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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位中国专门从事告密史研究的学者戏谑地将告密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当然，这肯定会
引起一些人的不快。
因为古代中国人是以“礼义廉耻”这四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告密恰好是这四维的夺命杀手。
告密者通常不顾廉耻，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告密者恰好又把君子不妄自非议他人的“礼”和千古传唱
的“义”踩在脚下。
等于说，告密者拥有了人类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出卖他人。
然而，愤怒总归是一种情绪，却不能改变事实。
翻开二十四史，告密者比比皆是。
这些藏匿在历史臭水沟中的幽灵往往以出卖他人而使自己身价百倍，甚至有些时候，告密者的一次告
密居然会改变历史。
比如最有影响的就是东汉末年张角阁下平时最器重的徒弟唐周的告密，使得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起义者
仓促而起，根基不稳，很快就被东汉政府灭掉了。
再比如，鸿门宴没开始时项梁的告密，使得刘邦有所准备，轻易地躲过了项羽的诛杀，从而建立了汉
帝国。
如果说告密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文化，那么，将这种文化渗入社会的就是那些帝王们。
但这还要另当别论，比如那个做皇帝和做百姓生活一样清苦的尧舜禹时代，他们就鼓励天下百姓来报
告一些事情，并且还设置了鼓、石头等物件，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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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年以来，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是不主张非正义告发的，但只要有专制
政治存在，统治者就鼓励告密。
整个封建王朝，从秦到清，告密始终贯穿其中，成为帝制历史的一个带有污垢的眉批，而告密者就是
那块污垢。
这块污垢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超乎我们想象。
它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中国古代的告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控制他人灵魂的历史。
    而各个时代的告密者们，各显其能，通过告密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改变历史者有之，遗臭万年者
有之，飞黄腾达者有之，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可气或可悲，无非都是专制统治下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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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木风，70年代生人。
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与体会，文风通俗而有历史韵味，信笔由缰而重历史真实。
现居北京。
曾出版《乱五代——五代史的另类解读》《温柔的血腥——剖解帝制时代的十一位太上皇》《清朝的
面孔》《历史的拐点——改变中国历史的偶然事件》等人文历史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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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五大发明  1、从“肺石”说起  2、谁是告密鼻祖  3、国人为什么要暴动  4、天机可以泄露
第二章　当告密成为国法　1、商鞅的末路　2、唐人朱敬则的上书　3、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第三章
雄风下的幽灵　1、韩信之死　2、告密滔滔　3、“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　4、成也告密，败也告密
第四章　铜匦：让告密人人有份  1、可笑的鱼保家  2、全民告密时代  3、鬼哭狼嚎的红妆年代  4、李
泌的儿子第五章　无告密，不温柔　1、帝王的笑　2、家贼无防　3、一个科学家的告密人生　4、李
清照的九天牢狱第六章　奉旨告密　1、一张铺天盖地的网　2、靠告密起家的皇帝　3、告密的极致
　4、最后的表演第七章　大清帝国的告密风潮　1、李煦的奏折　2、千里眼顺风耳：雍正　3、撞鬼
的曹锡宝　4、文字狱，文人们第八章　戊戌政变下的告密疑云　1、政变真相　2、谁是告密者　3、
袁世凯如是说结语  灶王爷与羊——告密的存在化与对付告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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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第五大发明　　1、从“肺石”说起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
，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
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
据他观察此物体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六十六《秋官·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
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
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
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
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
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
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战国后的知识分子，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
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
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日不足。
”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
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
”，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
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
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
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鼓大致相同。
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晋朝有个叫崔豹的人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 “（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
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交衢悉施焉。
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
”跟西方的十字架有点相像。
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
　　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
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低，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
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
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
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
《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
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
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
与非。
　　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
但绝不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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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
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
姓来敲打这面鼓。
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中央
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
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善，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也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
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
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被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
实行。
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禹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
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
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
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
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
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
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
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
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
　　谁是告密鼻祖　　自有信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告密者应该是商纣时的崇侯虎。
崇侯虎是崇国（陕西户县地区）的诸侯王，名叫虎，据说其长得就非常特别。
面如锅底，下巴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一双蛤蟆眼，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蓝天厉
声大叫。
　　从寥寥无几的正史记载来看，崇侯虎应该是纣王设在陕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密探，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监视高原上的其他诸侯国。
商朝实行分封制，把全国分成若干个国，每一个国都设一个头，外环方国领导人称为“伯”，中环诸
侯的领导人就称为“侯”。
外环离中央比较远，所以许多“伯”都不是太老实，崇侯虎在陕西密切注意的一个“伯”是封地在歧
山的周伯侯（姬）昌。
此人就是后来被千古传诵的周文王。
　　周伯昌是商朝的一个人物，曾与两个诸侯王鬼侯和鄂侯被纣王任命为本朝的“三公”。
在一般人的眼中，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完全可以知足了。
至少周伯昌是非常知足的，但鬼侯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自己身列三公之位，并不能光宗耀祖，还应该
继续向上攀登。
众所周知，纣王喜欢美色，鬼侯就把自己漂亮的女儿献给了纣王。
纣王当然很高兴，暗示鬼侯将来必有大大的好处。
鬼侯这里还没有准备迎接好处，厄运就临头了。
　　据史料记载，纣王是个淫荡之人，而鬼侯的女儿不喜欢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男女之事上，尤其是看
不惯把男女之事当成事业的纣王所为。
纣王的自尊受到了打击，立即将这个美人杀掉。
这还不解气，他又找来鬼侯，把鬼侯也杀掉，还将他剁成肉酱。
鄂侯站出来为已经死掉的鬼侯申冤，认为纣王做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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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又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尸体做成了肉干。
　　周伯昌当时也在商朝的都城朝歌，听到这样的事后，没有为两位同道说一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
封地。
　　崇侯虎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崇侯虎跟周伯昌的关系是不错的。
首先，大家同朝为官，而且封地又临近，两人时常无事就会来回走动。
在一次谈话中，周伯昌就把纣王杀掉鬼、鄂二侯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很可能叹息了几下。
崇侯虎当然也没有阻止周伯昌的叹息，很可能周伯昌在叹息的同时，也说了几句不满甚至是咒骂的话
。
　　崇侯虎回到自己的封地后，反复考虑很久。
我们知道，纣王是不鼓励告密的，所以，崇侯虎想要把告密一击必中，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如果他只是简单地跟纣王说，周伯昌那老家伙对你杀掉鬼侯和鄂侯的行为表示不满，纣王很可能会找
到周伯昌问，周伯昌看上去木讷，但在关系自己性命的问题上，绝对可以口若悬河。
到那时，崇侯虎很可能会偷鸡不成反蚀米。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隔墙有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