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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御御马园
张加增

依然是大气磅礴，威风凛凛面朝东
南的大门；依然是栩栩如生，纵横千里的
一对汗血宝马的雕塑；依然是镏金的厚
重的“御马园”三个大字；依然是厚厚的
青砖白缝的圆形围墙，与志书上记载的
前一个御马园竟然一个样子。

进园向左一拐，映入眼帘的便是具有
浓郁民族特色的蒙古包风情园景区。大
片大片的绿地上，那一座座圆圆的镶了兰
色花边的蒙古包内充满了蒙古民族豪放
的风格和畅悍的饮食文化。在这里你可
以守着火盆亦或空调喝着芳香的奶茶，品
着浓郁的奶酒，吃着香喷喷的“手扒羊
肉”。间或哼上几句动情的边塞歌曲，你
会想到草原的广袤，想到塞外的美景。倘
有蒙古的游客到此，则会有回家的感觉，
吃住游玩，乐不思蜀。偶尔记起蒙元时的
金戈铁马，东征西战。记起先祖的灿烂业
绩，无不感慨万千，热血沸腾……

再往西走，便是一片葱郁的竹林。
竹林中传来鸟的鸣啾，那婉转的夜莺、那
甜甜的百灵，还有许多鸟的歌吟组成一
部美妙的合唱。走进竹林中的百鸟园，
人们看到了那笼舍中的围脖鸽、淑女鸽、
翻毛鸽、开屏鸽、画眉、白龙鸟、杜鹃等各
种色彩斑斓的观赏鸽和各种鸟儿。两只

巧嘴的虎皮鹦鹉在不停地呼唤着：“老马
欢迎您！老马欢迎您！”

紧靠百鸟园的北侧便是那弯弯的清
澈的金水湖，湖中长着些荷叶、睡莲、水
草什么的，间有银白的小鱼轻轻游来荡
去，真切的可以计数。湖水是从假山之
上下来的。那山系由太湖石砌成，层峦
叠嶂，青秀陡峭。山中十二道喷泉雪片
般冲上山顶，进而形成为巨大的水帘。
水帘在阳光下发出七彩的光泽，偶尔还
会形成彩虹的样子。在这山湖水草的仙
境中活跃着几十种珍禽。除了那好动的
猴子，还有红腹锦鸡、七彩山鸡、珍珠鸡、
贵妃鸡、火鸡、斗鸡以及绿头野鸡、大雁
鹅、蓝孔雀、鸵鸟等稀有珍禽。那来自印
度的蓝孔雀望到游人，便开屏表演，有时
会持续好长时间，仿佛有意在炫耀自己
的真功夫。那来自伊朗的鸵鸟更是将人
带回久远的年代。西汉时著名使者张骞
出使中亚回来后告诉汉武帝：“西方的条
支有大鸟，卵如巨瓮。”唐高宗时，吐火罗
使者贡献上一只大鸟，黑色，高七尺，鼓
翅而行，日行三百里，称之为“鸵鸟”。而
乾陵百刻的神鸟——朱雀，完全就是一
只鸵鸟的形象。可见鸵鸟在中国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将如此多的珍禽聚于一

园，令众人大饱眼福。
园中的西北一角是动物园景点。这

里有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有秘鲁的矮
马，有来自东北的梅花鹿。还有波尔山

羊、绵羊、青山羊、黑白花奶牛、彩色兔、
猫猫兔、迷你兔等动物。在这动物王国

里那精灵般的多角怪羊的打斗，成为非
常有趣，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

在一道粗铁管焊成的铁栏杆两旁，
活跃着两只正值性发育成熟的多角怪

羊。它们皆长须美髯、威风凛凛，体能充
沛、斗志旺盛。或许是天性好斗，或许是

证明自己的强大，或许是为了争得异性
的青睐，或许是因为雄性激素的刺激。
它们都圆睁的眼睛，逼视着对方，千方百
计寻找机会全力去顶撞攻击对方，直到
有一方认输为止。有关资料曾记载：斗
羊中一方被撞断羊角或造成脑震荡亦或
死掉的事儿是常有的。在那种亢奋的状
态中，一对羊不管天气冷暖，不管有没有
观众，它们只有一个想法，拼命地撞击对
方，直到取胜为止。

那天，众人看到，左侧一方的多角羊
做出一种全力拼搏的样子，向前跑着，眼
看撞到栏杆上，突然打住，只是轻轻一碰
栏杆，并没有尽全力顶出去。而右侧的
一只同样做出一个全力顶撞的样子向前
跑着，冲着这边的羊，使出吃奶的劲儿

