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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以腐败换团结&mdash;&mdash;从一桩科场弊案的变相平反说起　　中国历代王朝，腐败频率
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无出大清帝国之右。
　　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腐败现象得到了&ldquo;明君&rdquo;们的高度宽容。
如康熙十九年（1680）被授&ldquo;额外翰林侍讲&rdquo;的高士奇，以搜集皇帝日常生活言行为能事
，而后将信息出卖。
外面的官员通过他打听皇帝的好恶，以便在汇报工作时投皇帝所好，从而能顺当地获得职务升迁。
得到情报的官员自然得&ldquo;回报&rdquo;高士奇，于是高士奇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高士奇不但贩卖情报还涉黑。
一个叫俞子易的黑道人士，事发前曾把虎坊桥六十间平房以八千两银子的便宜价格&ldquo;卖&rdquo;
给高士奇。
高士奇直到被一位叫郭琇的高级监察官揭发之前，已积现银四十八万两，土地四千顷。
而康熙皇帝与高士奇既是君臣更是&ldquo;文友&rdquo;，他不想追究，只是象征性地问了一下便了结
此事。
而高士奇的回答很得体：在地方任职的高级官员看到我甚得皇上您老人家的信任，短不了给我送礼。
这是事实。
实际上，您老人家怎么决断国家大事，我是参与不上的，您老人家的圣明威福从来就没旁落过。
而臣下的一寸布丝儿、一颗饭粒儿，都是您老人家给的呀！
后来，又有一些告状。
告就告吧，反正最后一切都不了了之。
最后，高士奇辞职回老家，享清福去了。
　　雍正纵容年羹尧贪污腐化已广为人知，若不是他对年羹尧日益不满，断然不会把他打倒与杀掉。
　　乾隆时代里，更是纵容名臣贪污腐化。
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两广总督任上大肆贪污，经查实后判了死刑，等待秋后处决。
但是，其时正值陕甘地区出了乱子，需要一位能干的大臣去处置。
于是，乾隆皇帝就下诏给他免死，并委任陕甘总督，不久又出任闽浙总督，与大将福康安一起平定由
总兵柴大纪贪腐引起来的台湾府居民暴动。
　　从高士奇到李侍尧，其贪腐之状至少告诉后人：康乾盛世有它阴暗的一面&mdash;&mdash;&ldquo;
以腐败换团结&rdquo;是那个盛世里的最真实的政治规则。
　　&ldquo;康乾盛世&rdquo;是个多面体。
它的某一面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巅峰时期：从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钱私编《明史》案，到乾隆
十八年（1753）的丁文彬改写《春秋》案，计九十年间，共有十宗特大文字狱，其中包括为人们所熟
知的雍正朝《大义觉迷录》产生的背景案。
　　大清帝国的皇权利刃把知识分子的胆识给削没了，把他们最后的一点良知也给剔光了。
&ldquo;盛世&rdquo;以后的大贪腐自然难以避免。
不过，大清帝国砍怕了知识分子，也给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向体制内的金光大道：你来考，考好了，我
给你官做；考不好，只怨你运气差b正是由于这一点，清朝中前期的皇帝对处置科场贪腐案件是绝不
手软的，在科场反腐方面的态度也十分坚决。
雍正年间，福建学政俞鸿图的妾与仆人勾结向参试人员泄题。
事情被揭发后，雍正丝毫不考虑俞鸿图不知情而属过失犯罪的实情，竟下令腰斩。
腰斩就是把人砍成两段，短时内死不了。
徐凌霄与徐一士兄弟根据有关史料合写于民国期间的《凌霄一士随笔》追记：&ldquo;俞鸿图被执行腰
斩之刑后，哀求速死，用手醮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lsquo;惨&rsquo;字。
&rdquo;　　是够惨的！
　　乾隆皇帝曾在其上任初期援引过俞鸿图案例，以处置山西学政喀尔钦科场贪腐行为。
他说：&ldquo;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的名额被查，我老爸雍正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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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人们都畏惧科场案量刑的从重从快，没人敢再犯。
今天喀尔钦所犯案子与当年俞鸿图案情节相同，现即比照定例执行。
&rdquo;　　又一个学政被截成了两段儿！
　　那时的学政正式官名是&ldquo;提学使&rdquo;，因历史上叫&ldquo;提督学政&rdquo;，所以清代公
文中仍以&ldquo;学政&rdquo;简称此官。
其品级为正三品，比从二品的各省巡抚小一级半品，因此，是副省级干部。
但是，把副省级高干砍成两段儿也止不住科场的坏风气。
过了四十七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这位皇帝发现科场弊案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便说：&ldquo;
一遇到考试，考生们千方百计地投机钻营，托门子、剜窗户。
说到作弊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巧妙。
考官们也借考试之机大捞一把，置法律于度外，没有干不上来的事儿了！
