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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教训》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的教训》（全新修订精装版），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
通俗读物，也是第一本由纪检监察干部倾注心血、联系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而写就的读史感悟。
作者习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12年—2014年，并发表在《中国纪检监
察报》等多家媒体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
，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作者巧妙地从古今历史，特别是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
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从关注“四风”问题的《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到透析“官商勾结
”的《张之洞借钱》，从探索“总开关”问题的《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到聚焦作风建设的《作风建
设与历史周期律》⋯⋯这些文章紧跟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虎拍蝇”的节拍，精选案例，精讲故事，
精析道理，成为学习领会新一届党中央治理腐败的坚定决心和高超战略的鲜活教材，是党员干部进一
步转变作风，守纪律讲规矩，做好各项工作的有益参考。
《中国历史的教训》（全新修订精装版），整体进行全新修订，增加了多篇附录文章，有趣、有料，
叙事流畅生动，见解独到深刻，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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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习骅
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
政立法和苏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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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垃圾
2、很好看，也值得琢磨。
3、《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不忘过去，从过去找到未来的发展之路。
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态度，中国历史悠久，可以借鉴的教训也很多，
读读此书，对未来的前路将大有裨益。
5、历史是一面镜子。只不过在习骅的笔下，这样的镜子教训写得更加深入简出，在当今这样一个政
治紧张的年代，这样的书籍更有它的意义所在。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活好当
下~
6、呵呵，宣传作品
7、在干部读物里算是读得下去的了
8、可读性还行，可是作为御用刀笔吏如此推崇雍正，就不怕影射今上暴毙而夭吗？
9、漫长的中国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财富，有些人读来以史为鉴，有些人读来则全是乐趣
，若两者皆能从书里得到，那可是很难得的
10、可说呢，据我的记忆明朝的反腐监察管理制度好像是最为严格的，设立的部门也都很完善，即使
是最为诟病的暴政，也可以给后人留下前车之鉴的经验教训和点播，这书就值得我们去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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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古今吏治得与失——读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习骅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基于对历史大局的
了解，从官场吏治的专业视角出发，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实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官
场也起到警示和启发的作用。所以说，《中国历史的教训》完全可以作为体制内党员干部的教材资料
，作为官场的实用工具大力推广起来，以古察今，体察自身，更好地为政治体系健康发展所服务。该
书列举一些历史实例，总结深刻教训，比如雍正的励精图治，使得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大好时期；
而朱元璋的果断，崇祯的寡断，也对王朝的根基各有不同的影响；其中也指出苏共各领导人的浮夸风
气，因此葬送了国家。特别强调体制内腐败的猖獗最终导致覆灭的道理，呼吁应吸取教训，认识到廉
政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的创新何其重要。《中国历史的教训》细查历史事件背后的玄机，突出人物的
鲜明性格，倡导处理事情的英明果断，将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摆出来，以此在体质内部疏通并加以宣
扬，当然可以成为一本好教材。历史教训就是要我们遵循以史为镜的精神，注重官场作风问题，体察
到由于坏的制度滋生腐败，接着腐败侵蚀了根基，造就摇摇欲坠的王朝，并且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乃罪魁祸首是也。拿到当今社会层面也是值得借鉴的启示。黑格尔曾经从人文主义观念出发，论