“哐”一声，它以为顶的挺解气，实际抵在
栏杆上。然后退回去再冲再顶，“哐！
哐！哐！”于是，园中不停地传来令人心
悸的声音。

有人形象地比喻，左侧的一只就是
汉王刘邦，充满心机，虚晃一下，不停地
消耗对方的力气（而且很疼）。而右侧一
只就是楚霸王项羽，空有一身本事，而头
脑简单，哐哐的全撞在栏杆上让人看得
难受。啊，楚汉之争汉王刘邦以斗智而

取胜，而有勇无谋的楚霸王则兵败乌江，
别姬而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傻傻
的羊啊，你越是顶撞的厉害，越是让人看
着心痛。

离开那趣味十足的动物园，人们来
到那古朴典雅的农家小院景区。这小院
东西长有十间房的样子。是典型的北方
农村民宅的风格。砖木结构，屋顶梁木
塔架，顶层铺着苇蒲把子，用了塑料布罩
了或抹了一层灰泥。进门便是一盘土
炕，炕席上置一方桌，桌上放一提梁茶
壶，那壶嘴掉了一角，用铜叶子包着，壶
周围有几只粗瓷的杯子。靠墙处是一架
雕着简单图案的被阁子（衣柜）。炕下是
一榆木的茶几，茶几上放着两只民国描
着龙有裂纹的红花瓶。茶几的正中墙上
挂着一幅毛主席和林彪穿着军装在天安
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宣传画。外间屋
里有一盘锅灶，那锅是一口九印的大铁
锅，盖着个高梁杆编成的锅盖。锅台右
侧是一个老式的风箱，抽动一下还能发
出些风来。如果有人感兴趣便可以在此
下米做饭，也可在土炕上小憩。这院中
还可以推碾拉磨加工出米、面、五谷杂
粮，还可以织布纺纱等，完全可以真切地
体验到农家生活的乐趣。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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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国
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
了近一年半时间后进入湖南。入
湘后的太平军，如蛟龙入海，所向
披靡，连克武昌等地。从武昌出发
进军金陵，经安徽、江西，直抵金
陵，势如破竹。然而太平天国定都
天京后，其农民起义固有的矛盾与
弱点，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领袖
们当初满怀推翻清朝统治、建立

“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大同世界
理想。然而，他们在取得阶段性胜
利后，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经济
地位发生变化，开始由广大农民利
益的代表向封建统治者的方向转
化。领导层大搞封建等级制，安于
享乐，追求奢华的生活，钩心斗角，
争权夺利，酿成内讧悲剧。太平天
国走入了封建腐朽统治的死胡同，
某些方面与封建王朝相比甚至有
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事物的变化
都是由内因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层
的腐败与内讧，是导致太平天国政
权灭亡的重要原因，给后人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教训。

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度
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洪秀全就

急着称王。与历代皇帝一样，洪秀全以“朕”
自称，自比“太阳”，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
朕无二”“朕乃天赋上帝真命子”，臣民们见到
他都要呼“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洪秀全不
仅自封为天王，还首封了“五王”：东王杨秀
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
王石达开。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了南京，
并定为国都，改名天京。此后洪秀全以明太
祖之后嗣自居，大封将士，王分 4 等、侯为 5
等；设天、地、春、夏、秋、冬6官丞相为6等，还
有7至16等。据史书记载，自6丞相至47500
两司马，总计62699人，占当时太平军总数60
万人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朝

内”官，多如牛毛的“守上”官、诸女官等，男女
总计有30余万人。燕王府牧马人只是因为坐
在门前见了东王的同庚叔没有起立，就被处
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昔日“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素作风
多被抛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
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也从
此荡然无存，太平天国领袖们“胜过同胞骨
肉亲”的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
忌日生”。至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任人唯
亲、滥封王爵，封王多达 2700 多个。这些人
一旦受封，立修王府，盘剥民脂民膏，故当时
传有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滥封
王爵造成诸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出现天
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危险
局面，太平天国日渐衰微直至最后的灭亡在
所难免。

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太平军攻占南京城不久，便着力建造天

朝宫殿。据史料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
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
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雄伟“穷极工巧，
以耀同俦”。在他们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诸王
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着太平天
国的始终。远自武汉，近至苏浙，王府官舍，
相望道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就建在
太平天国日渐衰败之际，李鸿章曾为之惊叹：

