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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释之，河南南阳人，西汉法
学家，法官。张释之从一个宫廷小
官，一年五升迁，官至廷尉。他的

“升职经”，今天读来，仍有味道。
张释之想一展抱负，二哥就出

钱给他捐了一个骑郎的宫廷小官。
他一干就是十年，始终没有升迁机
会。想想前途无望，张释之想辞官
回乡，帮哥哥分担家务。中郎将袁
盎爱惜人才，得知张释之德才兼
备，就向汉文帝推荐张释之做谒
者。文帝面试，张释之慷慨激昂地
陈说利国利民大计，却被文帝打断

——不要长篇大论，就说说当下我
们怎么做吧。

张释之一听，立刻收起锋芒，
不仅透彻地分析了秦亡的原因，并
明确提出了“休养生息以安百姓”
的主张。这和文帝不谋而合，张释
之当即被封为谒者仆射。张释之反
思十年没升迁的原因，认为自己太
喜欢高谈阔论——一天到晚喋喋不
休，又做了多少实事？

谒者仆射也就是统领诸谒者，
职掌朝会司仪，传达策书，皇帝出

行时在前奉引的五品官。张释之官
职虽小，却是文帝的卫队长，能时
时陪伴文帝左右。有次，他随文帝
登临上林苑观虎，文帝问上林尉园
中禽兽的情况，一连十多个问题，
上林尉都答不上来，虎园的饲养员
啬夫则对答如流。

文帝认为上林尉不称职，下诏
让张释之授予啬夫上林尉之职。张
释之不赞同文帝的做法，就问文帝
如何看待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
如，文帝说二人都是年高德劭的长

者。张释之就说：“周勃和张相如
能被称为长者，但二人都不善于言
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效法
伶牙俐齿的啬夫吗？”随后，张释
之援引秦亡的历史，建议文帝不要
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以
免夸夸其谈之风被上行下效。文帝
经历过秦末动乱，为了不蹈秦二世
而亡的覆辙，对华而不实、不重实际
的作风极为反感，自然闻过即改。

不久，张释之被提拔为公车令
（掌管皇宫南阙门，即司马门）。有

一日，太子刘启 （即后来的汉景
帝） 和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过司
马门长驱直入。张释之发现后，立即
将车拦下，禁止二人入宫，并向文帝
弹劾二人。按照规定，除了皇帝，经
过司马门都必须下车，否则就是大
不敬。太子是太后的心头肉，太后得
知此事，厉声训斥张释之，但张释
之不为所动。文帝认为，张释之没
有错，就脱掉帽子向太后赔礼，说
自己教子无方，才让他们坏了规
矩。为化解僵局，太后亲自下懿
旨，太子和梁王才得以进入宫中。

由于文帝励精图治，同时又谦
让宽容、以德服人，国家开始走向
昌盛。张释之有胆有识、坚持原
则，严于执法、公正不阿，文帝很
赏识，便升他为中大夫。不久，又

升他为中郎将。
同一年，张释之随文帝登临霸

陵 （即后来的汉文帝陵）。文帝对
随行臣属感叹：“唉！如果用北山
石做椁，再把麻絮切碎用老漆填到
棺椁之间，使之黏合，其坚固程度
有谁能撼得动呢？”左右随声附
和。张释之却认为，如果厚葬，陵
墓里放进惹人贪欲的珍宝，就是用
金属把南山封起来，也一定有人能
把它打开；如果陵墓中没有这些东
西，就算没有石椁，又哪里用得着
忧虑呢。

文帝一生提倡节俭，以身作
则，严于律己，饮食多萝卜青菜，常
穿着草鞋上殿，就连龙袍都打着补
丁，怎么可能追求厚葬？文帝认同张
释之的说法，又升他做了廷尉。

张释之的“升职经”

桂晓燕

这几天，随着“严书记”受贿案
的宣判和保时捷女司机丈夫“童所
长”被停职，“坑夫”一词引爆舆论，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宁波人喜欢听
越剧，越剧有一出折子戏叫做《盘
夫索夫》，现在某些任性的官太太，
不是盘夫索夫，而是坑夫害夫，让
她们的官人倒八辈子大霉。

