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贪官的身后财产一般均为抄

家所得，历史上这样的官员财产公

开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唐代历史上的巨贪元载出身

寒微，玄宗初年因精通道学踏上仕

途。 安史之乱后，元载又得到了肃

宗的赏识。 肃宗首先差遣元载到江

淮地区总领漕运事务。 不久，又将

他召回朝廷，升任户部侍郎、度支

使并诸道转运使，总领全国财政事

务。 此后，元载勾结大宦官李辅国，

当上了宰相。 代宗即位后，元载仍

为宰相，他又勾结宦官董秀，探知

皇帝好恶，因此深得代宗信任。 其

后，元载与代宗密谋诛杀了大宦官

鱼朝恩，由此元载越发骄纵。 元载

为相多年，权倾朝野。 他公然收受

贿赂，生活奢侈腐化。 其妻儿也倚

仗权势，贪婪成性。 代宗大历十二

年（公元 777 年）三月，代宗下令逮

捕元载及其党羽， 经过审讯后，元

载等人在如山的铁证前供认不讳。

不久，元载及其妻王氏、三子均被

判处死刑。 史书上虽然没有详细列

出财产明细，但在查抄元载家产之

时，光胡椒就抄出了 800 石，相当

于今天的 60 多吨，其他财物更是不

可胜数。为了表示朝廷反贪的决心，

代宗下令将元载在长安的两处豪宅

充公，又将抄得的元载的部分家财

分赐给群臣。 德宗即位后，又下令

拆毁了元载的两处豪宅，足见其家

产的丰厚。

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是宋徽

宗的宠臣。 为了满足徽宗对于奇花

异石的疯狂爱好，朱勔在苏州设立

了应奉局，花费大量公家财物，搜求

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到京城，

号称“花石纲”，给百姓带来了沉重

负担。 一时间，朱勔气焰熏天，他还

通过各种手段积累巨额财富，生活

奢侈腐化。 钦宗即位后，将他罢职

放归田里，并下令抄没了他的财产。

在朱勔的财产清单上，各种财物不

计其数，仅田产就达到了三十万亩。

南宋王继先，由于医术高明而

得到了高宗的宠幸，此后权势逐渐

上升。王氏子弟把持朝中重要官位，

几十年间无人能动摇。 王继先生活

糜烂奢侈，富可敌国。 后被御史弹

劾，削职抄家，在他的财产清单中，

家财竟以千万计。（据《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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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快落山时，“许臭九” 才揭开

锅盖，添上水，倒进去面，点着了火。柴

草在灶内慢慢燃起， 他看着火苗伸出

灶外，心中无限欣慰。这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做饭， 常听人说， 自己做的饭

香，怪不得饭还没熟就闻到香味了，他

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一阵好笑。他不

停地往灶中送柴草，烟越来越大。他刚

要趴到灶口去吹，火苗“呼”地一下蹿

了出来，吓了他一跳。一摸，眉毛、胡子

都烧焦了。

灶中的火“呼呼”地燃着，锅中的

饭“咕嘟咕嘟”地响着。 他不知道掀开

锅盖儿看看，直到白沫溢出锅盖儿，他

才掂起凳子压在锅盖儿上。 一会儿饭

又溢出来，他没法了，又掂起俩砖块压

在上面。 瞬间，白沫顺着锅盖儿、灶台

流在地上，越流越多。

“老拧劲”扛着一把扫帚走进来，

后面跟着下晌回来的韩世诚。“老拧

劲”一进门就吆喝：“谁家的饭煳了？谁

家的饭煳了？ ”

韩世诚紧走几步，一看“许臭九”

的狼狈样，心里明白了几分，上前拿开

凳子、砖头，揭开锅盖儿，锅里一片焦

煳。

“老拧劲”皱起了眉头，举起扫帚

朝“许臭九”拍去。韩世诚眼疾手快，一

把抓住扫帚把， 夺了过去扔在一边。

“老拧劲”上气不接下气地骂着：“没吃

过猪肉， 没见过猪咋走吗？ 不打你两

下， 你不知道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

罪！ ”说着又朝“许臭九”扑去，被韩世

诚拽住。 韩世诚赶忙抽出了灶底的柴

火，又浇进去一盆水。

“许臭九”惭愧地念叨着：“临渊羡

鱼，不如退而结网；扬汤止沸，不如去

火抽薪。这话我从小都会背，咋事到临

头就忘了釜底抽薪呢？ ”

院中的吵嚷声音惊动了左邻右

舍，一时间院中站满了人。韩母拉着小

石头从外边回来，听出了头绪，走到灶

台前看了一眼说：“看来真没做过饭，

谁没三年背运气？ 运动都是找老实头

呗，真正有罪能到咱这儿来，早下监狱

了。 ”又朝“老拧劲”说，“兄弟呀，积点

徳吧，别老干缺德事！ ”

