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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官吏的政治生涯缩影
改编自清代研究珍贵史料《道咸宦海见闻录》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真实官场日记
实录政以贿成的腐败制度、寡廉鲜耻的官场宵小、内忧外患的政治变局
一代名相、死磕派、大老虎、官痞、纨绔子弟、将帅兵勇、番邦夷人⋯⋯一部官场生态白描本
从“读圣贤书，初心不负”到“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写尽一位仕途坎坷、洁身自律、敬业务实的地方官员在统治体系中的尴尬与悲凉
原著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官场人事浮沈的
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原著
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译著者易文为白，删繁就简
，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是为《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作品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
，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
。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
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
、署理巡抚等职。同治四年（1865年）被劾革职，告别宦海生涯。

Page 2



《我在大清官场30年》

作者简介

黄云凯，湖北沔阳人氏。自幼喜文，长而学史。七岁进学，小学而大学，学生而教师，至今三十五年
。手不释卷，脚不停步，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不走港澳，读书尤爱野史。惜乎情才俱短，
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也。转而效仿黄氏先辈季刚先生，三十之前读而不写，五十之前
述而不作。述者，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世之块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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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书籍目录

我是谁
1836年道光十六年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满营兵闹饷
1837年道光十七年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飞来蝗祸
规矩是我定的
1838年道光十八年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
政声初起
代理太原府，兵匪一家亲
这个讼棍不好缠
曾经有十万两银子放在我面前
1839年道光十九年
这里没有潜规则
悼亡
回任
代理雁平道
传说有人被奸杀了
余波荡漾
狗咬狗，一嘴毛
1840年道光二十年
官场“死磕派”
哈罗暹被我驯服了
丧心昧良的亏空案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英军未到扬州先乱
在山西的最后半年
鸦片战争前夕的扬州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漳州让我大开眼界
抵抗英夷
逃难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丁忧在家，恣情山水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起复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肥缺变苦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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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臬司是个杀人活
代理陕西臬司
升职离陕
皇帝的教诲
升任四川臬司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四川乱象
啯匪很嚣张
奸夫也念佛
没有奸夫的奸杀案
牢头绑官差
到处都是狗咬狗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四川的臬台比藩台忙
治匪初见成效
同性恋引发的凶案
明目张胆的强奸
隐瞒盗案与诬良为盗
化外之民
放炮
升任藩司——最后的陛见
1850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次任甘肃藩司
皇上大行
整顿吏治
征剿野番种祸根
1851年咸丰元年
第一次被贬
拐道山西查贪污
革职流放
1852年咸丰二年
遣戍军台
1853年咸丰三年
第二次被贬
在钦差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间左右为难
见贼先奔的津勇
1854年咸丰四年
迎击长毛，屡败屡战
从独流到舒镇
从阜城到临清
从清水塘到高唐
被马踹了一脚
琦相病逝

1855年咸丰五年
前头捉住了李开芳
重回军营
统帅换成了僧郡王
水淹冯官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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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探亲
1856年咸丰六年
咸丰像个“包打听”
最后的江南大营
扬州城陷
年轻皇上的召见
桂良前倨而后恭
1857年咸丰七年
再任甘藩
上梁不正下梁歪
穷斯滥矣
清官不到头
边境不宁
1858年咸丰八年
臬司、藩司、代理藩司同时丁忧
边患难靖
丧事也敛财
哀悼兼慈
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
宵小横行
1859年咸丰九年
咸丰还是那个咸丰
避世桃源
再见咸丰
1860年咸丰十年
两个总督，我都合不来
纨绔子弟治下的福建官场
如此督抚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糜烂的军事
弱国的外交
离任
曾国藩也刮地皮
我眼中的湘军将领
第三次丢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赋闲
1862年同治元年
陕甘回变
1863年同治二年
过了一回巡抚瘾
1864年同治三年
补好了东南，又烂了西北
1865年同治四年
告别官场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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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精彩短评

1、枯燥又有趣，一直在厅局级到副部级之间徘徊的“能员”的记录和思考，有些不能说得太细，有
些明显偏差和疏漏，但已经足够有价值。重读的话可以读原版道咸宦海见闻录。
2、随手翻开后记就看到了错字，川端康成都写不对，不知是作者无知，还是责编无能。
3、纠结！纠结哪!
4、早知道清末贪腐严重，但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5、《道咸宦海见闻录》改编，比较通俗易懂，但改编者有点⋯⋯