&rdquo;　　没办法，人皆逐利，读书人也不例外。
谁不追寻书中颜如玉的美色享受？
谁不盼着书中千钟粟的经济待遇？
　　到了乾隆皇帝孙子的儿子咸丰皇帝时代，出了一桩涉及更高级别官员的科场大案。
案主便是位高权重的柏茯。
　　柏茯是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
在咸丰他爹道光皇帝的末年，柏茯已经职任兵部尚书，并授内大臣职衔。
稍后，又调任吏部尚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咸丰八年（1858），他被皇帝任命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
此时他的最高职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到了宰相级别。
　　顺天府乡试一结束，就有人举报主考官柏茯参与作弊。
成丰皇帝鉴于祖宗成法，不能不严肃对待，急令复查所有试卷。
这一查不要紧，五十份答案一模一样的卷子被端上台面。
咸丰真的有点气疯了，他削去了柏茯的所有职务，让他听候处分。
　　够狠，只差开除公职了！
　　主管侦查顺天府乡试作弊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茯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
很紧张。
侦查中发现了柏莜家人靳祥徇私的案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茯讲情，取罗鸿绎入榜。
柏茯挨不过靳祥情面，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卷。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茯一死。
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
咸丰皇帝考虑素来的满、蒙同盟关系，不想处死柏茯。
然而，皇上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
咸丰皇帝发诏说：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机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
处。
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顺天府乡试的大员&lsquo;敢以身试法的。
现在，柏茯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rsquo;皇恩、无视法律，竞到如此地步。
他柏茯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
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
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事情史怎么会不得彻查呢？
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茯又知法犯法。
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
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私心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
常普遍的。
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後案时说：　　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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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科举考试，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ldquo;法不责众&rdquo;或日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如果按照雍正、乾隆父子分别处理俞鸿图案与喀尔钦案来比较，柏茯案处理得不算重。
同为死刑，柏茯只是一刀被砍下脑袋，而前两人各各被砍成两段。
柏茯之案也确实是肃顺与皇帝较劲的结果。
咸丰皇帝不仅出于维护满、蒙传统的结盟关系考虑，更考虑到柏茯已经位至宰相，他提请肃顺考虑这
个因素：&ldquo;宰相能杀吗？
&rdquo;　　肃顺家系也是皇族，尽管与现任皇帝关系比较远，但他是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
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同母兄弟，而且济尔哈朗从小是由努尔哈赤抚养的。
济尔哈朗后来成为努尔哈赤时期共执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在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时代则是四
大亲王之一。
鉴于肃顺过硬的家系，咸丰皇帝不能不慎重考虑肃顺的意见。
用现在的话来说，肃顺的祖先是公司创始时期的五大股东之一。
皇帝家族固然是最大的股东，但四大亲王家族各自持股也不少。
更何况肃顺本人比较能干，在左都御史的位子上干得不错。