述中国人如何缺少道德，而学者钱新祖对此以时空性差异的缘由做了反驳，现在我们看到，习骅所遵
循的价值观具有典型的时空局限性，属于体制之内的价值观，对此我们要对症看待。让我们一起来看
看习骅总结的历史经验——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
满希望！这是基于现行国家体制内值得提倡的管理方法，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价值观所在。再者，这
些文章都曾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主要服务于说教宗旨，也就可以谅解历史人物扁平化这一
行文大弊。听了一席习骅的“古今”，各有各的评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滔滔历史长河悠悠然逝去
，留下的都是金光闪闪的思想，不管谁来断章取义，后人自明事理。作为读者，我们要擦亮眼睛，看
清历史的真正教训，走出内心的沼泽。
2、“举孝廉”是汉朝时期有一种自下向上推选庶民为官的制度，凡推举之人都须具备孝悌、廉正的
本质，这些人不仅内在人格健全精神充实，于外行事亦自有准绳廉洁清明。但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过
程中，孝廉这样的制度却慢慢的失去了其最初的价值。东汉的学者王符就指出了这其中的弊端，“富
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而其中一切的根源无不指向了贪腐，这是
一条蛀蚀和败亡国家的毒虫。《中国历史的教训》是一部具有诉国民之声、警贪腐之音以历史教训为
当下社会经验的佳作。作者习骅以多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职业敏锐性，从尘封的历史中找出贪腐官
员的反面教材，以这些人物故事激起读者的反思，解读十八大之后党的政策与态度。全书24篇文章，
内容讲述贪腐典型，思想紧扣廉政奉公，行文轻松自然、义理浅显，文字无声却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习骅的文章针砭时弊、鞭辟入里，他以历史人物的原型，写下一个个时下贪腐的重灾区。如描述近史
的《共产党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抗战时期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军民，但在重庆60多
天却奔波于各种宴会，美酒佳肴当前却令其寝食难安，国难之际后方却穷奢极欲。而延安行却看到了
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令其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并在记者会上说：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
”，续而与重庆方面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多年之后，延安的作风并未真正传承，反倒是当年重庆的穷
奢极欲却在官民间流传开来，想要办事先请客，讲排场讲面子，当初虚开油票的行为在当下各单位更
显普及，这些消费最终却由纳税人来买单。这是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是亡国的前兆。一个国家如果不
能有严格的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败落，那将导致整个国家走向衰亡，所以习主席提出“使纪律真正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决策，也是民心所向的政策。《巧官曹振镛》讲述清朝官员曹
振镛为官的巧妙之道――“把国家利益放到一边，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欺上瞒下、不择手段。
”自九州一统有国家以来官员就是立身化民的根本，正如孝廉制度的出现是历代君王任用贤才治理国
家的措施，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管理国家教化民众就得靠这些品德优异的高素质人才，但贤者得不
到重用，或损或贬这其中的原因离不开父母官忽视国家利益、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这些为官者都善
于用一个“巧”字，懂得为官与升官的巧妙之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互相隐讳，莫敢上闻”，
便成为这些官员的方便法，当下巧如曹振镛之类决非少数典型，而是普遍性的存在，正培养出了官员
的不作为，跑官买官的历史现象又重现在当下的社会，这些巧官仕途亨通，鸡犬升天，伴随的是巨大
利益的私有化。整贪腐，治风气，正风肃纪迫在眉睫。反腐倡廉，清理腐枝败叶的“老虎苍蝇”，同
时也要提倡廉洁的作风，提升官员们的素质，这才能真正赢得民心。随着改革的开放，人们的物质生
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与之同时提高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这是滋生贪腐的温床，习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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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包子”点的包子与小菜，随和的吃，却吃出了当年延安的朴素之风，这让看到新闻的百姓无一不
觉得内心温暖。习骅所著的《中国历史的教训》集结的这24个故事，是为当下官场号脉，查究出贪腐
滋生的病因，对症下药，深刻的剖析腐败是如何亡命亡家亡国，同时又解读国家正在通过对政权制度
的制约来努力挽回流失的民心，此举任重道远。
3、文/岸晓风 记得郭沫若有一句响彻大江南北的名言：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
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那么，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有没