6、与当代还是有些距离，略枯燥
7、在Kindle上读完了《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就是《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蹩脚现代翻译版。作者你的
中学古文是不是语文老师教的？多年前在学校图书馆读过《道咸》一书，在读此书感觉有的地方不太
贴合。不过1.99元的特价价格也是很好的。
ps又在K上入了几本凤凰周刊文丛：台湾启示录、大浪淘沙。准备元旦出去时看看。纸书在读罗云锋
的《人与情》这是他的读书札记，知道此人是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一篇文章。在华东师大开了一门人
情关系学的课，慢慢读吧。挺好，上山了读忧郁的热带，下来了就读这个，挺好。
8、第70本。本名《道咸宦海见闻录》可以说是张集馨回忆录。慢慢的读这种回忆录，感觉混一场确实
无聊。值得一览。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
仆孰知恩？
9、流摊，陋规，别敬，还有一桩桩近乎荒诞的案件。近世中国也许地无封建，人心社情却实实在在
是封建。那古代社会绝不是含情脉脉的田园诗。
10、民族英雄的黑材料、祸国奸臣的洗白帖，看一个非著名典型儒家知识分子在肮脏腐朽的晚清政局
中辗转腾挪，终而庸碌无为的一生，这是大时代的奏鸣曲，也是小人物的墓志铭⋯⋯椒云先生一生难
改路人本质，这又何尝不是你我。
11、好看，挺多料的！
12、流水账，并无多大分析
13、从“望尽天涯路”到“却道天凉好个秋”。过去的官比现在的官难当啊！
14、正史，不是戏说的，很真实的清代官场。很有意思！
15、有点意思，送礼已经有规则
16、有意思！
17、张椒人云先生对琦文勤公评价甚高，各种能力实在是远超时人。
18、好书，我猜能够读原文的话肯定更好，可惜文言功底不行不敢啃。
19、除了历史性外，我突然在回想中又感到，这本书还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有许多启示。看着作者的人
生，我突然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回头看自己所经和未来的人生。我感到第一是要有能
力，做好准备，虽不一定最后事事如己所愿，但总是有了机会，就如作者是一个能吏，早年能被认可
，后来的起复，都是其能力使然，道路虽坎坷崎岖，但毕竟真才实学。其次是不忘初心，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凡是要有勇气反抗，对于看到的陋规陈俗要敢于改变，要身在其位谋其政，生逢乱世，作
者仕途不顺，导致他从一个有能之人慢慢蜕变成一个退身自保，苟延残喘之人，不同意见不敢提，改
变弊病不敢做，懦弱不敢，让人不齿，他堕落了，学会逃避了。为了点滴之私，忘记为官初心，忘记
自身之责任，实让我惊醒，做人要不忘初心，不管路途是否崎岖艰难。9.28-10.9于俄罗斯
20、跳着读了读 角度很独特的一本书~
21、主人公一届读书人，混迹大清官场30年，殚精竭虑勤勤恳恳，立德立功立言，三个目标一样没实
现，其实，这不就是芸芸普通人一辈子的结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人的心态怎么摆？一方
面不能没有魄力，这是读书人读着读着渐渐少了的东西，另一面却也要豁达，这是人越活越明白的法
宝。总之，主人公的感慨，唤起了目前还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我的共鸣。因此给五星。
22、现代人翻译的官场笔记，可以浏览。
23、内容不错，就是白话改写以后变了点味道
24、这本书真的很棒，原本对那个年代的概念很含糊而空白。里面的用词用句也很有美感，读这些书
比较少，对我来说价值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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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25、值得一读的书。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的有趣视角，日记形式。很多著名的人物比如林则徐、曾国
藩、道光、咸丰皇帝在书中没有了正史的呆板描述，而是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现实。当然也不排除作
者因为官场失意，而对他人吹毛求疵，对自己则大加褒扬，但是还是提供给读者一个在正史书籍上看
不到的历史。
26、与《血酬定律》同时读的。换个角度看历史
27、这书的形式很有趣，整理了清朝外省官员的官场笔记，要是有京官的对照来看就更好玩了。
28、立意和内容都可以，就是文笔不敢恭维。
29、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现代中国，然而还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神奇所在:官场。特别提醒此书属
流水账，读起来略枯燥，更唯有身体制中人方能体会个中苦辣酸甜。
30、人性的摇摆
31、1、琦相最大的缺点就是心高气傲 ，目空一切 ，当世名公巨卿 ，很少有进入他的法眼的 ，对人常
常不假辞色 ，令人难堪 。所以朝臣对琦相的评价与口碑 ，毁多誉少 。再加上琦相待人处事多用权术 
，不能开诚布公 ，这是他的一大瑕疵 。2、《尚书 》上说 ： “必有忍 ，其乃有济 。 ”佛则说 ： “
我得成于忍 。 ”以前在甘肃被同僚排挤 ，我曾自作对联 ： “读圣贤书 ，初心不负 ；用黄老术 ，唾
面自干 。 ”
32、有些失望。改编《道咸宦海见闻录》，原本是好事，但也不能照单全抄吧？原作本来就很散，作
者未加改进，给人一种很凌乱的感觉。无论作为学术著作，还是小众科普读物，都挺失败。
33、那啥 枯燥就对了
34、官场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白话文辞，读起来非常顺畅。
35、官场阶层，无人不贪。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对于尸位素餐贪污腐败根本无计可施。
36、很多对付奸人的细节。值得入手。
37、《我在大清官场30年》是按晚清正部级官员的私人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改写的白话版，也算
口述史，谈改革，反腐，司法，吏治，军政，历历在目，感同身受。想起希德罗德那句话，太阳底下
，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38、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的白话版本。一个道光和咸丰年间的省厅级官员的日记。比较粗线条
，一本书记录了他的一生。但是还是值得读的，了解一些清朝的官场生活。我是和《给曾国藩算算帐
》一起读的，收获很多。
39、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吏治
40、挺形象生动的，对于我们初入职场的人来说还挺有职场教育意义的。
41、这种变小众学术读物为大众通俗读物的翻译模式称赞，又不不合时宜的去点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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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