“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
窟。”诸王权贵争奢赛富，大搞华丽排场。

他们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实际却
追求物质享受，圣库成为太平天国领导人任
意支配的私财。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
千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天朝各官在
服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一冠袍可抵中人
之产。天王乘金车，由美女手牵而走。清文
献载，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
箸亦用金打”。他们肆意挥霍公共财物，圣库
制度被破坏，军需供应大为削弱，给后期保卫
战造成严重恶果。就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之
时，太平天国最高首领却沉湎于声色犬马之

中。定都后，洪秀全派人搜罗了天下美
女来填充后宫，他摒弃了历代王朝有
太监的惯例，除了妻妾之外，尽是服务
的“女官”。据统计，各项人数加起来，
天王府总计有 2300 多名女性陪侍洪
秀全。幼天王洪福瑱说：“我现年 16
岁，老天王是我的父亲。我 88 个母
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
给我4个妻子。”天王的88个妻子已经
超过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人数了。
由于妻妾太多，洪秀全无法记住全部
的姓名，于是他就一一编号，于是就有
了第 23 妻、第 79 妻等旷古未闻的名
目。

自毁长城的争权夺利
定都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沉迷于

酒色，不理朝政之事。东王杨秀清是
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

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
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杨秀
清的特权逐渐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
起了高大的王府，3年多的时间里，从不出南
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
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
寿春等一二人计议，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
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
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
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
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韦昌辉、
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
过。

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
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
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
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杀害。天京事变
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
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
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
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
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 20 万精兵远离天京。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
从此“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当时流传
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
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
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
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
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历史上许
多政权从清明到腐败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
过程，而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天京，不过短短数
年时间，追求权力名位、追逐奢华的腐败之风
就自上而下迅速蔓延，从而导致内讧的发
生。孙中山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
国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
南京以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
……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
帝”。可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是自己打垮了自己，自
己搞腐败内讧而灭亡，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
的最大教训。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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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两个著名人物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钱沣生于
云南昆明，是标准苦寒人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书
画界称他为南园先生。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
年），31岁的钱沣苦尽甘来，终登龙榜，授庶吉士，
十年后，授江南道监察御史，这是个官场人人害怕
的职务，虽只有六品，却有向皇上参劾官员之权。

有两个著名人物都吃过钱沣的亏，一个是大文
学家，编过《续资治通鉴》的毕沅，曾两次署理陕甘
总督；一个就是以贪墨闻名乾隆朝的甘肃布政使王
亶望。王亶望在任甘肃期间，弄出了天下尽知的冒
赈大案，举朝尽知，乾隆震怒。乾隆处死了已转任
浙江巡抚的王亶望，以及负有重大责任的陕甘总督
勒尔谨等人，但钱沣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王亶望
在甘肃做坏事的时候，时任总督毕沅并没有起到监
管职责，认为如果毕沅早发现王亶望贪墨，事情不
至于闹到如此局面。乾隆接受了钱沣对毕沅的弹
劾，降三级，将其臭骂一通。

与和珅结下梁子

接下来就是山东巡抚国泰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
贪墨丑闻事发，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钱沣上书弹
劾国泰和于易简贪墨、索贿、府库亏空，乾隆震怒。
本来钱沣对乾隆能否同意彻查此案并没有信心，甚
至做好了被罢官的准备，但没想到乾隆却同意了。

不过，由于钱沣职级较低，很难办理官位高的
国泰案，乾隆就派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带着
钱沣去山东查案。和珅暗中早和国泰说好，国泰在
山东贪的民脂民膏，没少孝敬给和珅。保住国泰就
是保住自己，所以和珅穷其所能替国泰开脱。

但钱沣向来就看不上和珅贪墨，并不理会比自
己官大的和珅，禀公办理。国泰治鲁期间，山东的
库银都快空了，得知钱沣要来，在和珅的暗中授计
下，国泰向山东各地商人借银子冒充官银，以图蒙
混过关。钱沣参劾国泰，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
面上是倒国泰，实则是冲着国泰背后的和珅，因此
钱沣时刻都在盯着和珅。钱沣知道和珅一定会暗
中和国泰心腹联系，便派人盯着和珅的人。

等到他们来到济南，恰巧碰上和珅心腹回京复
命，钱沣立刻派人拿下，果然搜出国泰写给和珅的
信。信中写明借商家银子的事情，钱沣心中就有了
数。而和珅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妙，想花钱收买钱
沣，但钱沣岂是能用钱收买的人？当下便拒绝了。

这次查案，和珅、刘墉官大，但主审却是钱沣。

钱沣请和、刘二人去
藩库，当众拆开银包查

验，钱沣知道国泰的这些银
子是从商家借来的，那就好办，钱沣

下令商人限期来取回自己的银子，不
然就要充公。商人怕吃亏，都拿着山
东巡抚衙门开的凭据，来库里拿回自
己的银子，很快，本有二百多万两银
子充门面的银库就空了，国泰彻底露
馅。

