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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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

内容概要

《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内容简介：在《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
著作中，作者用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案例，剖析
一个一个具有官场代表性的人物。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各种政治上和官场上的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
史表象，揭示出中国封建制度下政治的真相以及官场的文化。这样的官场文化至今还对我们今天的社
会产生着影响。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文化才能最后消亡。
《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由几十篇独立的文章集结而成，说的都是历史上的“官事儿”，对于
做官的定义、特征，在这种文化下皇帝、官员、百姓的不同处境和行为，以及这种文化盛行的土壤，
各种人的心态均有绝妙的论述，在让读者津津有味品读案例故事的同时，进行一番有益的思考。对于
今天那些做官从政的人来说，也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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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诚龙，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市双清区政协副主席兼科协主席。做过
官，为文数十载，他言辞凌厉，生活中却是一个敦厚的人，留一个接近秃头的发型，衣着打扮非常随
意，任谁都想不到他就是那个文字中嬉笑怒骂的刘诚龙，多半要当他是个街头使横的二大爷。至今已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和《百家讲坛》、《散文》、美国
《侨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280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随笔1800多
篇，300余篇作品曾被《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杂文选刊》、《青年博览》等100
多家文摘报刊转载，120余篇作品入选教育部编辑的《中学生课外读本》等。出版散文杂文集《腊月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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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
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
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
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
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
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
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
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
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
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
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
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
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
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
”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
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
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
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
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
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
，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
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
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
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
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
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
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
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
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
，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