精彩书评

1、1、第一站  右玉  职务 山西省朔平知府（1836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九月到任，1841年三月十五日
升职离任），巡抚先是申启贤，后是杨海梁；布政使先是由庆林代理，后为张兰沚，按察使瑞元，雁
平道章荆帆。1838年七月——1839年三月，代理太原知府1839年四月——1839年八月，代理雁平道，驻
代州1840年六月——1840年十二月，二次代理雁平道驻代州2、第二站  漳州  职务  福建省汀漳龙道
（1841年三月十五日奉旨，年底到任，1842年三月十五日丁忧离任），闽浙总督怡良，福建巡抚刘鸿
翱。3、第三站  西安  职务   陕西督粮道（1845年正月十七日奉旨，三月十六日到任，1847年六月离任
），巡抚先是李石梧，后是邓廷桢，然后是林则徐，最后由杨以增代理；1846年三月——1846年七月
，代理陕西按察使1847年正月——1847年六月，兼代理陕西按察使4、第四站  成都  职务  四川按察使
（1847年六月奉旨，十一月初八到任，1849年八月十三日离任），总督琦善，布政使先是陈士枚，后
为吴振棫。1848年八月——1849年二月，代理四川布政使5、第五站  贵州  职务  贵州布政使（1849年八
月十三日奉旨，未及赴任即于十二月调任甘肃布政使）6、第六站   兰州  职务  甘肃布政使（1849年十
二月奉旨，1850年二月初八到任，十一月二十八日调离），总督琦善，按察使明谊。7、第七站  开封  
职务  河南布政使（1850年十一月奉旨，1851年三月到任，六月革职），巡抚潘铎。8、第八站  西北军
台  身份  犯官（1852年五月到达，十一月获赦）9、第九站  开封   职务  河南按察使（1852年十一月奉
旨，赴任途中调任湖北按察使）10、第十站  武昌  职务  湖北按察使 （未到任）11、第十一站  开封   职
务  河南按察使（1853年正月赴任湖北按察使途中奉旨，立即到任，二月升值离任），巡抚陆应谷。12
、第十二站  保定  职务  直隶布政使（1853年二月奉旨，十月革职），总督桂良。13、第十三站  胜保
军营  身份  犯官（1853年十月奉旨，1855年正月，胜保获罪，由僧格林沁接管）14、第十四站  僧格林
沁军营  身份  犯官（1855年四月获赦）向荣军中听差   五品 （1855年九月奉旨，1856年二月至军，旬日
之后告病辞归）15、第十五站   兰州  职务  甘肃布政使（1856年九月奉旨，1857年二月到任，1858年四
月丁忧离任），总督乐斌，按察使明绪。16、第十六站 福州  职务  福建布政使（1859年九月奉旨
，1860年正月到任，四月初十调任江西），总督庆端，巡抚瑞瑸，按察使裕子厚。17、第十七站 南昌  
职务  江西布政使（1860年四月初十奉旨，六月二十一日到任，七月被弹劾革职），总督曾国藩，巡抚
毓科。18、第十八站 西安  职务  陕西按察使((1863年正月奉旨，三月到任，1865年正月获罪)，巡抚先
是瑛棨，后是刘蓉。1863年四月——七月，代理陕西布政使1863年七月——1864年三月，代理陕西巡
抚1864年九月，奉旨赴甘肃处理回民起义
2、这是一位晚清官员张集馨的笔记，出版社选择精要内容，翻译成白话文，并刻意模仿《明朝那些
事》的写法，加入许多流行语、网络语。内容很精彩，但加入的流行语太过粗俗，实在不能流传长远
。摘写一些内容：1. 张集馨在四川任职时，与琦善共事。琦善是四川总督，张集馨是布政使。琦善去
了四川，讨伐了一处土司，并作为一项政绩报给道光皇帝。但也有人说琦善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过于
软弱（就是那个力主议和而被皇上撤职的琦善），一心在四川总督的位置上显得强硬一些，而且据说
并没有作战，部队出发前对方已经投向了，因此出兵只是虚张声势，博取资本而已。张集馨在觐见道
光皇帝是，皇上专门询问了这个事情，可见皇上对谁都是不放心的，听到了小报告，也在找合适的人
核实。2. 张集馨对琦善、林则徐评价颇高，对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评价就不高，主要是琦善对张集馨评
价很高，并在给皇上的密考中推荐了张集馨，而湘军集团与张集馨有矛盾。一个人对他人的评价，很
难摆脱这些主观因素。官场上倾轧、推诿，互相指责的事太多，能够有互相帮扶的，自然会表示感激
和欣赏，并给予正面评价。得好处的人多了，自然说你好的人就多了，大家对你的评价高与低，就是
在于你施惠了多少人。完全靠水平赢得认可的，是很难的，恩惠才是赢得好评的关键。3. 日记中，张
集馨每做一事，都能把积弊去除，一改前任庸政面貌。张集馨似乎是位诸葛亮似的人物，清正廉洁、
刚正不阿，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对周边的官僚同事给予猛烈的批评。一个人总是自视太
高，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份日记中看得特别清楚。4. 办理旗兵案件时，旗兵仗势欺人
