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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酷吏为题材的正史作品。
详解仕途沉浮，透视官场博弈。
本书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可靠史料，以晁错、郅都、张汤等二十四位两汉时代的
酷吏为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习俗、人性诸方面入手，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两汉四百年间的
社会环境，揭示两汉酷吏的仕途成败之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仕途的玄机>>

作者简介

赵炜，生于1979年，籍贯山西忻州。
先后就读于重庆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多年读史，小有心得。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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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每当晁错停下笔墨凝神聆听，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一种师道尊严的震撼和如负千钧的责任
。
眼前这位耄耋老者是故秦博士、当今天下唯一精通《尚书》的学者伏生，他现在已是九十余岁的高龄
；晁错此行的使命，是要详细记录伏生的讲述，以继承这一儒家经典并将其敬献远在京师长安的文帝
。
本朝立国以来，一改秦始皇焚书以愚百姓的暴政，广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各地儒生又能够修习经书
讲求礼仪。
高帝刘邦的时代，天下尚未完全平定，还不能全面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惠帝、高后的时代，即使公
卿百官大都是武夫，仍然在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了私藏书籍处以族诛的秦朝暴政挟书律。
文帝刘恒即位后，分别在二年(前178)十一月、十五年(前165)九月两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向朝廷举荐贤
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
天子偏爱的学问乃是黄老之学与刑名法术，晁错最初正是与洛阳宋孟和刘带(《史记》作刘礼)一道跟
随自己的老师三川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市轵城镇)的张恢先生精研申不害、商鞅的学问，再后来以文学
做到奉常掌故一职。
比起前代君主，文帝更加重视搜求天下典籍、任用文学之士，为此专门颁布了诏令，征请天下知名的
学者赴京师长安传授各自所学。
得知伏生年迈无法应征，文帝又特意再下诏令责成九卿之一的奉常派遣专人赶赴济南笔受伏生的学问
。
伏生的年纪已经大到言语不清，讲解时只好请他的女儿逐字逐句口头做出翻译，来自颍川郡(治阳翟，
今河南禹州)的晁错又不熟习齐地方言，辗转传录之下总有十分之二三的内容不能完全理解。
晁错一定为自己获得文帝的信任来承担这一职责而激动，也一定为自己无法完全达成使命而感到遗憾
。
历史安排这对服膺法家思想的君臣合力继承一部儒家经典实在叫人深思，但文帝与晁错无论如何不会
意识到，这次济南受学竟也隐隐约约预示着儒家文化占据帝国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来临。
晁错既然为文帝的圣明所激励，作为臣子就一定要全力匡助帝国的事业。
从济南返回长安之后，晁错连续上书文帝，提出他对于国政的迫切建议。
他在《言太子宜知术数疏》中指出，时为太子的景帝应将治学重点放在掌握驾驭臣下的权谋手段之上
；在《言兵事疏》中，详尽分析了敌我优劣形势后指出帝国对抗匈奴的侵略在军事上应着重于得地形
、卒服习、器用利等三个方面；更能体现晁错卓绝战略眼光的，则是他在《守边劝农疏》、《募民实
塞疏》中建议朝廷以优厚的待遇招募罪人、刑徒以及志愿者迁徙至边境荒凉之地筑城定居，从根本上
充实边疆的防御力量。
针对文帝十五年九月颁布的《策贤良文学诏》晁错更是写出了《举贤良对策》，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君
主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得失做出了精辟阐释。
晁错思想中体现出的明察秋毫的洞察力是令人惊讶的，对社会的细致观察，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帝国
政务之要并做出影响帝国走向的政策的基础，这一点在他于文帝十二年(前168)所上的《论贵粟疏》中
尽显无遗。
帝国自建立以来国库积蓄一直不够丰裕，晁错认为这是因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忧患意识令他敏锐地从中觉察到了日益明显的贵商贱农的危险倾向。
他对农夫和商人全面考察后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个五口农家平均拥有百亩田地，一岁的收获不
过百石粮食，负担一是向官府缴税，二还要有两人为官府服徭役，此外将养活后代、送往迎来、吊死
问疾等一切花销计入其中，百石粮食还怕不够用。
