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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 164 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

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

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

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

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

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

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

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

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

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

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

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

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

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

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

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

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

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

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

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

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

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

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

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

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

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

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

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

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

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

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

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

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

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

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

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

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

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

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

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

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

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

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

“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

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

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

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

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

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

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

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

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

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 196 年，韩

信被诛灭三族，享年 36 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

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

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

山湖一带。57 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

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

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

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

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

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

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

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

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

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

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

“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

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

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

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

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

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

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

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

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

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

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

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

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

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



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

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

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

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

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

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

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

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

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

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

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

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

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

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

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

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

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

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

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 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

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

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

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

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

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

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

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

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

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

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



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

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

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

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

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

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

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

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

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

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

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

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

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

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

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

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

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

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

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

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

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

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

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

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

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

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

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

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

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

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

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

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

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

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

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

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

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

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

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

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

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

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

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

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

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

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

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

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

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

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

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

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

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

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

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

“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

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

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

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

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

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

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综上所述，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对待财

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压力要“清正”。

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