，一方面得罪了许多官僚、书吏，另一方面做事嚣张，违法犯罪的事情不少。张集馨对旗兵虽然厌恶
，但一开始也没有能力去捅这个马蜂窝，去杀一杀旗兵的气焰。直到等到一件大案发生，一个旗兵头
领犯下了杀人越货的重罪，于是抓住这个把柄狠狠的追查。对待嚣张的敌人，应该是等着他犯错后才
下手，嚣张自有他嚣张的理由，嚣张也自有他嚣张的弱点。要等到有利的形势多了，才能采取行动，
如果贸然动手只能是惹一身麻烦。5. 人心险恶。张集馨的大伯家的两个兄弟刁蛮，卑鄙。因为张集馨
家境较好，他们就想方设法要来讨些钱，竟然卑鄙到兄弟一人到张集馨家门口上吊，指望张集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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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钱，如果张集馨不出来，就用死者的事情来讹诈张集馨。韩知州病重，担心自己亏空银两会死后带
来麻烦，因此央求巡抚让他的至交好友董某来接他的位置，巡抚答应了，董知州走马上任。没想到董
知州上任后继续亏空，并把帐完全算在前任的头上，并报告立案。6. 福建水师与海盗一家。父亲做海
盗，儿子做水师的情况比比皆是。水师的兵丁，误了差事被开除就去当海盗，水师招募兵勇，海盗就
来报名。7. 处处陋规，处处收钱。福建兵工厂建造舰船，都要水师派人验收后交船。如果不给钱，水
师就是不接收舰船，白白让修好的舰船生锈变旧。国家为了补贴青黄不接时的农户，下拨钱粮用于购
买种子，这个钱完全被书吏冒名领取了，老百姓是拿不到分文的。为了对抗英国舰船的入侵，漳州每
个乡镇都雇佣了兵勇，但明显有些乡镇的兵勇并没有实际用处，张集馨想要撤掉这些兵勇减少粮饷开
支。但是知县马上跑来汇报，如果不吃几年空响，之前招待总督大人所花费的上万辆银子就没有着落
了，张集馨也不得不改了主意。8. 虞协任知府时，与首道姜梅很好，两人书信往来中，姜梅写了许多
不应当的话。虞协突然病故，虞协的妻子李氏是个十分阴险的人，立刻拿着虞协与姜梅的通信上告，
说姜梅逼死了虞协，并威胁告到北京去，无非要让姜梅出一笔钱。姜梅合计后让李廷扬去解虞协的缺
，并嘱咐李妥善处理此事。李廷扬到任后，诡称自己是虞协的生前好友（事实他和虞协素不相能），
在灵堂上嚎啕大哭，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人员，之后李廷扬安慰虞协夫人李氏和幼子，并询问虞协生
后事。李氏相信了李廷扬，并把告姜梅的事与李廷扬商量，李廷扬假装不知，并帮李氏出主意：虞协
生前拖欠款项都由李廷扬解决，姜梅那边有李廷扬去沟通，让姜送一份厚礼，于是李氏就把书信交给
了李廷扬。李廷扬烧了书信，之后虞协的欠款就无人过问了，李廷扬不管，姜梅也不管。
3、《我在大清官场30年》这本书无关穿越事。此书中的“我”，名张集馨，嘉庆五年（1800年）生，
道光九年（1829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三十年间，先后在约八个省市任知府、道员、按察使、
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做官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官场沉浮之间，作自叙年谱，对三十年
清朝官场的鬼蜮情形，刻画入微。经黄云凯先生编著，这本真实版的清末《官场现形记》就呈现在人
们的眼前了。此书叙事所涉及的地域较广，时间上贯穿清末，包含了近代的一些历史大事，如鸦片战
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张集馨本人也与一些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所交集，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
察历史提供了一份相对较为真实可信的文本。我依序读之，颇有感触，择其要者，列于此文。首先我
感觉，要能相对更清晰、更客观的了解一些历史人物，除了读通史读物，最好还是要读一点当年时人
所著的年谱、笔记等，再加上用自己的头脑对不同读物几方印证，善加分析，方可略微窥见历史人物
在当时的真实风貌。书中出现了好几个历史人物，如林则徐、琦善、邓廷桢、曾国藩等。林则徐在历
史教材中是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当年确为人们广为传颂。在我的印象中
，邓廷桢与林则徐合作，积极禁烟，是个主战派；在此书中，却记录有他在任甘肃藩司时，为讨好朝
廷，竟虚报每年可从开垦荒地所能征收的粮草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官民交困，遭人痛骂；琦
善在官场中为人正直，受人敬重，张集馨视之为国之栋梁，可他在我之前接触到的史书中是个卖国贼