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
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
“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
，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
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
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
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
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
，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
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
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无雅只有贿　　晚清
的端方根正苗红，是满洲正白旗人，得益于出身好、血统纯，其位爬得高，升得快，由工部主事官至
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再任南北洋大臣。这个人从政简历无甚可奇，官里为官，学里为学，没啥稀
奇的。可奇的是他还是个学者型领导，在官界他是学者，在学界他是官人，人物辞典里称他：“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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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

石学，收藏甚富，有《陶斋金石记》。”　　端方收藏确实甚富，有佳话流传：他那京城里的侯门深
院，墙头四壁都竖满了奇石异碑，有唐石，有汉碑，清朝的文物可能有一小半堆在他家里头了。“入
其中者，阴森欲绝”。其中有宋代一块巨石，立于中庭，“黝黑，高与檐齐，颇类屏风”。有位太史
曾经造访，献言说，“不揣谫陋，愿留一额”。端方以为这位太史准备来拍马屁了，“甚喜”，马上
准备纸笔叫太史题词，太史说了，可以题四字“邱墓之间”。　　家里藏着那么多的汉碑唐石，其实
是满屋子的检举信。赝品也好，真品也好，这么多的石头都是烧钱的货，靠工资单上那几个钱，哪能
把如许金石搬到家来？但端方把这些东西搬到家来了，不但没成为检举信，反而成了他的贴金箔，时
人与后人给他送了一顶学者的帽子、儒雅的领带，虽然胸脯以下是满身的铜臭，而其大头像确是蛮像
样的了。不仅他自己“好滑稽，自称名士”，他人也称其是什么什么家了。　　雅官与俗官，有甚区
别？区别是有的。望文生义，一雅一俗嘛，字面区别之下面，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别，那就是受贿的方
式大不同，受贿时刻的脸色大不同。向俗官行贿，干脆得很，一手掏钱，一手交钱，则贸易成功；向
雅官行贿，可不能这么实打实、现对现。人家很讲清誉的，他那里是有牌坊的，“你这是干什么？你
把我当什么人？”含愠带怒，让你显得无比低下，从而把他衬托得无比高尚。端方对走夜路到他家的
人，就特别喜欢来这一句，算是口头禅。端方初任江苏巡抚，来拜码头的，如鱼贯如虾列，如蚂蚁搬
家成线，如老鼠出洞成排。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领导初到一地，谁不想在领导面前争取到第一排露
脸，争取当第一个心腹？可是初到端方家来行贿者，一开始被他那满堂正气镇住了：“你给我行贿来
了是不是？那好，全部给我送纪检会去。”端方那时的纪检会是公堂，所以他把所有贿物一并给收了
，全部送到公堂里，“凡属吏入谒时，欲市官声，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留用”。　　这真
把人给镇住了，把礼品礼物都摆放在公堂里，行贿者不尴尬死了？一传十，十传百，清官之声誉日炽
。以后的人呢，往他家里“汇报工作”都不带东西了，可是很多人发现，只带一副空脚板与一张空嘴
巴到端方家去的情形更难堪，“凡不纳包苴者，对之有怒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往别人家
里去，第一桩事情是看主人的脸色，主人看你进门就满脸怒气，好受么？那些带包苴入屋者，虽然挨
骂，挨的是“你这个小鬼啊”似的骂，骂里头全是爱怜；包苴被送到公堂（这包苴只是祭神的牺牲，
祭了之后全可由祭者受用了的）也很难堪，但通过你的受辱给领导长了脸，也算是物质与精神双行贿
了。没带包苴者挨骂，那可不是似嗔模样了，是发真脾气了。从箱里拿贿款难，向领导去行贿更难，
向端方这种学者型兼儒雅型的领导行贿难上加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官吏都是人精，都非常聪明
的，想出个好法子，“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带两份礼品去，一份扁瘪瘪的，去给领导长脸色，
由端方送到公堂里去；一份胀鼓鼓的，去给领导充宦囊。　　给这些雅官行贿，比给俗官行贿得多转
一道弯，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票子，而且得有脑子，这是就行贿的方式而言的。其实，在行贿的内容上
，也与俗官不同，给俗官行贿非常简单省事，一个红包搞定。给雅官呢？不同了，要送书法，要送陶
罐，要送唐砖汉瓦，要送《清明上河图》⋯⋯端方是金石学家，所以要多送金石之类的古董。《清朝
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云：“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
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攫取赃物也。”端方看到下属家有存
物，就要“借去一览”，那借是什么借呢？老虎借猪。端方接见下面来汇报工作的官吏，末了，总要
问一句，你那有甚好文物否？带我去欣赏欣赏？下属欣然会意；碰到那些来批办项目的老板，他总要
带老板来参观他的博物馆，让这些人精们心领神会⋯⋯　　你以为端方真的懂什么金石么？“其实，
端于此道盲人瞎马，唯二三幕宾之言而听”，这些幕宾懂么？“而幕友中如沈幼彦、王孝禹辈亦非于
此中三昧”。所以端方家里所垂挂的书画、所堆放的金石，“砂石并下，赝鼎鱼目”，书画品虽多，
“端知慕名而已，而某家如何落笔，成何派头⋯⋯均属茫然”。　　官家啥都不懂，却要装出一副行
家的模样，而且要著书立说，所为者何？机关在这里，“又于藩署旁开一古玩店，中所列皆端家私物
。某价若干，标明物上”。这样呢，买者豪气冲天，一分价也不还，买下，送往端家。然后，端家又