有现成的经验呢？ 当然，近代以来将书读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我们的毛主席就是杰出代表。不扯
远了，手头的这本《中国历史的教训》就是习骅先生将死书读活的集中成果。 说这本书是2015年最火
的图书之一，是毫不夸张的。尤其是党政干部，更是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这本书由24个故事组
成，分别是作者近几年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读史体会的结集。 但是如果说这是普通的结集那就大错
而特错了。目前，一些作者动不动将几年的文章排列一下，就出版了，这个是通常意义上的结集。这
本书的24篇文章其实是有严密的逻辑在里面的。 这个“逻辑”，就是作者集中探讨了清朝的历史，同
时辅以明朝和苏联的一些篇章。作者是研究苏共党史的专家，作者笔下的苏联，是最值得我们去了解
，去体会的。对于明朝，作者开篇讲的就是明朝的事。习骅的文章都有鲜明的政策指向。 这篇文章叫
《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最初发表于2012年12月28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当时的背景是习近平提
出的“反四风”，反对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奢靡之风，茹太素则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的典型。这篇文章也让我们一窥作者的行文特点，那就是他的文字和思想是紧跟形势，基本上政策
有什么热点，他的文章就反映了出来，这是对时政的一种高级关注。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
故事大部分将的都是清朝。作者也对人介绍如此关注清史的原因，那就是清朝离我们最近，看到清史
的材料会有一种现场感。他们将中华文化好的一面发扬到极致，坏的一面也到极致了。这么大一个王
朝，1840年之后就直线掉了下来，所以作者比较有兴趣去研究。可以说，作者把清朝的历史故事写活
了。 为什么活，一方面，是作者对清朝史实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卓越的通过文字“借古
鉴今”的能力。作者用轻松的笔书写严肃的道理，让历史的教训成为今天的经验，让前人的愚蠢成为
今天的智慧，轻松阅读中启发深思引起警醒，让我们不得不对该书一次次捧起，一次次思考。
4、十八以来屡屡看到“某某老虎落马”见诸报端。但凡得知，群众网民无一不拍手称好，一边痛斥
官员知法犯法，贪赃枉法，一边又为共产党对贪官铁腕政策感到无比欣慰。随着每一位被揪出来的官
员，人民群众都会为此感慨一番“官之多，贪之大”，可是正是这一个个落马事件才让老百姓对党更
加的有信心。 宏观上说，反腐工作随着十八大的结束开展得更加的如火如荼。微观上说，反腐思想也
随着党领导而更加深入人心。在这一方面，反腐文化也给了党，给了群众强大的支撑力。习晔笔下的
那本《中国历史的教训》无疑就是众多此类书籍当中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了。通过24个古今故
事来揭露官场制度，为反腐风暴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文化支撑。 习晔并没有如其他反腐文件一样，各
种咬文嚼字，各种解释法律文件，他有的只是讲述一个个官场小故事。正如《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一文中，用几句话就能提出自己意见的奏疏中，茹太素却用了长篇累牍，也因为被朱元璋暴打了一
顿。习晔深谙这个道理，领导群众需要的并不是长篇大论，而是落到实处的方法及指示，现在并不是
玩文字游戏的时候。因此习晔在讲述完每个小故事后，都会明确道出其中的利害关系，给人警示之声
。 建立王朝的君主费劲脑汁为巩固江山而建立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而制度赋予了部分人权力，检验
制度好坏的标准也就出来了。邓小平同志曾尖锐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
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中提到的捐官制度，原意是补充
军费的临时性措施，到最后的泛滥成灾。这个制度是把官场腐败推到极致的罪魁祸首。他们并没有及
时修正这个制度，也没有制定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最后是还是坏一眼就能看到了。 当代人的反腐意识
越来越强，也更加积极地从各种渠道进行监督举报。但是仅仅是这样远远的不够，就如《笨拙的行贿
》中，作者提到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为行贿主人公阿福和小王的低智商而导致行贿失败感到惋
惜。这样的惋惜也透露出了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对行贿的认可，与道德价值观关系不大。而只有彻底
改变民众这种下意识腐败的想法，才有可能更加有力地展开反腐工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没
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好地表达对重蹈覆辙的惋惜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创造历史的人总有相似的
劣根性，例如自私，懦弱等。因为对反腐风暴不能至于欢呼，而是要靠文化支撑来真正改变自己的想
法。从文化思想意识层面武装自己，为避免重复历史共同作出小市民的力量。 ——日落之美
5、“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称砣是老百姓”，这是早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曲
的开头，歌名叫《故事里的事》。老百姓茶余饭后就喜欢看这样的历史故事，贪官让人恨得牙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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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快人心。习骅也喜欢讲历史上的官场故事，不过他可不是演义。站在反腐第一线的他，是把真实