、投降派；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似乎都为后人所称道，而书中也曝光了他在弹压太平天国之时为凑军费
而进行的刮地皮的事。看来历史人物形象的丰满，需要人们从不同视角去注视，去观察，因为人性是
复杂的。我现在看历史人物，越来越喜欢从不同侧面来看，再慢慢走近；我宁愿存疑，也不愿轻易去
接受仅仅一本书、尤其是教材的结论。其次，清朝皇帝颇为勤政与熟悉下情。从书中看来，道光、咸
丰常与下属（尤其是外派官员）交谈，所谈多为地方民情、官员政德、钱粮经济、军事得失，详细至
如每斗谷粮卖制钱多少，地方械斗如何收场等等话题无一不谈。可见，地方情况在皇帝心中其实是很
清楚的。这一点，跟我印象里的深宫中的皇帝不一样。第三是关于官场腐败的问题。这里有各种各样
的官场陋规，吃喝请送，外官对京官的孝敬，京官对外官的勒索。吏治腐败的程度，远超人们想象。
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想要做一个彻底的清官，无疑会处处掣肘，寸步难行。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
公开卖官鬻爵，设立厘局，铸造大钱，横征暴敛，以加强财政收入。而对这些能致使腐败的政策与后
果，皇帝心中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所能做的，是对像类似张集馨这样进士及第的人才“特简”，并面
谈勉励，希冀官员外放到地方后能精忠报恩，兴利除弊；以及对被别人弹劾的贪腐官员进行查问饬拿
。多少年以后，后人再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反腐败历程，让人笑，也让人叹。一种体制，不断地培养腐
败，然后又不遗余力地去反腐败，这太分裂了。想来古今之事何其相似也！第四，民众苦难无尽已。
百姓苦，有贼匪时受贼匪的荼毒，无贼匪时受官府的搜刮，而官府的草菅人命，拼命盘剥，比贼匪亦
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懦弱的自当苟活，强悍的便或入官府为兵勇，或直接落草为
贼寇，既与官府盘旋，也去勒逼弱民。这是一个典型的丛林社会，在上者鱼肉百姓，在下者要么苟延
残喘，要么揭竿而起，而揭竿而起的目的，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跟统治者抢分一杯羹或者索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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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他们。而百姓则永远脱不了苦难的轮回。第五是关于太平天国。文中多有讲述清军与太平军的互有
攻掠，此消彼长的征讨与攻讦的拉锯过程，也相对客观地写出了太平军与官府兵勇对各地百姓的轮番
烧杀抢掠。黑白与正义，实难分辨。张集馨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邪教，洪秀全就是一个邪教教主。这
一点从我近年来接触的一些天国史料（比如陶短房著的《这个天国不太平》等）来看，我也倾向于此
观点。对于张集馨来说，此种观点固然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立场所致，而对于天国自身来说，其
实也何尝不是如此。天国高层装神弄鬼，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却把下属军营分成男营女营，严防男
女见面，禁止家庭团聚。如果这都不是邪教，那什么是邪教？此书对清末的社会民情的介绍，尤其是
对官场的刻画，真是细致入微，不是小说，胜似小说，而且贵在张集馨对清末的官场做了几乎是写实
的披露，并未因自己也是一名官员而对一些官场陋规藏着掖着，也不自我拔高。他的自我剖析，也颇
为中肯，值得一读。写于2016-3-23
4、在飞往俄罗斯的路上，开始读这本书，其实本该读一本俄国书才算搭配俄罗斯之旅，但当时我选
择的是它。这本书很好读，作者将文言文翻译成了白话文，并做了一定的文字编改工作，大意没变，
但读起来变得通顺、流畅，这是第一次读这种文言翻白话的文章，感觉很好，以后可以多读一点，文
言虽然能读，但毕竟是晦涩了一些，有些需要加深了解的地方，可以文白对照。这本书很珍贵，可以
说是了解清史，尤其是光绪、咸丰、同治三朝的第一首资料，作者身在其中，其中对于政治、官场、
社会百态的描述是真实而细致的，所以这本书我是当做历史书来读的，他通过第一视角让我们看那段
历史，让我们从另一个非正史的侧面来了解过去。单就作者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官员，首先是