把这文物放到古玩店里去再由人买。再放再买，再买再放，循环往复，无限循环。这种买卖，要甚文
物？石头就可以了。　　端方常对人说其谋贿避罪之道，“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罪而
加罪于我”。夫子自道，一语破了机关。时人做了一副嵌名联，戳穿了这位学者型领导行为既不端人
品更不方的真面目，上联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下联是：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
多乎。　　越挨骂越快乐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有个绅士叫四大人，有权有势，只是轻易
不与人搭话，人人都以与绅士说话为莫大之荣耀。某日，有个小瘪三兴高采烈地来到人群里，眉飞色
舞地说：“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有人就问：“四大人跟你说什么？”
这个小瘪三说：“这天我站在他家门口，四大人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　　我原先一直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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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先生的杜撰，现在才知道，先生撰文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就这故事吧，其蓝本就隔今不
远，离先生更近，其大人也确实是大人，而且是个很大很大的人，只是小瘪三却不是个小瘪三，最少
也是个“师以上干部”。　　这“四大人”，不是别人，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李中堂。这“
小瘪三”呢，很可惜，史上没给他留下姓名，只说他是“武人”，级别不低，是“督粤”的将领，应
该最少是个省级军区司令吧，姑且称之为小瘪三司令。这小瘪三当官到了地方司令这一级，自然想往
上爬，准备爬到“中军”位置上去，但是他与直接分管他的领导很不和，经常闹别扭。与领导关系不
好，还想升官？旁边的人对这小瘪三司令很不看好，“或言君欲中军而与藩司不洽，似不可”。你想
升官却与领导闹得很僵，恐怕不行吧。可是这小瘪三司令却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是无虑，前日
中堂，已骂我滚矣。”这个小瘪三，可能是“前日”到李鸿章李大人那里跑了官，他有十二分的把握
证明他升迁有望，证据何在？把握何凭？其据其凭非他，就是李鸿章骂了他一句话：“滚。”　　果
真是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见外？　　也许是真的吧，与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若是一直对你恭
恭敬敬，称呼都是称“您”的话，那么你的恋爱就没戏了；若是他给你擂了个粉拳，骂了一句“你这
个坏蛋”，那也许就“此事谐矣”。　　官场也是这样的“撒娇场”？　　如果是个女下级对男上司
，那也许官场就是“撒娇场”。但是，一般而言，官场的性别关系是男女组合的少，男男组合的多，
男男之间有什么娇可撒？与其说官场是个“撒娇场”，莫如说是个“撒气场”。人当官了，就有脾气
了，级别越长脾气越大。这么多脾气压在心里，往哪里撒？总不能乱撒一气吧？谁给他当撒气筒，他
就肯定喜欢谁，比如一只马桶，你不是马桶，他要亲近你，最少会隔一层布，你当了马桶，他就对你
亲密无间、无遮无拦了。你获得了上司向你“排泄”的资格，自然也就获得了与上司亲近的资格。　
　所以说，获得了给领导当出气筒的资格，那是一种机遇；获得了给领导当马桶的机会，那是一种大
运。领导对你恭而敬之，你想升官？做梦去吧；领导经常骂你，骂儿子一样地骂，那就恭喜你，他把
你当自己人啦，当他的儿子了！　　据说在清朝，汉人当官，皇上是不能称之为“奴才”的，一旦称
你为奴才，那就意味着把你当身边人看待了。所以一般人也是不能自称奴才的，这让当时的大官小吏
痛苦无比，想当奴才而不得，那多惨？清末刚刚废除下跪礼，引起了太监们的惊慌，个个嘟囔道：“
如果不用再下跪，那膝盖长着还有什么用？”在已经“当稳了的奴隶”那里，膝盖生来是为了跪的，
耳朵生来是为了被拧的，脸蛋生来是为了被抽的，额头生来是为了叩地板的，屁股生来是为了挨棍子
的⋯⋯末代皇帝溥仪，曾经把那些太监放出宫，还他们一个自由身。想来是个“大善举”，却不料让
太监们如丧考妣，个个号啕大哭，人人抱着“皇帝”的大腿表忠心：“奴才愿意天天给皇上端茶端尿
啊。”据说，这些抱皇上大腿的太监，最后被“枪杆子”顶着他们的后脑壳逼着离开了皇宫。　　北
洋军阀的老牌将领王怀庆，他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先把这人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一顿
拳脚，大刑伺候，骂他一个狗血淋头，骂得越凶，升得越高。所以呢，那个小瘪三司令被李鸿章大骂
了一声“滚”，他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么？　　所以，在官场里，若是有上司骂你，那么你的运气就
来啦，福气也来啦，你就可以当奴才啦。骂你越重，你当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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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诚龙先生多年“潜伏”官场，算得上一位文学“特工”，或者说是一位官场“深喉”，他藏于
历史的隧道里，一双冷眼，窥视权力的暗处，自然有不一样的眼光与视角。　　——著名作家　王跃
文　　刘诚龙的文章充满智慧的趣味，即便是极枯燥的话题、极常见的场景、极生僻的史料，也可以
让他说得津津有味、情趣盎然，让人在大快朵颐之中深受启迪。　　——著名作家　浮石　　我欣赏
诚龙先生文章，还因为特别喜欢他的文风。他不装腔作势，把简单的事理说得云里雾里，故弄玄虚，
卖弄聪明。文笔老辣干练，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能做到微言大义，颇有嚼味。　　——著名作家　
肖仁福　　刘诚龙先生论说“暗权力”之类中国古今官场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把戏，正是为了
让中华民族的航船能避开暗礁和旋涡，顺利驶入现代世界文明的大江大海。　　——南方报业高级编
辑、著名杂文家　鄢烈山　　刘诚龙的文字有种少见的沉静，沉得住气，冷静而有洞见。但与此同时
