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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修订本出版说明本书的第一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发行。
这次修订撤掉了杂编中的两篇文章：《造化的报应》和《探究雷锋》，增加了三篇文章：《潜规则的
定义》、《正义的边界总要老》，以及一篇关于潜规则概念的访谈。
第一版的开篇处，类似影壁的地方，有一段关于“潜规则”的说明，这次不再收入，节录如下：“在
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
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
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
些原则相去甚远。
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
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
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
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第一版出版后，我对潜规则的认识又有深化，补写了一篇《潜规则的定义》，收在《血酬定律》里
，这次移了过来。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为潜规则勾勒了一幅正式法规变迁的背景，又未曾收入《血酬定律》，也收入
本书。
在“潜规则”概念问世十周年之际，《新周刊》的主编采访了我，追问这个概念诞生的经过和随后的
进展。
本书编辑提议将访谈录附于书后。
我愿意以此作为向读者的汇报。
吴思200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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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著作中，作者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
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
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日“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
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
书中对于潜规则的定义、特征，潜规则阴影下皇帝、官员、百姓的不同处境与抉择，潜规则盛行的社
会土壤，以及潜规则何时会萎缩，均有论述。
潜规则现象产生、盛行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它一时还难以消失，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才能最后根除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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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恩，1957年生于北京。
1978～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
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
1997年至今，供职于《炎黄春秋》杂志，先后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
著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
曾获评为《新周刊》2004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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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节：身怀利器(1)身 怀 利 器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
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
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1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
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
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
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
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
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
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
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
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能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
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
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
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
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
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
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
害自己 。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
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
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
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了。
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的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
笔。
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他们出面，他躲在暗处作手脚，敲出钱来
对半分。
第2节：身怀利器(2)故事说：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
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
见这张首状是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
立时准状，佥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
是可听可不听的。
在这两个具有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
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
我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打点。
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
果然就放了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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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
四十两银子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也值得一追了。
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
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
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说，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府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
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
“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
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
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
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
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第3节：身怀利器(3)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以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
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
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称“破家县令”。
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
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
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执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愿开
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
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医证据的支持，应当说风险极小。
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
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
怎么断都不算错。
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里。
他面临着被绞死的风险。
即使能侥幸保住性命，坐牢、丧妾、挨板子、耽误生意，这些损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这就好比美国人面对伊拉克。
美国有巡航导弹，能够随心所欲地炸人家的总统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
你随时随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却打不着你。
这正是“利器”的妙用。
掌握了这样的利器，谁还敢惹你生气？
你又怎么能不牛气冲天？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作“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获的却是众多的子女玉帛，这样的仗自然就特
别爱打，也特别能打。
官吏们要顶住多打几仗的诱惑，很有必要定力过人。
2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
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
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 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
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
指为窝赃户。
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潜规则（修订版）>>

。
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
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
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
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
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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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
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
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
公田里草荒严重①。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因而削马写
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一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
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
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
作为暴力一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一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
始替换分封制。
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