另外，他兼有都统的军职，都统级别为从一品。
　　肃顺对咸丰想宽恕柏茯的反驳意见很到位，他说：&ldquo;这不是杀宰相，而是杀主考官。
&rdquo;　　柏茯由于肃顺这一句话，死定了，成了咸丰时代最大的政治咸鱼！
　　然而，世事难料，官场诡谲。
柏茯被砍下头三年后，肃顺也被砍了头，原因是他在与慈禧的权力斗争中败北。
肃顺败北，带来了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观：柏茯那条咸鱼翻了身，尽管他是&ldquo;被翻身&rdquo;的！
给他翻身的是慈禧太后。
　　事情是一位监察官首先提出来的。
他叫任兆坚，职任御史，级别不高，只有从五品。
他要求给柏茯平反昭雪的建议信由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阅示，转刑部与礼部合议。
　　&ldquo;昭雪&rdquo;二字不是我为了读者好理解才这么说的，一如上面把文言文都给写成了白话
那样，而是《清史稿&middot;柏茯传》的原文。
由此可见，当时官场上为被杀的腐败分子喊冤叫屈的大有人在。
　　喊冤叫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旦自己出了个什么案子，也好有人出来说话。
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
　　很快，任监察官的建议被转化成了两宫太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
诏书上说：　　柏茯接受当事人请托而酿成大案，当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就受人请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
给柏茯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
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茯有私怨，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
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ldquo;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rdquo;那样的话。
这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
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
柏蔹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有些用词失当。
考虑柏茯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
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这道诏书下得很有水平。
其一，先说柏茯这事儿有点冤，处理过重，老皇上当时是有心留他一命的；其二，他不是任何问题都
没有，用&ldquo;昭雪&rdquo;二字来表达重新定性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功过两分嘛，我皇上还是肯
定他的历史地位的。
结果呢，说平反，不是平反；说不是平反，又像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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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是变相平反。
　　既然是变相平反，身后的荣誉就别涉圾啦，什么恢复旧有职衔、谥个&ldquo;文勤&rdquo;
、&ldquo;文恪&rdquo;之类_的就别想啦。
但是，给你儿子做重大补偿还是很现实的嘛。
很快，操作程序启动：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莅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为四品卿衔，进入高干序列，具
体使用按六部郎中来。
各部郎中是正五品，与四品卿衔还差一品两级。
但是，在九品十八级的大清官员体系中，正五品是个分界线：正五品以上，是高干；正五品以下，是
中低层干部。
　　对钟濂的安排确实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套用评职称的话来说，叫&ldquo;高评低聘&rdquo;。
正是这个&ldquo;高评低聘&rdquo;，钟濂日后做到了从二品的盛京兵部侍郎。
　　咸鱼翻身是帝国大衰败时代的&ldquo;超奇迹&rdquo;，也是它行将灭亡的一个重要信号，尽管此
后它又维持了五十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这五十一年的时间里，腐败的大帝国让外人欺负得到了除了赔钱还是赔钱、除了割地还是割
地的地步。
今天人们常说的琉球群岛问题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琉球王国本是明代的中国藩属，清朝继承了这一关系。
光绪初年，日本灭了琉球，其南部地区（即今宫古群岛与八重山群岛）按照调停国美国的意见将划归
大清帝国所有。
但是，由于国家腐败而经营不起一支远洋舰队，无力维护，只好弃而不取。
而等有了比较像样的舰队后，由于最高权力人士慈禧太后只顾个人享乐，而主管财政的大臣拒不拨付
经费，结果又在与日本的对抗过程中被打败。