官府之租税绝无减免拖延的可能，一旦遇上水旱灾荒，就要把积蓄的粮食半价卖出，甚至借上高利贷
。
商人不事生产却能够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富贵过于农民，于是天下之人不愿务农而慕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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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因此，“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建议用粟衡量帝国的赏罚，以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具体的措施是，诏令天下可以向朝廷
缴纳粟来获得爵位或者赎罪。
按照晁错的策略，富人想要获得爵位，罪犯想要免罪，必须缴纳给朝廷足够的粮食，这就必须向农民
购买，如此一来则可以抬高粮价归利于农民；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委任状，却能从富人那里收取大量的
粮食，一可充足国用，二可减免农民赋税。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
十二年之后的景帝二年(前155)，天子又下令将天下田租减半。
至此，本朝标志性的三十税一的农业政策得以确立。
然而，文帝暧昧不明的态度，却让晁错困惑不解。
晁错的每一次上书，文帝都大加赞叹甚至特意下诏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感谢，极尽褒奖，却少见采纳。
更加让晁错困惑不解的是，文帝虽然不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却不断提升他的官职，先是太子舍人然后
是门大夫，升任博士后又拜为太子家令，再然后由公卿举荐为贤良，最后又因《举贤良对策》一文辞
高意远而获任中大夫。
读书人的两重品质，一是以苍生社稷为己任的使命感，二是恪守士为知己者死的坚定信念，晁错不可
避免地被这两样品质驱策前行而又备受煎熬。
他已经看清帝国最关键的政略不外乎三条，第一整军经武以备匈奴、第二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第三削
弱诸侯以巩固中央，其中又以削弱诸侯为重中之重。
在这漫长的苦苦等候中晁错并未荒废，他逐渐将自己的思考分门别类写成施政方针三十篇，希望有朝
一日可以获得文帝的采用。
然而，晁错最终等到的结果却是，后七年(前157)六月己亥，文帝驾崩于长安未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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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仕途的玄机:透视两汉酷吏的官场沉浮》：详解仕途沉浮 透视官场博弈迄今唯一解析酷史的大历史
作品二十四位能臣酷吏的流血仕途一书在手读懂两汉四百年历史历史的精彩在于故事历史的玄机在于
制度酷吏是一类独特的封建官僚，为政严苛惨酷、果于杀戮，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潮中充当皇权鹰犬
，兴起大案，领一时之风骚⋯⋯两汉酷吏或文章、或廉洁、或刚直、或刑狱、或立法、或领军、或行
政、或爱情，皆粲然可观，也尚未堕落到依靠剥皮抽筋来办案的地步，揆诸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他
们不比任何所谓能臣逊色⋯⋯最后却相对普遍地身败名裂、不得善果。
（选自本书后记）文帝暧昧不明的态度，却让晁错困惑不解。
晁错的每一次上书，文帝都大加赞叹甚至特意下诏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感谢，极尽褒奖，却少见采纳。
更加让晁错困惑不解的是，文帝虽然不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却不断提升他的官职。
（选自第3页）郅都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窦太后之手，君主时代臣子的两难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封建王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一大批共同占有皇权的人根据实力消长来切割皇权，巩固并扩大自己
的利益。
每个人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某一派系并为之战斗。
所有人都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前进，最后又被大潮吞没。
（选自第44页）张汤这才明白已经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时候，他为武帝成批地屠杀外戚，成批
地屠杀诸侯王，成批地屠杀官吏，巧取豪夺天下所有商贾累积数代的财富，现在轮到他们报复了。
看来武帝已无力抵抗来自帝国几乎每一个阶层的压力，继续保住张汤就要将所有压力移到自己身上，
武帝显然无意如此。
（选自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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