的历史加工成一面面发光的小镜子，给官员们“正衣冠”。这可比讲法律、讲党性的宣教文章受欢迎
得多，《中国历史的教训》就是他二十四篇文章的合集。习骅是法律博士，专门研究廉政立法问题。
可是他宣传廉政教育，并不用枯燥的法律条文来压人，而是像个说书人般讲故事。他自己从小就喜欢
听老人讲故事，深知故事有寓教于乐的神奇效果。不过故事要吸引人，就不能用人尽皆知的老故事，
得有新意，出人意料。所以习骅除了阅读各类史书，还注意随时搜集历史的崎角旮旯。《晚清的两个
奇官》，就是他在图门江的一个民办博物馆“捡”来的。1860年，俄国用《中俄北京条约》切走了中
国北部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两国协定边界的时候，清国户部仓场侍郎成琦却只知吃喝玩乐抽鸦片，
由着俄国自行立界碑，害清朝被坑去10平方公里的重要关口。直到25年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
，踏遍边境的每一寸土地后，才发现中俄边界有重大问题。他报告朝廷，并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夺
回了那片土地，并使清朝重新获得了图门江的出海权。2014年，中俄签署共建共享扎鲁比诺海港的协
议，建设中国与欧亚之间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正是吴大澂的功绩！“让成琦这
样的沙子淘汰出局，让吴大澂这样的金子闪闪发光，营造优胜劣汰的从政环境，培育良性循环的政治
生态，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习骅在文章最后如此点睛。习骅善于发现历史，剖析
历史人物。廉政宣传一直以反贪反腐为任务，习骅却在历史中发现，某些看似功成名就的官员同样值
得警惕。道光朝的曹振镛历三朝，相二帝，死后谥号最高规格的“文正”。 习骅却说，这样一个“牛
人”，却是公认的庸才，史书上实无任何他的丰功伟绩。他将曹正镛的成功之道总结为三张牌：投其
所好、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习骅借此提醒我们，不光要反贪官懒官，还要警惕曹振镛这样“上有政
策，下有顺策”的巧官！说故事除了情节要吸引人，怎么说也很重要。反腐宣传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公
务员们，习骅知道他们平日看多了严肃刻板的官样文章，同样的廉政文章只会让他们麻木。所以他的
文章用通俗老话结合时代语言，读来有种小时候坐在村头大树下，听老爷爷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感觉。
这样的故事，不光公务员乐意听，老百姓也听得懂，喜欢听。习骅自然通俗的文风，既不失轻松活泼
，又老辣精到，发人深省，给沉闷单调的政教宣传带来一缕清新的空气，这是他的成功之道。意大利
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习骅则更关注清史，他说因为清朝离我们更近，读起来有一
种现场感。近在眼前的历史，发出的警钟更强更大。这一声声鸣响，不光敲打着人心，也敲打着制度
，实该长响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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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笔记-第20页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康熙末年，国库存银3200多万两，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增长到6000多万
两，几乎翻番。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遗留的烂摊子，儿子乾隆帝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在他手中基本收
拾停当。对此，日本的华裔学者杨启樵感叹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
早衰亡！”

2、《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笔记-第108页

        里子没有了，却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从上到下“谎话连篇”
。
素芳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
？”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3、《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笔记-前言

        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
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
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
型的拦路虎。

4、《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笔记-第56页

        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
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5、《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笔记-第64页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
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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