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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主编王春瑜是历史学专家，他组织多位学者，倾其多年心血著成这本反贪
通史。
原书写到民国截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并获国家出版奖。
现《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经过修改完善，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民国和当代部分，使得《中国反
贪史(套装共3册)》更全面更具权威性。
反贪是历史性的更是现实性的问题，是全球的更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特别是为执政党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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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瑜，1937年生于苏州桃花坞街道尚义桥东，因避日寇战火，在建湖县水乡长大。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班，师从粱启超弟子陈守实教授治明史。
1979年从上海师范大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明史及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并写作杂
文。
出版明史著作6种，杂文集10种，其他史学著作多种。
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至今。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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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人出现／1 二、“三代”国家政权及贪贿和反贪的特征／4 三、早期倡廉勤及反贪贿的政治伦理
／9 第二节 春秋战国贪贿与反贪的发展／12 一、春秋时期列国间的贪贿／13 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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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贪贿暴敛的文学／46 附录略述先秦时期监察状况／53 第二章秦汉时期／56 第一节短命的秦皇朝
／56 一、秦朝的建立与灭亡／56 二、秦朝的监察机制及其运作／59 三、贪贿与急政／65 四、法家政
治文化中的反贪意识／70 第二节在辉煌中走向灭亡的西汉皇朝／73 一、西汉的建立与灭亡／73 二、西
汉的监察机制及其运作／79 三、黄老思想指导下的前期吏治／99 四、贪污横行与汉武帝加强反贪力度
／123 五、愈演愈烈的贪贿风／143 第三节 与腐败为伍的新皇朝／158 一、新朝的监察机制及其运作
／161 二、新政实施中的贪贿风／l64 第四节在外戚宦官擅权中导向灭亡的东汉皇朝／167 一、东汉的
监察机制及其运作／167 二、“退功臣、进文吏”政策下的前期吏治／180 三、凤毛麟角的循吏／198 
四、外戚、宦官交替擅权／210 五、难以遏抑的贪贿风／224 第五节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23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240 第一节 三国／240 一、监察机制及运作／240 二、曹魏政权的反贪实践与吏政／255 
三、诸葛亮的法治与清廉／269 四、孙吴的吏政／279 第二节两晋十六国／285 一、反贪机制及运作
／285 二、西晋腐败之风／299 三、东晋贪污概况／306 四、十六国政权的反贪机制及实践／312 第三节
南朝／317 一、南朝监察制度／317 二、刘宋吏治与寒人掌机要／322 三、齐统治集团的腐败／331 四、
梁朝贪污之风与贺琛上疏／336 五、陈朝吏治及其覆亡／342 第四节北朝／348 一、北朝监察制度／348 
二、北魏前期官无俸禄下的吏治状况／354 三、孝文帝班行俸禄与整顿吏治／359 四、北魏后期贪污盛
行与腐败之风／370 五、东魏北齐的贪污腐败和反贪活动／377 六、西魏北周的改革与吏治／383 第五
节魏晋南北朝反贪的启示／390 一、贪污与门阀特权／390 二、反贪和改革／391 三、贪污与政权存亡
／392 第四章隋唐时期／394 第一节隋唐时期的贪污／394 一、隋代的贪污／394 二、唐代前期的贪污
／403 三、唐代后期的贪污／418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反贪机制／430 一、法律监督／430 二、监察制度
／442 三、官吏管理制度／448 第三节反贪实践／453 一、隋代反贪污／453 二、唐代前期的反贪实践
／460 三、唐代后期的反贪实践／465 第四节反贪文化／471 一、反贪诏令／471 二、反贪奏议／477 三
、反贪言论、民谣和文学作品／489 第五节反贪启示录／493 第五章五代十国时期／496 第一节五代十
国时期的贪污慨述／496 一、五代十国的更替线索／496 二、五代时期的贪污状况／497 三、十国时期
的贪污腐败／504 第二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反贪机制与成效／509 一、五代十国时期的反贪制度／509 二
、五代十国时期的反贪成效／513 第三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反贪文化／518 第四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反贪
启示／521 ⋯⋯ 《中国反贪史（中）》 《中国反贪史（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光武帝以“柔道”理天下，汉明帝遵循其政，章帝、和帝也奉之不失，所以东汉前期政治
局面比较宽松，为人民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由于统治者采取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政策，使东汉前期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有二千一百多万，到明帝末年便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章帝末年增至四千
三百多万，到和帝末年又增加到五千三百多万人。
人口的增加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东汉前期，在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水利的恢复和整修。
东汉前期的统治者都注重对原有水利的恢复和整修。
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及张堪、马援等都曾在地方兴修水利。
汉明帝时令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从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都得到妥善治理。
不仅有效遏止了河水泛滥，造福于时人，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塥流法和水门控制法等水利工程技术，是
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2）灌溉面积的扩大和灌溉技术的提高。
随着水利的恢复和发展，大批田地得以灌溉。
灌溉技术也较前代有所提高，人们把水田和池塘巧妙组合，还有的修有下水道，以保证灌溉的及时和
便利。
（3）耕作技术的提高。
东汉时，犁耕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铁制耕作工具逐步增多，牛耕得到较普遍的推广。
在大地主的田庄里，“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
”①，分工已很精细，每个庄园成为奠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得以繁盛。
东汉前期，铸铁技术、制钢技术、纺织业、青铜铸造业、漆器业、造纸业、制瓷业等手工业都有了很
大进步。
东汉前期，商业也十分繁荣。
刘秀因曾“贩谷于宛”，从事过商业，所以对商人采取放任宽松政策。
和帝时“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①，正式废除盐铁专卖政策，更促进了商
业的发展。
新兴产品不断涌现，城市也因此更加繁荣。
 由于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使国家免除了功臣擅权、尾大不掉的危险，更
利于新王朝的稳定和发展。
素质高、操守好的文吏被利用，是廉洁清明政治形成的基础。
地主骱级执政集团素质的提高是东汉前期吏治清明的重要原因。
光武帝时，“牛马放牧，邑门不闭”②，汉明帝时，出现了“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
滋殖焉”③的盛世景象。
汉章帝时，“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
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
巍巍荡荡，莫与比隆”④，亦是一繁荣时代。
到汉和帝时，东汉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但“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
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⑤。
和帝时虽经外戚窦宪乱政，但基本上能存前三代之遗风。
吏治还算清明。
总之，东汉前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整个官僚系统素质较高，清正廉洁的官吏为数很多。
监察机制完善，能有效及时地督察全国，防止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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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中兴盛世，确不为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编辑推荐

《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中华民国的腐败状况、反贪斗争的轮廓和脉络，总
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
。
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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