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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前言

　　读书之人，多半先看作者，再看出版社，再看内容。我认识作者，就从作者说起罢。　　初次认
识张程，是在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课堂上。讲到天子九鼎，我说这个鼎嘛，本来是用来煮肉的，
是烹饪器，它一般为圆腹，立耳，三足。方形四足的少见。鼎耳可以穿杠或搭钩。我们老家的人把鼎
叫“鼎罐”，在火盆上面架起炖⋯⋯正在摇头晃脑讲述期间，有人举手了，咦？不同意啊？一个瘦瘦
的学生略带口吃地说道：老师，鼎是礼⋯⋯器！我说你等等，我慢慢讲来呀，后来鼎成为了一种礼器
。下得课来，我走到这位学生旁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程。你哪里人啊？我浙江会稽人，临海
的。　　这叫我记住了本书的作者，一个对历史考据有爱好的斯文的略带口吃的浙江临海人。　　思
考是源于一种敏感。真正的学问则出自对某一学科的敏感，或者对某一问题的敏感，而不取决于是否
科班出身。当爱好成为心之所系的时候，那就听从心灵的召唤吧。果然，张程即便是读了外交学的硕
士，仍然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其大部分作品皆出于心有所系。不到而立之年，那著作也快有半个身
子高了，令为师汗颜得很。　　后来，张程翻译了一个美国人1895年写的《中国人本色》，使我认识
到他的功力。一个研究生能够在读书期间翻译一部专著，是一种学术自觉和自律的表现。说真的，这
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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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一书共有历史故事32个。分别从官场、生活、人心、社会、悬案等五个方
面加以叙述分析，并沿袭历史研究中的怀疑精神，选取古代历史中的案件来透视部分历史原貌。书中
既讲了文字狱、普通官员的贫困、官场中衙役和下人的隐性权利。感叹仕途的艰辛与离奇；又写了名
妓从良、孝子杀人和小人物向上爬的现象，关注社会底层的艰难；还讨论了关于科举公正、司法腐败
、靠山政治和办公室政治等内容，展现古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种种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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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程，浙江临海人。年龄不到三十，其间二十载寒窗苦读，先后获得北大国际政治学学士和外交学硕
士学位；现居北京，忝身出版社编辑行列。书生模样，百无一用，平时写稿自娱之余卖文补贴家用。
有《中国人本色》《昙花王朝》《三国大外交》等图书在外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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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官场好风景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　　清朝晚期的一天，江西省广信
府玉山县县衙的稿案蒋福匆匆忙忙跑来找知县王梦梅。有一桩案件，王梦梅已经判决了，批驳了原告
的诉讼要求。蒋福得了原告的银子，一定要王梦梅重新捉拿被告，翻案重审。　　你一个我雇的、帮
我打杂处理文件稿子的跟班长随，公然跑过去要我翻案，如果我照你的话做了，颜面何存！王梦梅坚
决不肯。蒋福就和王梦梅在公堂之上吵闹起来。渐渐的，蒋福竟然占了上风，由吵变骂，骂得越来越
难听。王梦梅憋红了脸，还不了几句嘴，完全处于下风，可就是不同意重新收押被告。最后蒋福叽哩
咕噜的，撅着嘴骂了出去。　　蒋福他何许人也，竟然胆敢当众辱骂顶头上司知县？而王梦梅为什么
任凭他骂，也不强硬起来处理蒋福？　　这一切得从县衙的权力结构说起，从王梦梅得官伊始说起。
王梦梅原本在江西省厘局当官，要钱太狠了，弄得民怨沸腾，有无数商人来省上控。王梦梅上下打点
后被冠以“纵容司巡，任情需索”之名，拉出几个司巡小吏处理掉，仅仅“记大过三次，停委一年”
就将事情敷衍过去了。后来，江西来了个贪财的新布政使，王梦梅走了他的门路，花一万四千两银子
跑到玉山作了知县。官是恢复了，但这么一折腾将王梦梅给折腾空了。他不仅陪了之前贪污的所有钱
，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尤其是买官就借了九千两银子。其中三千是钱庄上的一个朋友借的，另外三千
两是问一个师爷借的，王梦梅答应上任后聘他管帐房。最后三千两就是蒋福借给王梦梅的，王梦梅答
应上任后聘蒋福在县衙负责文件。　　王梦梅的情况有点特殊，但在清代，官员借贷上任是普遍现象
。上下应酬打点都需要钱，多数官员，尤其是新官是拿出不这笔钱的。所以他们需要向钱庄和私人借
贷。私人看中他们的权力，纷纷解囊，可也负担了许多“利息”要求。最常见的就是借款人要求贷款