韩母年高望重， 一句话把“老拧

劲”打懵了。 韩家门楼又恢复了平静，

韩母和媳妇一个灶上一个灶下， 做好

葱花面条，盛了一大碗，让韩世诚端到

堂屋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许臭九” 就走

出了韩家门楼，刚拿起扫帚，就被韩世

诚喊住了。韩世诚掂起一把扫帚，走到

“许臭九”跟前说：“许同志，这路不像

城市的马路，尘土很厚，扫地不用那么

使劲，光把树枝烂叶扫净就行了。我扫

这半边，你扫那半边。 ”

上晌的钟声敲响时， 街已经扫完

了，俩人一前一后走进院子，韩世诚舀

了一盆洗脸水说：“许同志，洗脸吧，你

以后不要做饭了， 这边做的给你舀锅

里。你要是嫌凉就再热热，记得要勤搅

动锅，做饭可比做学问容易得多。来到

家里就是一家人，不要外气，少啥缺啥

说一声。 上午，你去籴口粮，我找了辆

自行车你骑去，路上慢一点儿。 ”

“许臭九”只是不停地点头致谢，

不敢多言语。上午，他到粮管所买好口

粮，搭在车后架上，一路没下车到了韩

家门楼前，回家一看，他气得几乎晕了

过去，布袋两边磨了俩窟窿，米、面全

撒完了，他顿时泪如雨下……

这事被“老拧劲”知道了，带着两

个批斗专案人员一直斗到天快黑时才

放他回来。他踉踉跄跄走进院内，过了

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平静地交

给韩母说：“要是从北京来了一个女画

家，就麻烦您把这个交给她。谢谢您一

家对我的照顾！ ”他留恋地看了几眼韩

家门楼，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去。

“许臭九”前脚出，韩世诚后脚进，

他听母亲一说，预感到了不好，掏出信

一看，不由得喊了一声：“不好，他是要

去自尽！ ”

