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清官的归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清官的归宿》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7585

10位ISBN编号：7533307585

出版时间：1999-11-1

出版社：齐鲁书社

作者：朋星

页数：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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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清官的归宿》

内容概要

《中国清官的归宿》主要内容包括：一生襟抱未曾开、风顺帆满展宏图、独抱孤忠逢厄运、宦海无情
诗有情、有为有位亦有威等。《中国清官的归宿》共5章。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
，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结局。阅读“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
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见闻的同时或许能够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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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生襟抱未曾开　　毕生坎坷多难，一连串的厄运始终死死纠缠不休，这类倒霉的清官
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人们尽管对此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还是禁不住要问：好人为什么一生不
平安？　　海瑞是清官中的知名人物，更是这类清官的代表，在他七十四岁的生涯中，基本上没有过
几天舒心日子：入狱、罢官、屡遭弹劾、失妻丧子，种种苦难都在他身上聚焦，使他在煎熬中赍志而
殁。汉代名将李广临财廉洁，临战勇敢，身先士卒，是一位军中清官，可他在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
时运不济，屡战屡败，始终未能立功封侯，最后自刎而死。唐代的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一招失
利，全盘皆输，久居荒僻的贬所，直到病逝。宋代的王禹傅，八年中三次遭贬，无可奈何地死在州官
的位置上。走进这个由悲剧人物组成的画廊，令人双眉紧锁，扼腕长叹。　　海瑞等人的品格是高尚
的，志向是高洁的，值得尊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应对他们的悲剧负全部责任，而他们本人却“
白璧无暇”。他们性格中也有一些弱点，这些弱点同其他因素搅拌在一起，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例如海瑞，他缺乏经济知识，法律观念落后，又固执鲁莽地有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这都诱发了他在政
治上的被动，使他举步维艰。　　司马迁作《史记》的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对清官也应如此
。盲目的崇拜和赞扬是无益的，历史和人生需要理性的思考，或者还可引入另一句古语：爱之也深，
则责之也重。　　1.李广：终身未能封侯的将军　　风沙抹不去历史的血痕：公元前二世纪，汉人和
匈奴人曾在北方辽阔的疆域有过殊死的搏杀。　　一代名将李广，仿佛就是专为这场搏杀而存在的。
汉朝北部防御匈奴的边郡，自西向东依次是陇西、北地、上郡、雁门、云中、代郡、上谷、右北平，
李广在这些地方都当过太守，处处留下了战斗的足迹。　　然而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让他遭受
一次又一次挫折，留下一次又一次遗憾。　　看看年轻的霍去病，比比堂弟李蔡，李广心里很不是滋