其官场生涯并不出彩，最高就做到了布政使，未能再前进一步，虽心中不甘，但又无可奈何。从书中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如此混乱、糜烂的社会中能够保持一份清廉，是不容易的，说明其还是有一份
坚持，这是让人敬佩的，但是对于其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稍有作为，在我看来又是其不能继续向上
走的一个原因，尤其是那句用黄老，唾面自干，我是绝不认同的。作者虽然在书中读起来颇为有才，
对于政事也很精通，是一个有着操守，又有能力的人才。但是再我看来他过于懦弱，或者说过于明哲
保身，字里行间透漏着无奈，遇事躲避、随大众，不能坚持己见，得过且过的作风也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后来，总是想高老还乡，其实内心又舍不得官位，期望更进一步，但却又想谁也不得罪，顺顺
利利。所以，作者只能算是个独善其身之人而已，虽难得，但也无非如此。他有看到时弊的洞察力，
也有改变时弊的能力，但就是没有勇气，为官不敢闯，为人不勇猛，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坚持，总是
希望开府一方，施展一番，但却又不极力争取，在我看来畏畏缩缩。所以，其一生未能再升，尤其是
后20年，基本原地不动，也不仅是官场黑暗，其自身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作者并非开始就如此，刚
由翰林下放山西朔平府到四川按察使期间，可以说还是充满了干劲、斗志的，无论是施政还是断案，
都是一个优秀的能吏，但其生逢乱世又洁身自好，让其仕途崎岖，加上对其赏识之人的败落，种种不
如意加之其身，让他心灰意冷，不再勇往直前，不再坚持初心，黄老之术日占上风，凡是得过且过，
随波逐流，变成了一个庸官，虽不作恶，亦未曾再有什么建树，自第一次罢官后，其为官生涯，包括
记载中表述的，完全就是一本流水账了，除了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官场百态的描述有所价值外
，剩下的只能是让人生出可惜又悲哀的心情，并发出人生八九不如意的感叹了。他生逢乱世，如在太
平年代，想来还是会造福一方百姓，官途也能顺利些吧！对于历史，帮助最大，最长见识，让我长时
间不能路顺的清朝官阶有了直观的认识，对于清朝的官场生态，和各职所司有了了解，对于清朝的腐
败，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有的是未如以前想的那般黑暗，如司法，刑法，虽黑暗但还是大体上有法依
。但是官员腐败，陋规，官官相护，之为了升迁、贪污的不择手段，也是闻所未闻。涨了见识。另外
其官场也与今天的官场似曾相识。除了历史性外，我突然在回想中又感到，这本书还对于我自己的人
生有许多启示。看着作者的人生，我突然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回头看自己所经和未来
的人生。我感到第一是要有能力，做好准备，虽不一定最后事事如己所愿，但总是有了机会，就如作
者是一个能吏，早年能被认可，后来的起复，都是其能力使然，道路虽坎坷崎岖，但毕竟真才实学。
其次是不忘初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要有勇气反抗，对于看到的陋规陈俗要敢于改变，要身
在其位谋其政，生逢如此乱世，作者仕途不顺，导致他从一个有能之人慢慢蜕变成一个退身自保，苟
延残喘之人，不同意见不敢提，改变弊病不敢做，懦弱不敢，让人不齿，他堕落了，学会逃避了。为
了点滴之私，忘记为官初心，忘记自身之责任，实在让我惊醒，做人不能做老好人，要不忘初心，不
管路途是否崎岖艰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负其位，不负其学，不负其能。最后，还要是淡
然，黄老之术并未唾面自干、任人愚弄摆布，而是淡然处世，从容不惊，既然生逢乱世，既然官途暗
淡，便不要再耿耿于怀，转移下视线，看一下世界，既然无法立功，何不能立德，立言，人生意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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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途，何必满心介怀、无奈和怀才不遇呢，既然付出所有努力，结果不如意，又何必再强求，出世一
点，未尝不是另一篇天地。仅此自勉。
5、这是一部以一人称角度叙述的历史。比穿越类小说真实！比正史细腻！从头到尾都不缺少趣味。
原著是属于小众的，而《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则是大众的。既保留了原著的史实，又引入了现代视
野。特别是前言和后记，使作品超越了改编本而具有了独立的意义，是一种全新的再创作。