的官员聘请自己担任属员和部门小吏，领取优厚的聘金当作本息，同时还能处理政务时上下其手，捞
钱捞好处。蒋福和王梦梅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名义上，他们有主仆之分（这在古代是很严肃的关系
），暗中联系他们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　　所以，欠下巨债的王梦梅到任之后，他那一个帐房师爷
，一个稿案蒋福，“凡百事情总想挟制本官”。起初他们两个人在县衙里还有点呼应不灵，后来他们
二人理顺了关系以县令自居了。　　这次，王梦梅受了蒋福的窝囊气，咽不下去这口气，就写了一纸
谕单贴在公堂之上。谕单的内容无非是告诉大家本官一清如水，如果有幕友、官亲以及门稿、书役有
不安本分、招摇撞骗、索贿之举，一经查实，立即按例从重惩办，决不宽贷等等。　　蒋福看到谕单
后，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心中老大不高兴了：“他出这张谕帖，一来绝了我的路，二来借着这个清
正的名声，好来摆布我们。哼哼！有饭大家吃，无饭大家饿，我蒋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独吞，叫
我们一齐饿着，那却没有如此便宜！”蒋福想出了一个坏招，第二天公堂完事王梦梅推入后堂之后，
他把所有书役都召集起来宣布：“老爷让我叫大家回来。我们老爷为官清正，从来不多拿一个钱，而
且最体恤百姓了。老爷晓得地方上百姓苦，决定今年的钱粮完全照着制度来，不多收一分一厘。这件
事昨日已经定了，等到定好章程就贴出来公告。同时，你们这些书役除掉照例应得的工钱，不准在外
头多要一个钱。查了出来，无论是谁，一定重办！”　　蒋福是什么人？是被大家称作“二爷”的实
权人物。他的话书役们哪敢不当真。很快，蒋福的话就哄传了出去，闹得全城皆知。　　当时正好是
县里征收钱粮的时候。县里征收钱粮，从来不按照朝廷制度规定的来办，巧立名目，唯恐不能多征多
收。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家庭的奢华花费甚至是供养情人、吃花酒、行贿买官的钱都来自于此
。百姓苦于苛捐杂税，现在听说新来的县令今年决定严格“依法办事”豁除钱粮浮收，都兴高采烈地
等待正式的公告贴出来后，再去缴纳钱财。　　结果，一等三天，公告不曾出来。这三天里，县衙是
一分钱粮也没有收着。　　坐在县衙里的王梦梅很奇怪，怎么好端端的三天里头一个钱也见不到。一
听说，才知道这是蒋福做的好事。这一气非同小可，恨得王梦梅要立时坐堂，把蒋福打三千板子，好
好出一口气。众位师爷赶紧劝住王梦梅，齐说：“这事闹出来不好听。”王梦梅说：“被他这一闹，
我们还赚不赚钱了？”钱谷师爷说：“不如打发了他。我们并没有说豁免浮收的钱粮，蒋福的话不足
为凭。”　　王梦梅觉得有理，就叫侄子去开除蒋福，要他立刻卷铺盖滚蛋。那侄子问：“三千两银
子怎么说？”王梦梅说：“等查明白了他经手的文件没有弊病，才能给他。”　　侄子不敢多话，只
好出来同蒋福说了。蒋福就说：“要我走很容易，只要把借我的那三千两还我，我立时就走。还有一
件：从前老爷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老爷升官发财了，我们做跟班的出了力、赔了钱，只落
得一个半途而废。这里头请你少爷怎么替我说说，利钱之外，总得贴补点才好吧。另外，我在几桩案
子里弄的钱都交给老爷了，小的事情就不说了，上次孔家争过继和胡家同卢家退婚的两桩案子，少说
也给老爷赚了上万两银子。老爷这个缺一共拿了我一万四千几百两银子，连着补贴我的盘缠就算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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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五吧。老爷他是做官的人，大才大量，想必不会盘剥我这个作下人的。求侄少爷替我美言。”　　
蒋福说得轻巧，其实是在借出的三千本金之外，还要问王梦梅讨要一万两千两的“遣散费”，一共是
需要一万五千两才能打发掉他。王梦梅一家人自然是不同意了。就算是同意，王梦梅新官上任没多久
，也拿不出这么许多的钱来。蒋福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就赖在县衙不走了。　　蒋福和玉山县上级
广信府的稿案是同乡又是亲家，关系极其要好。那个稿案的情况和蒋福相似，也在知府面前说一不二
。当天，蒋福就找到这个亲家，说王梦梅赖着他的钱不还，要到府里控告，求亲家帮忙。亲家听了，
“借款人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于是拍着胸脯一手承当。当天，广信知府就收到了蒋福告王梦梅的
控告信。　　在信里，蒋福当然没有说自己借钱给王梦梅买官，王梦梅上任后如何赖债等事，而是将
王梦梅上任以来贪赃枉法、违规操作的一系列事情都一一控诉。　　广信知府看完诉状，脑袋发涨，
疼痛不已。“这个小王怎么搞成这样，如何收场？”　　知府和王梦梅的关系很好。王梦梅到任以来
，处处巴结知府，没少送他银子。知府心里向着王梦梅，决心压下这纸诉状，让当事人“私了”。这
些“官场潜规则”如何暴露出来，不止是他王梦梅，也不止是广信知府，全省上下大小官吏脸上都不
好看。于是，知府找来刑名师爷，要他出面“开导开导”王梦梅，把事情化解了。　　刑名师爷就派