味。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季，三十五岁的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反攻，夺回
河西走廊，实现从西部包抄匈奴的战略计划。为此，派出两支军队进攻匈奴：一支是二十岁的骠骑将
军霍去病从北地郡出塞，一支是博望侯张骞（就是曾出使西域的那位外交家）和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
出塞。后一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策应霍去病对河西的攻势。　　李广率领四千骑兵，张骞率领一万骑
兵，分道北进，约定按期会师。李广出塞走了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统领四万骑兵突然杀出，包围了
李广。李广的军士都十分恐慌，李广命令儿子李敢冲击敌阵。李敢只领几十个精骑驰马而出，直贯敌
阵，冲开一条缺口，从敌人两翼安全返回。军士见状，这才安定下来。李广把军队布成圆阵，与敌兵
展开对射。敌军人多箭多，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箭很快就要射尽了。李广命令士兵引弓不发，
而由他自己手持强弩，专射匈奴的裨将，一连射杀几人，匈奴才渐渐退去。这时天色已晚，官兵都吓
得面无人色，而李广却镇定自若，信心百倍地整顿军队，士兵无不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又与敌兵
力战，幸亏张骞率兵赶到，匈奴才解围离去。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只好罢战回师；张骞的军队
也疲惫不堪，不能追击匈奴。吃了败仗回来，军法是无情的：张骞因行动迟缓，未能按期回师，判为
死刑，出钱赎免死罪，革去侯爵官位而贬为平民；李广功过相当，没有任何奖赏。　　李广心里很不
平静，纳闷自己怎么老是这么倒霉！看看人家霍去病吧，年纪轻轻就封为冠军侯，这次出塞又大胆展
开纵深攻击，俘获匈奴高官一百余人，斩杀敌兵三万多人，收降匈奴二千五百多人，而汉兵的伤亡却
不到十分之三！这次大捷之后，霍去病的声望大增，简直可以和大将军卫青齐名了！　　对卫青和霍
去病，李广自然不敢高攀，因为他俩除确有军事才能之外，还有别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都是皇
帝姻亲。汉武帝的姐姐是平阳公主，皇后是卫子夫，而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平阳公主的丈夫；霍去
病则是卫青的外甥，他母亲卫少儿是卫皇后和卫青的姐姐。武帝举贤不避亲，任用这些有亲戚关系的
青年将领，对匈奴作战连获大捷。　　可是对有些人的封侯加爵，李广心里很不服气。别人不说，就
说堂弟李蔡，有什么才能，却官运亨通？汉文帝时，李广和李蔡同时参军，担任郎官，俸禄八百石；
到景帝时，李蔡已当上俸禄二千石的高官，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2年）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左贤
王有功，封为乐安侯；这次元狩二年大捷之后，李蔡又代替公孙弘当上丞相，成为爵为列侯、位至三
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高官。军中都知道，这位李蔡的本领，按九品论人的等级只能列入第
八等，倒数第二，名声也比李广差得很远。可是人家就偏偏在仕途上一路顺风！这是为什么？　　更
让李广感到颜面全无的是：当年自己的校尉等部下，本事平平庸庸的，也已经有几十个人因有军功被
封为侯了，自己却没有尺寸之功以获得封邑，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广想不通。　　许许多多酸楚
的往事禁不住又一一闪回。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李广赢得“飞将军”的美名。　　李广出生于
陇西成纪的一个军人世家，它的祖先李信，曾是秦朝的将领，活捉过谋刺秦始皇的燕太子丹。陇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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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官的归宿》