，他又是血性的，阳刚的，充满力量的。读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激励，也每叹“作文当如刘诚龙”！
毫不夸张地说，相比于市面上那些流行的“快餐文化”和“明星作家”，刘诚龙正如沙砾中的黄金，
他的价值必将被时间证实。　　——著名青年杂文家、批评家　魏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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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直面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背后的真相，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官事儿！前有吴思的《潜规则》，后有
刘诚龙的《暗权力》！　　王跃文、肖仁福、浮石、魏剑美、鄢烈山等著名作家、杂评家联袂推荐。
　　肖仁福亲自为本书作序。　　《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是一本和吴思的经典名作《潜规
则》相类似，也完全能相媲美的历史杂文性书籍，以历史为背景，说的都是为官从政的那些事儿。思
想独到，说理深刻，文风幽默，是一本难得一遇的好书。　　《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是一
本真正能与《潜规则》交相辉映的好书。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真情推荐，著名作家肖仁福不吝赞美
，为本书作序。文字幽默、以古写今，为今天官场、社会中人在仕途上、事业中可资借鉴的一本思想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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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了解到很多历史故事，值得一看
2、微云
3、挺有趣的，比较喜欢这类书
4、权力不能私有 权力不能没有监督 否者人类灾难不断重演
5、不错，有点像潜规则
6、个人觉得什么都好，就是内容不好，远远不如明朝那些事儿。
7、朋友推荐的，超喜欢的，很不错
8、非常出色的历史杂文集，题目其实与内容并不完全相符，该书并不是吴思那种成体系的理论著作
，而是80来篇散漫的史评文章，但非常有见地有思想，精彩妙语比比皆是！活用当今官腔套话极为精
妙，令人捧腹！作者肯定是老机关老江湖了，深不可测啊，好书！
9、未看，但书的质量不错
10、在此状态下，您的订单预计1个小时内完成审核。
 
在此状态下，您可以对订单做如下操作
11、买了还没看，被同事抢去了
12、亦庄亦谐古代官场政治斗争
13、有趣，受益匪浅。
14、官场小揭秘，但深度稍显不够。实用手册。
15、偶尔几篇借古讽今我可以接受，每篇都夹带私活上纲上线就真心hold不住
16、正要读
17、寻些历史故事也挺意思的。
18、还没看，少人推荐，希望没买错。
19、这本书和潜规则的最大不同时，后者提炼出自己对官场的一个系统观点，而前者是用对一些点评
论来说明官场的百态。总体来看，有些观点比较深刻、也有见解。但仍显不透，有些见解没说到本质
处，缺少击节之叹。官场是由一个个官构成的，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最终表现出的都是最本质的
人性，剥开伪装，历史就是人性真实的表达。官员们通过各种规则、行为、言语来进行利益的表达，
但与普罗大众最大的不同，他们的表达一定要经过修饰和伪装，但残酷之处，一点也不弱于罗马斗兽
场的生死血腥。
20、第一印象不错，还没看。
21、看了几个月，都是零碎时间，看过后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22、黑暗的事太多。
23、本书不错,写得很好
24、历史不光是让人看的，也是让人思索的，这本书把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进行了直接的剖析，看完以
后真的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25、书买了，亲人很开心，很满意，好评、
26、杂文评历史
27、好书，一本历史政治杂文集，以诙谐嘲讽的语气、今人时代的语言叙述对多个朝代历史事件人物
的见地，颇具深度，观点鲜明独特，发人深省，读起来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作者有相当的历史
积累，一定是饱读史书，且人生阅历丰厚，文笔老道精炼。非常值得一读。 
28、老吏多识，诚不我欺
29、每个章节不长~而且比较精辟·
30、刷三观
31、杂文随笔  有趣但不深入
32、是随笔合集。如果结合时政来看会更好。现在看已经没有了时间效应。
33、读过无数官场的书里，这本算很透彻很犀利很直面的了。仅说的是古代的事么？否！太多事就仿
佛发生在我们身边，很真切。
34、很不错的书，印刷精美，手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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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作者写的比较细致，反映了一些内容
36、看完之后沉思一下，感觉还真是这么回事。
37、一本读来使人辛酸的发笑的历史书，一本结合了现实的史书，作者的文笔之辛辣，对世情之感悟
，无不让我们不得不掩卷沉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留给我们独有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多的是人民的苦难，统治阶级的群魔乱
舞，换个视角看我们曾经眼中的清官，明主到底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窥见一斑
。
38、凭什么分数这么低啊，这书写的不错啊！
39、本书是一本和吴思的经典名作《潜规则》相类似，也完全能相媲美的历史杂文性书籍，以历史为
背景，说的都是为官从政的那些事儿。思想独到，说理深刻，文风幽默，是一本难得一遇的好书。
本书是一本真正能与《潜规则》交相辉映的好书。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真情推荐，著名作家肖仁福
不吝赞美，为本书作序。文字幽默、以古写今，为今天官场、社会中人在仕途上、事业中可资借鉴的
一本思想佳作。
40、好书一本，值得一读。
41、普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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