6、P6-P6，满营兵闹饷看完这部分真心觉得主人公很懂得“审时度势”之道啊，作为一个新到任的官
儿，不冲动，不拖延，直奔解决之道而去，作为一个做事的人，手法很利落，且懂得分寸以及本分
。P12-P13，闹荒在期间主人公的告民书在下觉得这里边充满了满满的槽点啊，主人公把蝗灾和治下百
姓的操守、民风建立了一个联系，并且有偷换逻辑的嫌疑，他倡导治下百姓做正能量的事，才能避免
更多的灾祸；而蝗灾对待个人的田地又是不同的，有的田受灾严重，有的则不然，这是因为积德有多
寡，但上天有给人改正的机会，应该多多检讨自身，赎罪做善事。这一部分真心有一种心理操控的嫌
疑啊，而且竟然暗合了现代某些传播的套路（这里我们心照不宣），原来古往今来这一招还是传承了
下来啊。（未完）
7、这本书还是属于蛮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张集馨是个道光同治年间的地方官，在地方流连了整整30
年，把个大清帝国的地方政治生态描绘的是淋漓尽致。张集馨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起步就是
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然后就一直在省高院院长、人武部部长、公安厅厅长、检察院长（按察
使，臬台）和省财政厅、民政厅、粮食厅厅长（布政使，藩台）之间跳来跳去。看来看去，大清官场
确实黑，有这么几点：1、邢狱草菅人命。完全没有现代审理制度，遇事要么推诿，要么抓人顶罪。
法无尊严。笔记里面还有讲到，衙役押解犯人至监狱，居然收到狱霸的勒索，给钱少了，居然被拷打
，不得不向臬台申冤。这相当于，公安执行公务，结果在监狱里面受到了囚犯的敲诈勒索，滑天下之
大稽。2、钱粮一笔烂账。作为藩台，3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亏空。而且这个整理亏空，并不
是把帐填满，而是联系上下家，把亏空的帐认了。没有哪一任地方官在卸任时不时亏空的，也没有哪
一任新任地方官是管理者没有亏空的地方。一般亏空，就是旧任认一部分，新任也必须认一部分才可
以上任，再找恩主和老上级再认一部分。3、陋规远远大于正饷。虽然笔记没有明说，但是三节两寿
之类的陋规，加上各个公务活动之间的陋规，大致估算，张藩台每年收到的陋规大致在1万两左右。
而根据大清律，正三品布政使年俸禄才130两，陋规是正饷的100倍。也就是说，大清的官员绩效体系
，完全没有办法从体制内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丧失了完全应有的作用。其潜规则就是当大官，贪大
钱。4、整个系统空转。正规渠道收上来的钱粮税款，主要是用来养官，而不是做实事。一旦有事，
只有别开财路。主要的两条路是纳捐和杂税。纳捐就是卖官鬻爵，捐官拿到实职，只有一件事情，使
劲贪使劲捞，涸泽而渔。杂税就是另开税种，反正就是进一步增加百姓压力。福建为练兵，设盐卡，
盐税又说不到有势力的盐商，只能强卖给渔民做咸鱼。渔民好端端的鲜鱼不能卖，却要做咸鱼。于是
变成定制，每年定期交些，不用再腌鱼。这完全是折腾老百姓。5、纠察不力，考评不力。各个官路
上出了各种事情，有渎职、贪墨、暴敛、冤杀的，居然不知道怎么着，就没有查，没有纠了。而且上
官对于下级官员的举荐和弹劾，成为左右下级官员政治生命的主要工具，那么下级官员只能对上级负
责，而不是对制度负责。张集馨做了30年臬台藩台，他的好些下属都升职为督抚，虽然后来他颇有怨
言，但是仔细想想，自身还是有问题的：1、知人善任不够。他自己做事不错，但是却难以放权给下
属，而且对于下属的提拔鼓励都不足。成功都不是一个人成功，善于让他人成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大局观不足。要往更高层次走，首先要有更高层次的格局，他的视野相较于他的职位，只能说
相称，不能说更好。3、创新不足。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依然是中规中矩，难以有突
破性的思维创新，无新难成大事。但是，张集馨做事为先，体恤民力，不贪墨，不辞重任，也是为清
一朝循吏的典范了。循吏二字的评价，张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应该心满意足了。宦海浮沉，恍若浮萍
。几番起伏，未见彼岸。为官之道，在于把官员作为一个安稳的职业，少时弄墨老时弄饴，或进或退
不要寄以希望。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9a08d0102wh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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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1页