氏家传箭法，世代习武。李广身材高大，手臂长而灵巧，天生善于射箭，又得家法传授，武艺超群。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举南侵，逼近长安北面的险关萧关，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李广初
次从军，左右开弓，箭无虚发，杀敌立功，提升为武骑常侍，当上皇帝的侍卫骑郎。每次冲锋陷阵、
抵御敌人或格击猛兽时，李广都冲在前面，拼死为皇上保驾。汉文帝见他如此英勇，感叹说：“可惜
呀，你生不逢时！假如让你处在高祖（刘邦）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难道还在话下吗！”　　文帝时期
，汉朝的实力还很薄弱，不敢轻易用兵，对强敌匈奴只是采取“和亲”忍让的策略，所以李广无用武
之地。景帝即位后，李广调任主管骑郎的长官骑郎将，不久，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李广被拜为禁军
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东进平叛。汉军屯驻在战略要地昌邑，阻断了吴楚与诸齐之兵的呼应，吴
楚叛军猛攻昌邑，李广出战，突入敌军中坚，夺得战旗，名显昌邑城下。受叛军围困欺凌的梁王刘武
（景帝之弟）万分感激，亲自召见李广，赐给他将军的印信。李广一时兴奋，没有细想就收了下来，
做了违背法规的事情。汉初，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汉法规定中央朝臣不得与
诸侯王交往，以免被诸侯“拉拢腐蚀”；李广身为禁军骁骑都尉，接受梁王授予的将军印，这是罪过
。汉军平定了吴楚叛乱、班师回朝后，论功行赏，有人告发了李广的违法行为，依法应该治罪，但李
广又立有战功，所以将功折罪，不罚也不赏。看着别人欢天喜地获赏升官，李广只好懊悔自己的糊涂
与单纯。其后不久，李广被调到边郡上谷担任太守。以前的太守对匈奴的来犯只是忍气吞声、得过且
过，李广却截然不同，奋起反击、以血还血，在上谷境内时常与匈奴交战。典属国（掌管民族事务的
官员）公孙昆邪生怕会闹出事来，便在景帝面前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恃善战，多
次与胡人硬拼，恐怕会有闪失。”景帝理解公孙昆邪的好意，就把李广调离上谷。李广不愿意回内地
，只愿在城孤地险、风凶沙暴的边境捍卫疆土。短短几年内，他先后辗转担任陇西、北地、雁门、代
郡、上郡、云中等北方边郡太守，所到之处都以善打硬仗著称。　　有一次，匈奴大举进犯上郡，李
广军中有景帝派来的一个宦官，他跟李广学了一招半式，自以为可以一展身手，擅自带了几十个骑兵
纵马驰出，看到前面有三个匈奴人，欺对方人少，轻率地展开攻击。三个匈奴人返身回射，把宦官带
来的几十个骑兵射杀殆尽，并射伤了宦官。宦官逃回李广身边，大谈匈奴人的厉害。李广说：“他们
必定是射雕好手！”于是立即带领一百骑兵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三个匈奴人丢失了马匹，步行走得
慢，被李广追上了。李广命令骑兵从左右两翼张开包抄，他本人亲自出马射那三个人。短暂的交手之
后，杀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神箭手。把俘虏捆上马背、刚要回返的时候，
忽然有几千名匈奴骑兵出现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匈奴骑兵也看见了李广，以为他们这百十人是诱骑，
不敢近前，只是据山摆开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都十分恐慌，想掉头往回逃。李广说：“我们离大军
几十里远，假如这样百十号人逃走，匈奴几千人在后面追杀，一会儿我们就会被全歼。现在我们留下
不走，匈奴必定认为我们是大军的诱骑，他们一定不敢攻击我们。”他命令骑兵：“前进！前进！”
一直走到离匈奴阵地二里远的地方才停下来，又下令：“都下马解鞍！”骑兵们说：“敌人又多又近
，万一有变，怎么办？”李广说：“他们以为我们会逃，现在我们解下马鞍以示不逃，使他们确信我
们是诱骑。”匈奴骑兵果然不敢贸然进攻，一个骑白马的军官出阵监护阵势，李广飞身上马驰奔射杀
了他，迅速返回原地，下马解鞍，让士兵都躺卧在地。这时恰好天色已晚，匈奴兵始终弄不清李广的
虚实，不敢出击。半夜时分，他们反倒认为汉军在附近设有伏兵要乘夜袭击，于是引兵退去。天亮后
，李广才返回大部队。受了伤的宦官回到皇帝身边，添油加醋地描绘李广那赌博玩命似的战争游戏，
李广自然难得到什么奖赏。　　随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登基，汉朝开始要对匈奴说“不”了，战争
的动员令使每一位健儿都热血沸腾：建功立业的时刻到了！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战争，对
李广、卫青等将领来说是一次难觅的佳机，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武帝决定兵分四路攻击匈奴：卫青
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
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机会是均等的，竞争是公平的——四位将军各领一万骑兵，就看谁“骑”高
一招了。　　结果卫青一路大获全胜，一直杀到匈奴的茏城。此战之后，卫青的声望地位扶摇直上。
　　最惨的是李广。匈奴集中了优势兵力在雁门关以北等着他，击溃了他的一万名骑兵，并活捉了他
。李广在边关打了多年的仗，匈奴单于知道他的大名，战前下令：“捉到李广必须活着送来。”匈奴
骑兵捉到李广后，让受伤的李广躺卧在用绳子结成的网兜里，用两匹马驮着网兜，走了十几里，李广
假装昏死过去，偷偷看到身旁有一个胡兵骑着一匹好马，便突然跃身上马，趁势推下那胡兵，夺了他
的弓箭，策马南驰几十里，找到了自己的残余部队，领着他们退回塞内。匈奴几百骑兵来追，李广用
夺得的胡弓射杀追骑，得以安全返归。打了败仗，交付司法官审判，法官鉴于李广丧失的士兵太多，
自己又被敌人活捉（逃脱回来也难以洗雪耻辱），判处他死刑。李广交上钱免了死罪，贬为平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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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官的归宿》