　　腐败，可让咸鱼翻身，有它的体制道理可讲。
这是一项帝国治策。
这个治策的目标就是以腐败换取团结。
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腐败就得受气。
不妨让我们看看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前后的国外舆论：　　其一，7月份（应当是中旬），在
清帝国的请求下，美、德、法三国表示愿意劝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不再对中国的尊严进行挑战，但
是，英、法两国驻日公使却私下里对日本外相陆奥重光表示：&ldquo;欲使大清帝国觉醒古来迷梦，决
不可不加以打击。
&rdquo;　　其二，9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ldquo;大清帝国已经不值得我们对它的
妄尊自大和骄傲心理给以稍稍迁就，来换取和它的友谊。
关于它的潜力的神话和对于它的觉醒的梦想，已被这次中日海战打碎了。
&rdquo;　　其三，10月份（应当是上旬），美国驻大清帝国的代办田夏礼评论中日甲午海战时，公开
说：&ldquo;唯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帝国和世界融洽起来。
只要王朝的统治不致被颠覆，它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rdquo;　　没有一个国家甘愿受外来势力的欺负，但是腐败导致了那样的事实。
而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腐败，使一些高级官员产生了过分的盲目自大情绪，以致对外部世
界产生严重误判。
早在甲午海战发生的二十三年之前，安徽巡抚英翰就对日本派专使来大清帝国要求与西方一样待遇的
一事表示轻蔑，认为日本向来是臣服朝贡之国，不足以虑。
多亏主张洋务的李鸿章等人有&ldquo;日本离大清很近，恐怕会造成长期祸患&rdquo;的意识，才在保
持帝国尊严底线的前提下与日本签署了《修好条规》与《通商章程》。
而英翰又是个什么样的官员呢？
他贪污受贿所得的银子花不完，就将大锭银子剪成小丁儿，往地下撒，像喂鸽子那样，让身为仆人的
美女们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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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美女们扑抢碎银子，心里好舒坦，以至于这项游戏成了他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项目。
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在书中会提到，在序中就不多讲了。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话：　
　研究历史是医治思想疾病的最好药方，因为大家在历史中可以一下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类经历记录。
在这些记录中，人们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找到经验和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鄙、
腐败、堕落的事件产生。
　　好了，就让我们用这段历史名言结束本序吧！
更有趣的内容将在本书正文中慢慢展示出来。
　　2010年7月25日初稿，　　10月8日改定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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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綦彦臣编著。

　　本书以光绪一朝为主体，以同治、咸丰与道光三朝为辅线，描述了晚清的腐败细节，进而生动地
勾画了晚清政治生态。
主要有诡谲篇、残局篇、疯魔篇、隐匿篇、丧亡篇、话外篇，都反映了清朝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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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綦彦臣，河北泊头市人，1964年10月生。
自由撰稿人，有著作多种，2007年初入选《2006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通俗历史著作主要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烫手的江山——闲话五代十国》《宿醉的王朝
：1860-1889晚清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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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以腐败换团结——从一桩科场弊案的变相平反说起
诡谲篇：被病人统治的国家
　第一章 误杀了丈夫却没保住儿子
　第二章 整治与勒索并行
　第三章 吃饱了撑得闹点事儿