人拿着名帖到玉山县，请王知县便衣来访。王梦梅如约而至。寒暄过后，刑名师爷说了蒋福来府里告
状的事情，又提到了知府意思，说：“知府大人说，大家一团和气，不要弄出笑话来。梦翁，你把用
他的钱还了他，其余无凭无据的事我们也断不能容他放肆。”　　王梦梅听了这话，脸上一红，知道
隐瞒不了，就把来龙去脉尤其是蒋福的可恶之处说了一遍。“现在已经三天没有人来交钱粮。兄弟心
里恨死那个蒋福，虽然有些钱，也要叫他难过几天再给他，并没有赖债的意思。至于蒋福控告兄弟的
那些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府台大人又是精明不过的，况且蒙
您老夫子拿兄弟当人，我即使有什么不法行为还能瞒过府台大人和您的眼睛？我如果贪赃枉法，不要
说对不住府宪，连你老夫子也对不住。”　　刑名师爷平静地说：“蒋福的那些控诉，谁有工夫去听
，我也不过当作闲话而已。只要你老哥早一天给他钱，早一天让他滚蛋，大家耳根清楚，不都结了吗
？”　　王梦梅脸又是一红，忙道：“这蒋福原是一个朋友荐来的，说他如何可靠。我当时如果不是
缺钱，也不至于用他的钱。”刑名师爷说：“是呀，你只要还他就是了。”王梦梅说：“说到如此，
兄弟敢不遵命。明天我便把三千两划过来，放在老夫子这里。兄弟那里，总要查过他没有弊病，才能
放他滚蛋。”　　刑名师爷知道目的达成，借势给王梦梅一个台阶下：“很好，就这么办。果然他蒋
福有弊病，我就告诉府台大人，咱们重重地办他一办。”说完，王梦梅告辞，第二天就带来一张三千
两月底期的银票。师爷再交给蒋福。蒋福在压力下，收拾东西回省城，物色给下一个长官当随从跟班
去了。这一桩随从状告长官的案子，全赖知府从中斡旋，蒋福不敢多要，王梦梅也未曾出丑，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　　快过年的时候，府里的刑名师爷给王梦梅写信，说年关困难，请借五百银子过年。
王梦梅回了一封信说，小弟两袖清风，年关也很吃紧，但老夫子的忙是一定要帮的，随信寄去二百两
银票（王梦梅的月俸是纹银四十八两），“聊表心意”。这个案子就算彻底过去了。　　蒋福控告王
梦梅案，奇就奇在他的身份。他只是王梦梅雇来帮助处理文案的下人。王梦梅一个钦命知县，主政一
方，竟然被一个下人胁持，处于下风，着实可怜可恨。古往今来，官员被身边的“小人物”胁迫，“
离不开”身边的人的情况不在少数。一些官员新官上任，不熟悉业务、不了解情况，甚至不会说官话
，需要仰仗跟班随从，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会随着官员进入角色得到改变。怕就怕，像王梦梅这样从
上任到主政都被随从下人胁持，极难摆脱随从的束缚，更毋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　　官离不开
仆，说到底是当官的做得不正，有把柄抓在随从跟班的手里。如果官员们都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
做人，自然就不存在“官离不开仆”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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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系统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让张程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逻辑推演色彩。他在每本书中都
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疑问，并尝试进行解答。在这本《给历史把脉》中，张程干脆一股脑儿抛出了一
系列有意思的小问题，一一做了探索。问题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张程
的问题意识和勤奋写作，读者是有目共睹的。　　　　　　——梅毅（郝连勃勃大王，历史畅销书作
家）　　中国历史谜案如同疑难杂症，读者往往看了各种评介还是紧锁眉头。本书不可能给出确定性
的答案，而能够提供一种视角，轻轻帮助各位纾解紧缩的眉头，已经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了。　　　　
——李扬帆（北京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中国外交史学者）　　给历史问诊把脉，拂拭历史尘埃以求
接近本相，是探路的过程，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离真相近了一步，其实是造成了新的误会。这不可确定
性恰恰就是“白话历史”的魅力所在。张程切脉切得很准，所谈多属热门话题，他与当年明月、曹三
公子、清秋子、罗杰、金满楼、高天流云、锐圆等历史写手组成历史新说梦之队，同属一支又彼此有
别。而张程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别有心得。　　　　　　——丹飞（畅销书推手，漫友文化副总编辑
）　　常常是传说深入人心，被津津乐道。多少美好的愿望夹杂其中，多少诅咒夹杂其中。官修正史
，往往按需而避，按需而弃，按需而点滴水珠映射七彩光芒。今有张程者，溯流而上，谛听历史的心
跳，洞悉历史的隐秘。历史，在他的笔下鲜活！读他的文章，常触发我选择创作题材的灵感来。　　
