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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内容概要

《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主编王春瑜是历史学专家，他组织多位学者，倾其多年心血著成这本反贪
通史。原书写到民国截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并获国家出版奖。现《中国反贪史(套装
共3册)》经过修改完善，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民国和当代部分，使得《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更
全面更具权威性。反贪是历史性的更是现实性的问题，是全球的更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反贪史(套装
共3册)》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特别是为执政党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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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作者简介

江苏建湖人，1937年生于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者。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班元明清史专业。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明史研究室副主任，《古今掌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明史论
丛》主编，研究员。
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于明清史研究，主编过《中国反贪史》、《长青藤文丛》，著有《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
、《古今集》、《看了明朝就明白》等二十多种著作。 主要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并研究清
初王朝商业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反贪史》、《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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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书籍目录

序言
上卷
第一章 先秦时期
第二章 秦汉时期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第四章 隋唐时期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
中卷
第一章 宋辽西夏金
第二章 元朝
第三章 明朝
第四章 清朝
下卷
第一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反贪机制与实践
第二章 北京政府的贪腐状况和反贪机制
第三章 广州 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贪理念和建制
第四章 “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贪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贪腐问题和国民政府反贪机制
第六章 “崩溃”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贪腐与反贪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反贪文化和反贪的经验教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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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光武帝以“柔道”理天下，汉明帝遵循其政，章帝、和帝也奉之不失，所以东汉前期政治
局面比较宽松，为人民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由于统治者采取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政策，
使东汉前期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光武帝末年载
于户籍的人口有二千一百多万，到明帝末年便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章帝末年增至四千三百多万，到
和帝末年又增加到五千三百多万人。人口的增加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东汉前期，在农
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水利的恢复和整修。东汉前期的统治者都注重
对原有水利的恢复和整修。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及张堪、马援等都曾在地方兴修水利。汉明帝时令
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从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都得到妥善治理。不仅有效遏止了河水泛滥，造
福于时人，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塥流法和水门控制法等水利工程技术，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2）灌溉面积的扩大和灌溉技术的提高。随着水利的恢复和发展，大批田地得以灌溉。灌溉技术也
较前代有所提高，人们把水田和池塘巧妙组合，还有的修有下水道，以保证灌溉的及时和便利。（3
）耕作技术的提高。东汉时，犁耕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铁制耕作工具逐步增多，牛耕得到较普遍的
推广。在大地主的田庄里，“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漆桑麻，闭
门成市”①，分工已很精细，每个庄园成为奠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
业也得以繁盛。东汉前期，铸铁技术、制钢技术、纺织业、青铜铸造业、漆器业、造纸业、制瓷业等
手工业都有了很大进步。东汉前期，商业也十分繁荣。刘秀因曾“贩谷于宛”，从事过商业，所以对
商人采取放任宽松政策。和帝时“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①，正式废除盐
铁专卖政策，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新兴产品不断涌现，城市也因此更加繁荣。 由于东汉前期统治者
采取“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使国家免除了功臣擅权、尾大不掉的危险，更利于新王朝的稳定和
发展。素质高、操守好的文吏被利用，是廉洁清明政治形成的基础。地主骱级执政集团素质的提高是
东汉前期吏治清明的重要原因。光武帝时，“牛马放牧，邑门不闭”②，汉明帝时，出现了“吏称其
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③的盛世景象。汉章帝时，“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
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④，亦是一繁荣
时代。到汉和帝时，东汉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但“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
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⑤。和帝时虽经外戚窦宪乱政，但基本上能存
前三代之遗风。吏治还算清明。总之，东汉前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整个官僚系统素质
较高，清正廉洁的官吏为数很多。监察机制完善，能有效及时地督察全国，防止叛乱。所以这一时期
被后人称为中兴盛世，确不为过。

Page 5



《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编辑推荐

《中国反贪史(套装共3册)》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中华民国的腐败状况、反贪斗争的轮廓和脉络，总
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
。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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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贪史（上中下）》

精彩短评

1、序言是书的第一编辑（本身就是十几号人合作的，称其为编辑比较合适）写的，其第一句话就是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他的三叹分别是，①贪官多，②清官少，③改革者也会贪
，内容围绕着官员的道德和个人修养转来转去，其思想之平庸，文笔之平淡，以及内容之啰嗦程度实
在是达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在看内容，上中下三大部分，依次从中国历史的开始直至民国时期，一
朝一代的整理其贪官清关及其应对方法，每朝代后都会有一段小结。然后总结了一个现象，在王朝的
初期治理腐败有力，再到末期时治理无力。我想问的是so——？十几号人，还都是社科院的，整理一
大堆故事，for what？难道就是为了编书？如此倒还罢了，但还挂着人民出版社的大名，还挂着中国反
贪史的大名，弄了这么厚厚一沓纸，实在是有点过分。我倒是觉得，以历史朝代位列，以相关内容为
行，建一个excel表格，再填充相应的表格，即可完成，也就是几KB的大小，实在不用花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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