残局篇：被利益缠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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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死在印度的大清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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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大阿哥泡沫的破裂
　第十五章 把政府办成合伙公司
话外篇：被时代遗忘的民乱
　第十六章 统治集团的社会形象
　第十七章 老实百姓夹在官贼之间
　第十八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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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诡谲篇：被病人统治的国家　　第一章 误杀了丈夫却没保住儿子　　铁腕反腐，不得官心　　一
向昏庸的咸丰皇帝似乎变得绝顶聪明了，他要安排一下&ldquo;两派三方&rdquo;的权力格局，以保证
六岁继位的儿子载淳皇位稳固。
　　所指两派，一派是他的两位妻子，即皇后钮祜禄氏与贵妃那拉氏，另一派则是他亲自选定的肃顺
、端华、载垣等八位辅政大臣。
两位妻子看顾一个儿子，占据核心权力优势，随时可否决八位大臣的政治决策；八位大臣在日常政务
中有较大权限相机处理，称为&ldquo;赞襄一切政务&rdquo;，可防止核心权力被两位女人垄断。
　　实际上，两派是以三方形式存在的。
因为咸丰皇帝要对为他生了儿子的那拉氏有足够的尊重，令她好好看顾小皇帝。
又怕她母子受排挤，给了&ldquo;同道堂&rdquo;印章一枚。
稍早一点，他也给那拉氏设定了底线，即让皇后钮祜禄氏在那拉氏&ldquo;失行彰著&rdquo;之时，会
同廷臣处死她。
这个安排也写成秘密文件，由钮祜禄氏保存。
另外，对于八大臣草拟的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件，得由钮祜禄氏在开头处盖&ldquo;御赏&rdquo;印，
由那拉氏在结尾处盖&ldquo;同道堂&rdquo;印，才正式生效。
　　但是，成丰皇帝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聪明能干的异母弟、恭亲王奕?给甩在了一边。
他生前对这位弟弟一直没好感，生怕弟弟在适当的时机夺了江山。
更要命的是，肃顺为了自己的政治市场，他也打压奕诉。
对于咸丰皇帝的治丧事务，奕诉作为弟弟与亲王是有发言权的。
八位大臣本来就顾忌恭亲王的权势，玩了一手名义上托以重任而实际限制奕诉活动的花招，以小皇帝
的名义发旨，让他守在京师&ldquo;著理丧仪&rdquo;，也就是为北京方面的正式场面组织料理一番。
　　八大臣自作聪明的草率决定大大违背礼法，引来一大批权臣及贵族的不满。
而奕?呢，不仅有了八大臣政治强势下的受害者的道义资源，而且由于主持总理衙门的工作，与外国人
接触颇多，更得外国势力支持。
外国势力对于肃顺一派的判断则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大清的中央权力偏居热河而不是由奕?这样的人
在北京控制，那么在肃顺等人的掌握下，就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实质上接受了有关条约。
　　在对相关力量格局进行了分析以后，奕?决定硬闯热河，以哭丧为名观察动静。
恰好此时，有意与他搞政治联合的那拉氏发来密信，约他去热河共商大计。
八月初一，奕?赴抵热河，在咸丰皇帝停尸的梓宫，伏地大哭，声音之响亮，充彻大殿；哀状之真诚，
让旁观的人无不陪他垂泪。
再加上他假装对八大臣恭顺、服帖，便得以与两宫太后见面。
两太后见了这位小叔子，也不再避什么&ldquo;叔嫂之嫌&rdquo;，而是泣涕不止，诉说八大臣的猖狂
之状。
随后，就密谋除掉八大臣的计划，商定回京后动手。
那拉氏不知外国人的底牌，怕引起干预，但恭亲王一口打了保票：&ldquo;外国人不会反对我们除掉八
大臣的。
如果有人发难责问，一切由我抵挡。
&rdquo;就这样，八位辅政大臣的命运就被捏在了奕?的手心里。
奕诉与那拉氏的这单政治生意是做定了，在与两宫太后会晤完后，他匆匆赶回北京，为肃顺等人安排
罪名去了。
　　奕?敢作如此大胆推测，不唯有外国人&ldquo;无异议&rdquo;为恃，而且一直在河南与安徽剿捻的
军方强人胜保，也对八大臣怀有强烈的不满，他声称要带兵进京或是到热河去&ldquo;清君侧&rdquo;
。
&ldquo;清君侧&rdquo;一直是古代地方力量对抗或推翻中央的政治口号，如西汉的七国之乱，明代的
靖难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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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保&ldquo;清君侧&rdquo;的威胁也不全然是一时性起，而是肃顺等人在成丰皇帝在世时就权倾
天下，更何况近期又给了两宫太后以难堪呢！
　　当时有一位叫董元醇的御史，他是支持慈禧的大学士周祖培的学生，在小皇帝刚即位时，他就上
书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另外拣选亲王辅政。
他的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恰恰刺伤了郑亲王端华与其弟肃顺。