年后，匈奴进犯右北平，他才被起用为右北平太守，重新走进了他朝思暮想的沙场。　　在右北平，
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出猎时看到草中一块巨石，以为是只老虎，开弓便射，箭头竞深没入石中——箭
法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件事情后来被许多边塞将士和边塞诗人所喜闻乐道，唐代诗人卢纶《和
张仆射塞下曲》一诗即演绎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匈奴
人对李广也很敬畏，称他是“汉之飞将军”，不敢进犯他所在的边郡。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屡败
屡战的倒霉经历使李广难以登上封侯的巅峰。　　是因为他不廉洁无私、不体恤士兵吗？绝对不是！
他是当时最清廉的军官，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衣食与士兵一模一样，当太守四十多年，家无余财，
始终不提经营家产的事。他说话迟钝，不善言辞，除了射箭之外，没有别的嗜好，从不追求奢侈、享
乐。外出带兵打仗，缺水缺粮时，遇见水，士兵不全喝足了，他不走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饱了，他不
去吃饭。在这方面，他比霍去病做得不知好多少倍。霍去病出征时，士兵乏粮，有的饿得站不起身来
，可他照样平整土地建球场踢球；班师回军时，他车上装着吃不了的好米好肉，手下士兵却饿得面黄
肌瘦。李广不是这样，他对待士兵宽缓不苛，士兵都乐意随他出战，说跟着李将军打仗，死也死得值
！这是李广戎马几十年所唯一引以为自豪的。　　临战勇敢，临财廉洁，爱兵如子，一个优秀军官所
应具备的素质基本上都具备了，可是为什么迟迟不能立功封侯呢？诱杀降卒，私杀秉公办事的霸陵尉
，说明李广有心胸狭隘的缺点。　　经历元狩二年的挫折之后，李广开始信命了。他觉得除了命运之
外，别的都无法解释。　　他找到了当时一位著名的星相家兼算命先生王朔，讲述了自己的“倒霉史
”，然后问道：“难道我的骨相不该封侯吗？或是这一切原本就是命中注定的呢？”　　狡猾的王朔
没有正面回答，转而问道：“将军自己想一想，有没有做过不该做的后悔事呢？”李广如实相告：“
我担任陇西太守时，羌人造反，我诱使他们投降，收降了八百多人，我欺骗他们，在同一天之内把他
们全杀了。至今我最悔恨的就是这件事。”　　王朔立即找到了推论的依据，说：“灾祸没有比杀死
已投降的人再大的了，这正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信不信由你，不善言辞的李广哪里说得过巧舌
如簧的算命先生？不信也得信了。　　其实，李广该悔恨的，应当还有一件事。它发生在李广被匈奴
活捉而贬为平民之后：一天他带着一个随从去蓝田山中打猎，归来时已是夜晚，走到霸陵（汉文帝陵
墓）的驿亭，喝醉了酒的霸陵尉喝令李广停下，李广的随从说：“他是从前的李将军。”霸陵尉说：
“现任的将军都不能夜里经过帝陵，更何况是从前的将军！”强行命令李广止宿亭下。事后不多久，
匈奴人杀了辽西太守，打败了材官将军韩安国，右北平边防告急，于是皇帝急召李广复出。李广请求
让霸陵尉一道赴军，到了军中就加了个罪名把他杀了。知情的人都说霸陵尉死得冤，说李广的心胸比
不上韩安国——韩安国曾任俸禄二千石的大官，后犯法入狱，一个姓田的狱吏百般羞辱他，他说：“
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那狱吏回答：“燃了就撒泡尿浇灭它。”没多久，韩安国又官复原职，狱吏
吓得肉袒谢罪，韩安国笑道：“你可以撒尿了！你们这种人值得我报复吗？”最终善待狱吏，没有加
以报复性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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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到现在没有收到邮寄的《中国清官的归宿》一书，不知道是啥原因
2、三本书中,唯独这一本装订良好....如果注重书的质量的话,全套书还是不错的....
3、本书选题的视角还不错，可惜的是，作者的史识相当陈旧乏味。中国清官们悲壮的奋斗，在本书
的笔下，却全然没有悲壮的意味了。本书对清官们的褒奖，无非伴随着对昏君和贪官的道德鞭挞。这
种写法以及识见是相当陈腐的。
4、中间叙述过于简单，无法让人提起兴趣，还是不要买了！愧对齐鲁书社的名字了！
5、看了。很感兴趣的，极大地丰富了历史题材，以后和朋友瞎喷可以用
6、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
结局。阅读“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见闻的同时
或许能够有所领悟⋯⋯但还是禁不住要问：好人为何一生不平安？悲哉，清官！惜哉，忠臣！
7、立意主题很好，可惜部分文章的写手太差，连韩国帅哥名字都上去了，有点玩笑的意思。感觉是
围绕一个主题，众人堆砌而成。有部分的写手文笔很好，增色不少。
8、很喜欢这一系列。
9、初中借来两本，看得痛快并无限慨叹~
10、书中对于清官的定位，我就不同意了。另外，史海书籍何止万千，这类老生常谈，毫无创新的历
史读物还是少看为妙。
11、所谓因果报应，其实不能过于执着，因为好人的下场未必让人高兴。所以看书我喜欢正过来看，
反过来想，这样能发现很多作者没有明说甚至作者都没有想到的东西。1、清官是因为那时那地他做
的事情符合老百姓的需求；2、也不必太为古人伤怀，即使结局不好，至少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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