    ⋯⋯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
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干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
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
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干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
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
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
下的暴力。
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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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潜规则”——21世纪第一词。
作者在历史上写下现实的眉批。
                                                         ——《新周刊》杂志上世纪90年代，我与吴思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交往模式
，每次从天则所双周讨论会出来，站在方庄的车站上，讨论一个小时问题。
没讨论完，经常车来了也不上。
通常是他提出观点，然后用故事论证，让我反驳他。
就这样，我跟吴思抬杠抬了好几年。
《潜规则》中的那些道理和古代官场上的例子，吴思差不多给我从酷暑讲到寒冬，从寒冬讲到酷暑。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吴思会把这些话题系统化，形成一本书，而且是名著。
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我往抽象里提炼问题和概念，他就打断，一定坚持还原成经验可理解的东西；坚
持从常识中推导出公理，来推演那些元问题，也就是根子上的问题。
这样讨论出东西，好处是推理实在，老百姓也能明白；但特别花时间，一个小时不够讨论一个细节的
。
多年后，我对吴思说，你这种方法很像胡塞尔和孔子的现象学方法，西方叫本质直观，东方叫实事求
是（或格物致知）。
                                             ——姜奇平，《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 我和吴思是在《农民日报》、《桥》杂
志时的同事，80年代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背着一个很搞笑的军挎包，到处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1988年我们去过一次大寨，去看一个集体主义的典型在分散模式的时代是怎么解决的。
他跟一般记者不一样，除了事件本身的真相之外，还探究社会结构的真相。
我们直奔大寨，跟农民在田埂上聊。
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听说有找农民的记者，就开车过来了，搬椅子我们坐。
跟农民聊怎么能坐着呢，就都站着聊。
    此人有国士风度，我当时私下认为是同事中能成大器的几个人之一。
我对他的评价是“都市里的文化隐者”。
他外表看着很漠然，实际上心很热。
吴思有很多朋友，但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是很孤独的，他不是要解决个人的问题，
而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刘江波，触动传媒执行副总裁 他和李亚平是同学，都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
系毕业的，都喜欢到历史中发掘教训。
他发明的“潜规则”一词非常流行，一次有人向法国学者马克介绍说，这就是“潜规则”一词的发明
者，马克问，“潜规则”是什么意思？
吴思用英文回答，说是“隐蔽的规则”。
这个词比较贴近生活的历史，让人浮想联翩，比如老百姓说的“猫腻”，古人说的“形格势禁”，还
有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钱规则”，确实有很多隐蔽的规则。
中国，兵法最发达，“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这种东西，确实值得研究。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做研究的人，对潜规则其中的意思都是
知道的，这本来是一个学理的概念，也有相关的描述，只是我们都没有人用潜规则来概括。
吴思把这个概念形象化了，潜规则一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特别生动。
他通过历史来分析，又呼应现代的问题，这样更容易把潜规则变成一个公众概念。
吴思开出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子，不是很学理，但很有智慧，很有冲击力。
这正是过去的历史研究缺乏的。
    易中天也讲到一些权谋，但易中天的太简单化了。
他们都说潜规则，但不同的是吴思对潜规则的态度是批判的，而易中天却在暗中有一种赞美之意，两
人的取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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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史学开始大众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把握舆论的导向。
我们应该让人民向善，而不是向恶。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吴思是个处变不惊的人，他不追社会热
点，不像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热点发言，他不做社会的跟班、不做市场的跟班，这一点很可贵
。
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社会有通透的认识，做什么事情都会找到自己的一套认知的方法
，不受别人的影响。
他也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走哪儿都骑自行车，住的房子也非常破，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他应对世界的
逻辑，不赶时尚。
有的教授、学者聚一起都是谈房子、车子，他不求这个。
有一阵他严格按照养生食谱来要求自己，吃几个蛋白、多少卡路里、多少单位脂肪，他都能数量化。
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
，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
力地拷问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余世存，学者 吴思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的概念萃取和创造的办
法。
大家知道，“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这些概念，是吴思的萃取和创造，现在已成为
流行语汇。
可以说吴思丰富了中国语汇，深化了中国思想。
有时我想，概念的萃取和创造，也许是衡量一位思想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就萃取不出来有用的概念。
没有学术思考的灵气，就创造不出来可以流行的概念。
    治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学究性的，去整理和还原历史的材料，另一种态度，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
关注去研究历史，目的是解决今天的问题。
吴思是有深切的现实关注的，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现实的运行逻辑，是为了寻求解决中国
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吴思不是中国历史学家，而是中国历史思想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中国历史
的政治思想家。
                                        ——杨鹏，北京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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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一书的作者是发现和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潜规则”的第一
人。
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当初（十年前）发现“潜规则”概念时，“心中窃喜”！
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因长期潜心研究而豁然开朗的重大发现，不仅在作者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澜
，也让中外历史文化研究者及广大读者倍感震惊!从此，“潜规则”一词，便滥觞于各大媒体的显要版
面，也让数百万乃至数亿读者耳熟能详。
为此，有媒体称作者的惊人发现，成就了中国“21世纪第一词”，作者也荣膺“潜规则概念之父”的
桂冠。
什么是潜规则？
作者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
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才是人们（尤其是官僚
权势集团）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联。
作者是这样论述的：“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
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
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
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
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
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内容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
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至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少清官，甚至淘汰清官，选择恶棍，正是官场“潜规则”发挥效应的结果。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好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让你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
本质与真相，让读者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洞穿历史的内核，还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
日常生活细节中，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巨大的、悲天悯人的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
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
比如，作者在揭示官场中“淘汰清官”的潜规则时，作者写道：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
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
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
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
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
” 作者在论述“新官堕落定律”时，也这样史论结合：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
，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
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
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
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
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
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
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
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
在数千里之外呢。
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
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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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
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
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
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
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
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
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
了，全都又奸又贪。
”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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