因为他们的祖先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亲弟弟，在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就立有赫赫战功，终因与兄长分
庭抗礼并欲取代兄长而被囚禁致死。
虽然后来舒尔哈齐的后代被封为王，但终究是带着不好的&ldquo;家庭背景&rdquo;的。
也就是说，董元醇的话外音是：肃顺与端华兄弟二人继承了祖上&ldquo;反叛基因&rdquo;。
　　肃顺代皇帝拟好了圣旨，要下诏驳斥董元醇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及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到两
宫太后&rsquo;那里去盖章。
两宫太后扣下这道&ldquo;圣旨&rdquo;，不往下发，拒不盖章。
肃顺与端华哥俩气急败坏，干脆罢工，什么公务也不处理了。
此一非常之举给了两宫太后以沉重的打击，为了不担扰乱国政的罪名，两位寡妇作&rsquo;出妥协，盖
章了事。
　　胜保闻听此事，扬言要&ldquo;清君侧&rdquo;。
就在声言完&ldquo;清君侧&rdquo;的口号之后，胜保写了专门奏折，表明力挺两宫太后，坚决反对皇
族的远支郑亲王端华与肃顺及载垣辅政，他说：　　政治的权柄要由中央最高层操纵，臣下不得全部
占据。
现在，皇上幼年继位，只有合适的人辅佐，才能对治理国家有益处。
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已经有几年不忠心为朝廷效力了，还冒充帝王之师，让老百姓服从他们。
现在，他们以臣仆的身份代替皇上发言，挟持皇上来号令天下，实在没有能承担先皇托予的希望而让
四海之人民放心。
　　在利用了&ldquo;四海之心&rdquo;这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后，胜保不惜自相矛盾，一口咬定肃顺等
人在咸丰皇帝临终时所记录的遗诏不合法：&ldquo;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芏多不在侧。
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
也。
&rdquo;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
实际情况是，当时咸丰皇帝已经无法拿笔写字，只能口授，由八大臣记录。
也正是这个想当然的猜测，启发了那拉氏，不到半月后，她就给这个版本升了级，声称八大臣伪造遗
诏。
　　身在疆场的胜保虽是关心国事，但也是为了自己。
因为肃顺一帮人积极努力地整顿朝政，连办了几件用法严厉的大案，连当时活着的咸丰皇帝也没办法
，所以呢，除掉政治强人，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于增加了他这类人的政治安全系数。
在奏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一条权宜之计，称日：&ldquo;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
任&rdquo;云云。
　　比较而言，胜保的学历还是低了一些。
他是举人出身，只不过是身边有十万军队而已。
别看这些军队剿捻无所作为，且一败再败，但要杀回北京或闯到热河行宫，搞&ldquo;窝里斗&rdquo;
，还是十分容易的。
肃顺等人听到了胜保的言论确实有些胆怯，但很快，八位大臣又恢复了常态。
不是吗？
那俩娘儿们，不盖章也得盖章，试过一回啦！
还有，他胜保胡说遗诏不合法，他又没来现场，不光我们八个人，其他大臣也是清楚的。
再说，他一个武夫只会胡说八道，一会儿说皇帝有&ldquo;顾命苦衷&rdquo;，一会儿说：诏书非亲手
写，讨论来，讨论去，顾命的事儿还是存在的嘛！
尤其是一，两宫太后是没法在这个事上装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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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顺确实在成丰时代大大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除了众人皆知的抗旨处分耆英案及柏莅案，他还有顺应民情，两次整顿金融秩序的作为。
第一次是针对户部发行当十、当五十、当百与当千之&ldquo;四项大钱&rdquo;而发的。
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糟糕，剿匪军需又高，就得搞通货膨胀政策。
户部不唯发行了&ldquo;四项大钱&rdquo;，还试行纸币即发钞。
一时间民怨载道，而官局的经办人员又借机捞取好处。
肃顺决定利用这个契机，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
　　可巧，官局之一的&ldquo;宇字号&rdquo;五处的账目与官钱总局对不起来。
肃顺上奏要求追究，&ldquo;宇字号&rdquo;就打马虎眼，应付检查。
肃顺大力发挥左都御史的纠察职能，一查到底，不仅把主司官员斐音革了职，而且还没收了数十家涉
案官员与商人的全部财产。
　　第二次，他如法炮制，把官票所给查了个&ldquo;底朝天&rdquo;，将主司景雯等人革了职，将数
十名官吏抄家，财产充公。
　　公平而论，肃顺对&ldquo;四项大钱&rdquo;发行中官方犯罪的打击是深得民心的。
当时（咸丰五年，1855）民间有笑话，证明了人民对&ldquo;四项大钱&rdquo;发行带来的币制混乱之
厌恶。