        首先声明，这是历史，不是穿越！如果有谁对道光和咸丰时代的大清感兴趣的话，我就站在这里
等你们穿越过来好了——前提是你只能一个人来，否则，就有可能掉脑袋——洪秀全不让男人和女人
住一起——拿过证的也不行。

2、《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处处都是狗咬狗

        张集馨不是出名的官，但按照他的笔记来看，也算是能吏。在处处都是狗咬狗的官场，能够保持
不为大恶，能办实事，确实难得。道光年间的官场，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上写的那么黑暗，因为很多事
情在现在也发生着。在里面，很多官场智慧，仍然值得现在的人去学习。

3、《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11页

        交配后的雌蝗虫把产卵管插入约十厘米深的土中，产下约50粒卵。产卵时，雌虫会分泌白色的物
质形成圆筒形栓状物，就像蚕茧一样，然后再把卵粒产在里面。蝗虫的卵约21天可以孵化。

4、《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30页

        郭嗣宗以其生母的名义，到知州衙门控告他的胞兄郭绍宗（也是个秀才）调戏奸污他的妻子，控
词里有这样的句子：“吾妻正在窗边解开衣服洗脸，我的兄长隔着窗户将金镯子丢在我妻子的脸盆中
，并且看着她淫笑。”经过州里审讯，发现并无此事。

5、《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21页

        这个“任乡长”专门为别人写休书，从中渔利。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家伙
做的事实在太伤阴德，听说我要捉拿他，他就跑了。

6、《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323页

        地方官上京，见人就哭穷。京官最讨厌外官哭穷--这也是一种官场风气。外官受累的越来越多，应
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对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减少。京官俸禄微薄，就靠外官孝敬为生，每遇到督抚
司道进京，邀请宴会，从无虚日。临行时，外官就根据关系亲疏给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别敬”。送
的人已经尽力，接受的人却还不满足，就算是十分周到，也总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识的，或具贴
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进京视为畏途，而京官却
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7、《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70页

        水师的兵丁，误了差事被开除了，就去做海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海盗就来报名入伍，原因就
是经常与海潮打交道，熟悉海情——不熟悉海情的人也不能补进来。

8、《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5页

        可见,当老好人道光在位期间,捐班买官已是普遍现象了。皇帝明知其非而依旧实行,可知财政已近枯
竭。大树内里已腐,只是未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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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59页

        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
，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可是几天之后，多尔衮对于满汉通婚作
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
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
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10、《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10页

        你们现在的官员讲政绩，我们那时候也讲政绩，只不过不想现在这么看重GDP。老百姓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当然是最好的政绩——一般地方时很难做到的。差一点呢，就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保证
地方安定，也就是所谓的“维稳”。

11、《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23页

        什么是陋规呢？清代官场的规矩是，下级必须定期孝敬上级，地方官必须定期孝敬京官。夏天得
送降温费，叫冰敬；冬天得送烤火费，叫碳敬；进门得送门敬；告辞得送别敬；“三节两寿”送节敬
。所有这些孝敬统称为陋规。因为不合法，所以说它“陋”；虽然不合法，但是你必须送，这就是“
规”。至于送多送少，各地行情不同，价码也就不一。

12、《我在大清官场30年》的笔记-第122页

        此案从知县到衙役,各个草菅人命,麻木如猪狗,诚如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里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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