“许臭九”走到河边 ，放声大吼 ：

“苍天啊！我犯了啥罪？你折磨我、断我

生路！ ”说完，一头扎进了河里。

又一个黑影跳了下去，救出了“许

臭九”。 他是韩世诚。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槐树庄的各

个角落，正坐在老槐树下吃饭的“老拧

劲”听到韩世诚的汇报后，心里一惊，

沉思片刻后把头一拧， 说：“他这是畏

罪自杀！ ”又要说下去，一不小心咬住

了舌头，吭哧了半天说不出话，心里一

着急，老毛病痔疮犯了，这一次，来势

汹汹，“老拧劲” 觉得自己在世的时间

不长了，叫儿子安排棺材，交代后事：

我死后，千万别让韩家门楼的人知道，

省得瞧咱的好看。

一天，县上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把“许臭九”带走了，再没有回来。有人

说他被斗死了，也有人说他回单位了，

到底是咋回事，谁也说不清。他叫什么

名字，是什么单位的，始终也没有透露

给村里，据说这是上级的规定。

十

淇河也有它不近人情的一面，给

两岸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河水十年九涨，大水过后，一片黄沙，

狂风吹来，天昏地暗。千年来留下几句

顺口溜：“沙土地、沙土房，沙土被子沙

土埋。 沙土眼、沙土嘴，沙土鼻子沙土

堆。 ”大风吹来，淇河上下成了沙土的

世界，头一天晚上睡的时候，床上扫得

干干净净，第二早上，被子上落了厚厚

一层沙土。门被沙土挡住推不开，房子

埋在沙土中。人在地里干活回来，全身

都是沙土，跟沙土堆成的人一样。

春天，大风过后，辛辛苦苦播下的

种子不知被刮到了何处，还得补种，一

季不知种几次才行。沙地土薄，秋后耩

下的麦子，出苗后麦苗瘦黄瘦黄的，几

场大风过后，麦子只留下几道根，南风

刮来往北倒，北风光顾往南歪。不知啥

时根断，麦苗随风逃之夭夭。

庄稼不收年年种， 谁也没长前后

眼，盼星星，盼月亮，苗出土了，像对待

小孩一样，怕它渴，怕它病，还怕它不

长，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到了收获季节， 一棵麦子上就长了几

粒子，你有啥办法？沙土地长不起来玉

米、大豆，这里就年年种谷，种耐旱的

绿豆、豇豆。

淇河养育了两岸的人们， 淇河也

常常威胁着他们，发大水只分季节，不

分时辰，大水来了没商量。涨大水的时

候， 白天还好些， 要是赶在了半夜三

更，想跑都来不及。 为了逃生，生长在

淇河岸上的人大都识水性。靠山吃山，

挨着河水自然想发河水财， 捞鱼捉虾

不说，大水来时还冲过来不少木材、家

具、牛马猪羊。陈保省的曾祖父是淇河

岸上有名的好水手， 过河时两手举个

木耙还能旋转个不停，如走平地；俩胳

膊夹两布袋粮食过河，能滴水不沾。

慈禧南逃回来时路过淇河， 给她

抬轿的水手自然是优中选优， 陈家的

先人就被选上了。 慈禧的轿子平地上

是八人抬着，过河时就只有俩人。慈禧

回京的心情已经不是出逃时那样仓

皇，一路风光尽收眼底，淇河文化、秀

丽风光早被河南巡府禀报上来了。 大

轿行到河中央， 慈禧按捺不住淇河风

光的诱惑，撩开轿帘，探出头来。 陈家

先人看到三寸金莲露在外边， 心说这

老东西就会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

福， 我今天也逮住机会替老百姓出口

恶气， 就伸出手摸了摸慈禧的三寸金

莲，一把还不算，一直摸到过河。 护轿

侍卫看在眼里，到了岸边，轿一落地，

就“嗖”地抽出宝剑。 陈家先人手疾眼

快，一个小燕点水扎进河底，一口气游

了十多里，侍卫能奈他何？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在淇河上游

建了一条条拦河坝、一座座水库，河水

十年九涨成了历史。 河水不再威胁人

的生命，人们想的是如何治服沙魔，让

河滩上的庄稼多打粮食，装满麦囤。

“四人帮”倒台后，韩世诚加入了

党组织，换届时被选举为村支部书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一个村的

支部书记，既要想到今天、明天，还要

想到后天。农民以种地为本，如何把沙

魔锁住，使河滩变成绿地，纳入了议事

日程。 新的领导班子对槐树庄的前景

作了五年规划，要逐步实现田间有路，

路边有渠，渠旁有树，灌溉率达到百分

之百。 水电配套，水塔供水，宅基地统

一规划，达到有人就有宅基地，水电送

到门里头。十年之内达到绿树成荫，渠

水潺潺，窗明几净，鸡羊成群。 飞沙走

石、不毛之地的景象，要一去不复返；

拧轱辘担水，将成为历史。

⑨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 一生

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身

居相位，却廉洁奉公。

晚年时，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

这篇文字便是著名的《自表后主》，其

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

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

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

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

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份

上表实际上就是诸葛亮为官以来的个

人财产清单。

在这份清单中， 诸葛亮的个人财

产的一部分是“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

顷”，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

田地两千余顷， 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

私田八百顷。如果同他们相比的话，诸

葛亮这位国家重臣的家产， 真是少得

可怜。

同时， 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

是在刘备朝上任官， 还是在外领军作

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俸禄，自己没

有其他赚钱的门路。

事实证明， 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

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

人到其家检验， 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

致。

古代官员也曾公开财产状况

白居易吟诗晒工资

【延伸阅读】

贪官财产公开多因抄家

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日益深入，人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世界上的

许多国家，如美国、韩国、瑞典等很早便开始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在我国古代，官员的财产公开

尚未形成制度化，那时的官员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个人财产的呢？

另一份财产清单来自唐代的大诗

人白居易。白居易一生宦海沉浮，他的

存世诗作达 2800 余首，在唐代诗人中

首屈一指。 宋人洪迈在其《容斋五笔》

卷八《白公说俸禄》中曾说道：“白乐天

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

载于诗……”通过翻检，我们果然发现

在一些描写其官宦生涯的诗作中，白

居易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产状

况，而如果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便是

一份白居易一生的个人财产清单。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公元 803

年），32 岁的白居易通过科举考试，被

授予秘书省校书郎。 他写道：“三旬两

入省，因得养顽疏。 茅屋四五间，一马

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这

里透露了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时的

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宪宗元和四年（公

元 809 年），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

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

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 次年

五月， 白居易由左拾遗升为京兆户曹

参军，“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

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这时的俸钱是

每月四五万， 同时还点出了每月得到

的禄米的数量。

步入古稀之年后， 白居易又开拟

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

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

园， 次卖东郭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

宅， 仿佛获缗二三千。 半与尔充衣食

费， 半与吾供酒肉钱。 吾今已年七十

一， 眼昏须白头风眩。 但恐此钱用不

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这是白居易在

《达哉乐天行》一诗中对自己的妻儿和

外甥、侄儿们所立的遗嘱，其中便透露

出自家的地产和田产情况。 白居易还

将自己退休后的工资也公之于众，是

“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官员自愿公

开个人财产的先驱者的话， 那么白居

易则是详细开列自己一生财产状况的

第一人。 在尚未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

君主专制时代， 这两位官员通过上表

皇帝和诗歌的形式， 自愿向世人公开

自己的财产状况， 以表明他们在为官

生涯中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是“阳光”

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白居易：详细开列一生财产状况

诸葛亮:自愿公开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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