笑话说：一位学者问一个拉钱的车队，为什么要化已有的铸钱去铸新钱。
对方答日：&ldquo;现在官府存的钱不多，经费见紧张，现在毁了原来的制钱改为当十大钱，剔除费用
，十个大钱出来，能够有四到五个的赚头，为什么不毁小钱而制大钱呢？
&rdquo;也就是说，发行新钱币的利润在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之间。
到了该年冬天，这位学者又碰见了这一队送钱的人。
他们又将大钱回炉，转回小钱。
学者问这还有赚头否，对方回答：&ldquo;现在大钱贬值，只有面值十分之一二的实价。
现在毁了它，改成小钱，掺上些铅沙，不算工费在内，一个出三到四个，为什么不干呢？
&rdquo;也就是说，这次回归旧币制，发行者们又赚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肃顺的铁腕行动，肯定会引起官场上大规模的不满。
百姓乐了，官吏烦了！
当然，肃顺毕竟是久经官场的老手，他有意延揽一时名人，如郭嵩焘、王耕云等人均与其交往密切。
肃顺与这些社会名流在家座谈，了解社会情况。
了解完后，再把谈话的核心内容改造成自己的意见，上奏给皇帝。
因此，一般情况下，肃顺的奏论要比其他大臣实际、有效得多。
　　有文人出谋划策，还得有武将作外援。
他的目标是与湘军结成政治同盟。
除了主张大力使用湘军剿匪外，肃顺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上报的奏折，多加赞赏，支持皇帝迅速批复。
　　在权力场上的人看来，这不就是为控制内外大政甚至为自己当皇帝作准备吗？
肃顺的心理可能是：要皇帝的实权而不用皇帝的名分。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产生过当皇帝的念头。
因为后来他招供的罪行中就有&ldquo;擅坐御位&rdquo;&mdash;&mdash;即&ldquo;上龙椅坐了坐&rdquo;
一条，至于&ldquo;擅用行宫御用器物&rdquo;就更不用说了。
　　肃顺拉拢军方的最令人害怕的举动，是他在与曾国藩湘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又与左宗棠挂
上了钩。
甚至可以说，没有肃顺利用咸丰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力保左宗棠，就不会有淮军的出现。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收复武昌，表奏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有济师、筹饷之功。
朝廷赏以兵部郎中之职与四品卿衔。
但由于骆秉章劾免总兵樊燮，樊燮就拿骆秉章的好友加幕僚左宗棠说事，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
之功劳不实。
官文在未查实情的情况下，就向皇帝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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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在武昌面对面辩论。
最后，由于肃顺在北京向咸丰皇帝递话，说明官文是受了骗，才了此公案。
而后，左宗棠正式加入湘军，朝廷又给了四品京堂的身份。
稍后，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到安徽募兵，成立了&ldquo;淮军&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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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翰是满洲贵族，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举人。
他从知县一直做到两广总督的位子上，死后被朝廷谥为&ldquo;果敏&rdquo;。
他何以有果敢、聪敏之谥呢？
主要是他&ldquo;剿匪&rdquo;有功，其中以擒获后期捻军重要将领赖文光之战最有名。
但是，他敢打敢拼也能胜并不代表他从政清廉。
　　他家的钱太多了，或许是屡次打胜仗得来战利品应上缴国库而未缴，或是部属与商人送的，总之
，数也数不清。
英翰有一大生活特点，仆人尽量选女性，选女性尽量选漂亮的，&ldquo;皆年少美风姿者&rdquo;。
有了这些美女陪着，不打仗或不处理政务的时候，他就向她们散&ldquo;猪食&rdquo;。
他让专人准备每小块重一二钱的银子，堆在桌子上，然后他一把一把地往地下撒，婢子与女仆谁抢着
算谁的。
　　学成于光绪后期、民国时代两度当选议员的学者与报人易宗夔在笔记著作《新世说》中，追溯这
个故事的场面说&ldquo;如扑蝶戏&rdquo;，&ldquo;英顾而乐之，几日以为常&rdquo;云云。
　　既然&ldquo;大官大贪&rdquo;，就免不了&ldquo;小官小沾&rdquo;，后者要以&ldquo;小沾&rdquo;
的方式保持相对体面的生活。
因此，腐败普遍化就不可避免，普遍化的下层官吏腐败已经是晚清社会的不治之症。
为了能从国家公职上不断地沾到利益，小官吏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方法，比如夏天在肛门里藏银子，
冬天在茶壶里冻住铜钱往家带，凡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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