　　　——北极苍狼（历史小说家，辽宁营口作协副主席）　　《给历史把脉》让我眼前一亮。很显
然，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关于朝代兴亡的大历史，而是一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潜
历史”。作者用他那别出心裁的独到目光和探玄钩沉的细致笔触，将历史上的一些疑案、悬案和饶有
兴味的事件进行了精致的梳理和明晰的解读。读完它，我感觉逛了一趟中国历史的后花园——里面的
风景新鲜、有趣、引人入胜、异彩纷呈。　　　　　——王觉溟（历史作家，《喋血的权杖》、《权
臣之路》等书作者）　　身居庙堂高处的历史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历史也是由鲜活的人、鲜活的事
组成的，无数个卑微的人、偶然的事让历史显现出更为真切的面孔。在历史纸卷上舞动的主角们，于
腾挪跌宕中展开自己的人生；无数个私密的人生，组成了完整的传奇的历史。且看张程给历史把脉，
从不同的角　　度挖掘历史深处的记忆。　　　　　——云岩涛（九州出版社编辑）　　张程很年轻
，但出版的书籍已有不少，从单本著作如《夺宫》《昙花王朝》，到“张口说书”系列书籍的出版，
其写作步步深入。而今这本《给历史把脉》，他站在怀疑者的角度审视历史的面孔，触摸历史的脉搏
，为历史增添了几分灵气，几多魅惑。　　　　　　　——谢艳芝（金城出版社编辑）　　一桌用历
史的边角料烹饪出的盛宴，一场挖掘历史深处意味的思维游戏。　　　　　　　　——水南庄丁（网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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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外交系李扬帆副教授作序，从历史大案看世道人心！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
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
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
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
，内务府来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
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
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
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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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调重弹，没有新意~~
2、书还不错    就会说有点贵  不实惠
3、文章良莠不齐，阅读体验类似坐上跷跷板。某些角度新颖，某些角度循旧，有的剖析很深刻，有
的发散极浅显。有时做到了以人度人，有时却不免以己度人，太过苛求。
4、感觉是很多小故事拼凑而成的，来自过去的文言小说，三言二拍等。看了以后，觉得还不如去看
三言二拍，还有趣些。作者语言一般，有些思维亮点，但是不够出书标准。属于现代社会最爱出现的
整合一堆他人资料，加入一点自己小评论的口水书。我是看了王觉溟的推荐去买的，看完这本书后，
我仔细看了看推荐的人，都鄙视了一下。看来以后还是不要看推荐人就去草率买书了。关键是浪费了
阅读的时间，思维也被搞得不舒服。可惜啊，可惜。请大家谨慎选择啊～～～～～
5、换种方式讲故事，这么一个历史爱好者的作者，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不错了，鼓励吧！
6、剖析的还不错。 
7、谈历史的《老梁故事汇》。
8、喜欢看历史！
9、10年借过的书。
10、送货快  价格便宜
11、包括另一本，我感觉里面的故事百分之九十五我都知道，更多的都是典型的、众所周知的故事。
作者不过是加上了当代的具有网络风格的解说而已，说白了就是耍耍贫嘴凑字数，主要情节还是引用
别人的。所以读后很失望很失望！能退货不？？？
12、研析粗疏，立论草率，而材料又多取自野史、戏说，流于浅薄。
13、一本历史类通俗图书~不错不错~ 鸣谢 @ 罗生门的落幕
14、文笔真心不成
15、还算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16、一本历史书
17、为了生活，如果你确立了一个目标，如果这让你快乐，如果这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那么就坚持
，别人都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不要想在外界得到赞同。
18、凑单两本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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