国泰被乾隆下诏处死，和珅就是
想保也保不住，没引火烧身已是万
幸。至此，平素没有多少交集的二人
结下梁子，和珅恨透了钱沣，必欲除
之而后快，但乾隆非常欣赏钱沣的刚
直，和珅无从下手。一年后，钱沣出任湖南学政（相
当于省教育厅长），很受乾隆器重。

钱沣突然因病去世

钱沣在湖南期间，为公清正，简拔才俊，人皆称
颂。但钱沣最想做的事，还是要扳倒天下第一贪和
珅，不去和珅，天下不宁。但和珅是官场人人知晓
的二皇帝，谁也不敢去得罪和珅，天底下敢与和珅
正面对抗的，只有阿桂、王杰、董诰、朱珪几人而已。

在接任湖广监察御史的时候，钱沣突然对和珅
发起袭击，上表弹劾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却不在军
机处当差，反而在宫里办差，其他各军机大臣也有
各自的办公地。如此，设军机处何用？钱沣甚至把
和珅在宫内办公和与太监来往过密扯在一起，暗指
和珅涉及宫内事务。

乾隆接受了钱沣的建议，并让钱沣稽察军机
处。和珅这时慌了，但又心想，乾隆年纪已大，若一
个不小心归西了，嘉庆肯定会重用钱沣来整自己，
于是想着不如先下手为强。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年，在乾隆即将归政于嘉庆的时候，钱沣突然
得病，仅一个月后，就死了。

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说钱沣已经写好
了再次弹劾和珅的奏折，这份奏折共写了和珅的数
十条大罪。只要呈上去，即使不能立刻置和珅于死
地，也会让和珅在政治上惨败。但和珅不知道用了
什么手段，给钱沣下了毒药，而且是慢性中毒，令钱
沣一个月后毒发身亡。虽然和珅搞死了钱沣，但钱
沣对和珅的这份弹劾，却是嘉庆日后给和珅定罪的
蓝本。可以说，和珅整死了钱沣，钱沣却在死后整
死了和珅。 （摘自《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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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吏治虽然相对清明，但也不乏懒政的官
员，有些甚至成为懒政庸官的代表。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少年入仕，升迁
顺利，曾几度拜相。史书上说他擅长陈奏，还很博
学，对于台阁的典故和制度了如指掌。但是，他出
任宰相期间，没有什么建树和贡献。他曾经对人
讲，自己处事并不想决断明快，因为如果做错了，必
定因为自己的倡议和负责而引来指责，所以要“模
棱以持两端可矣”。因此，时人又称其为“苏模棱”。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个人操
守上并无瑕疵，而且作风谦和、为人谨慎。早年担
任侍御史时期，对朝政有很多建议和陈奏，也会针
对唐中宗的一些举措积极进谏。但是，在开元初
期入相以后，反倒在政务上无所作为。他对同时
担任宰相的姚崇推崇备至，自认为政之道不如对
方，故遇到要紧的政务都全部交给其处理，自己只
是“积极签名”而已。有一次，姚崇因儿子去世，告
了十几天假，原本运转流畅的日常政务立刻停顿
下来，事务堆积如山。下属官员找到卢怀慎，他手
足无措、惶恐不已，没办法只好向皇帝谢罪。当时
的人背地里称他为“伴食宰相”。可见，即便像卢
怀慎这样清廉谨慎的官员，一旦尸位素餐也同样
会成为嘲讽的对象。

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程出身宗室，诗赋
和才能都很出色，却性情疏懒。当时翰林院规定，
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李程

则总要等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到，被人称为“八
砖学士”，类似于今天说的“常迟到”。

总的来看，唐太宗以来，虽然政变不时发生，
但王朝完全没有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

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
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

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唐代非常
重视官员的德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
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从唐太宗
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
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
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
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
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

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
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严谨细密、操作性极强的法律制度和考核规
定。《唐律》中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
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
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
性。例如，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

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
而越言上等，各杖六十。又如，凡公事应当处理而
未能及时滞留不办的，以及公务必须按时汇集而违
期不到的，迟一日笞三十，最高处一年半徒刑。

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唐代御史台长官直接
对皇帝负责，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御史有
权直接弹劾各级官员，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对
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可以
说，做到了监察工作的垂直性。

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唐代的勾检制度

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
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高官员工作效率和
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
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
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
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的有效方法。

（摘自《解放日报》）

唐朝如何治理懒政庸官：
常迟到官员被称“八砖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