“严书记”乃四川省广安市委
原副书记严春风，日前因受贿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60
万元。严书记之所以锒铛入狱，根
本原因当然在于他自己犯下罪行，
但在送严书记进大牢时的临门一
脚，他的夫人李某这个“猪队友”，
也“功不可没”。大家一定还记得，
这个李某是何等飞扬跋扈、盛气凌
人！有一天，李某的女儿在幼儿园
又打小朋友，老师决定给她单独安
排座位，并将决定发到了家长群
里。李某极为恼怒，立即在家长群
里发飙了。她先是要求老师当着全
体师生的面，向她的女儿道歉，接
着又语带威胁地说：“我通知你们
集团领导来给我解释。你对严书记
的女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好一
个“严书记的女儿”，潜台词太丰富
啦！然后李某又宣称涉事老师已被
开除，还炫耀自己的女儿已被某外
国语学校内定录取！种种妄自尊
大、狐假虎威、高人一等……此消
息一经曝光，便将严书记推上舆论
的风口浪尖。组织介入调查，很快
就查明严书记原来是一个“表面作
风正派，实则腐化堕落”的两面人，
将其拉下马来！

宁波老话说得好：“严嵩世道
也要过，绸缎衣衫也要破。”比喻权
势未必长久，富贵难以永续。以此
警示、提醒世人，尤其是有权有钱
之人，切勿以势压人，切勿以富欺
贫。须知平等意识是和谐社会的重
要基础，也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道
德素养；如果不能做到平等待人、
文明待人，那么即使衣食住行全部
超级现代化，也只不过是顶着一个
封建落后的脑袋，不是真正的现代

人。严夫人李某，看来没有领会这
句老话蕴含的警世之义。所以任
性，所以坑夫。

与严夫人李某的任性和坑夫
异曲同工的，乃是近日挑起“男女
互搧耳光”闹剧，从而在网上蹿红
的重庆保时捷女司机。凑巧的是，
她也姓李，又一个李某。此李某比
前一个李某更加厉害。前者只有

“文斗”，后者既有“文斗”，更有“武
斗”。李某驾驶保时捷违法掉头，被
一辆正常直行的奇瑞车挡住路线，
双方起了争执。李某大概以为自己
开一辆保时捷，就可以像螃蟹一样
横行，别人都得让她怕她。于是开
口便骂，侮辱人家的奇瑞是“叫花
子车”；接着扬手便打，猛抽对方男
司机耳光！按照一般吃瓜群众的
思路，敢跟别人打架，最好里面
穿一件防弹背心，起码也得像练
功的武僧或师太那样，装束厚实稳
重点是不是？可是这个李某竟然如
此打扮：袒肩露背、抹胸吊带、奶
白凉帽、酷炫墨镜，背上纹身颜色
青黑、脚下鞋跟高半尺……她之所
以敢如此放肆，当然不是因为武
艺高强，而是觉得别人都得让她
怕她。没想到奇瑞车男司机不怕，
一个大巴掌扇将回去，将李某头上
漂亮的奶白色凉帽扇落在地，露出
里面染成蓝色的头发。看到这个视
频的网民纷纷叫好！因为李某实在
太欺负人了。根据她骂人打人的娴
熟程度，人们怀疑她并非初犯。果
然又扒出其不少违反交规和耍威
风的“生动事迹”。关键的是，李某
的一顶小帽子还牵连出家里的“一
顶大盖帽”——她的丈夫，重庆市
公安局渝北分局石船派出所所长
童少华，已被停职。官方发布公告，
将对夫妇俩进行彻查。童所长会不
会成为第二个严书记，广大群众拭
目以待。

不管是“书记”还是“所长”，或
者是普通百姓，让我们都记住“严
嵩世道也要过，绸缎衣衫也要破”
这个道理，为人处世提倡平等，互
相尊重，谦虚谨慎，不卑不亢。这才
是现代社会应有的和谐景象。

严嵩世道也要过
绸缎衣衫也要破

易其洋

一

博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
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米博华
也；论者，关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评说反腐风云，献计全
面从严治党也。“博论”是《中国纪
检监察报》盛邀米博华老师，自
2015年8月6日起开设的政论类专
栏，《博论正风反腐》由发表于这个
栏目的124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

党的十八大后，正风肃纪声势
浩大，全面从严治党雷霆万钧。反
腐败，是一场严肃重大的政治斗
争，必须赢，输不起。反腐败斗争，
一刻也离不开舆论支持、舆论引
导，换言之，缺乏舆论支持、没有舆
论引导的反腐败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纪检监察报》的特殊身份，决
定了它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其
他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其中，
评说反腐时局的政论，给读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而由政论写作大家米
博华老师主笔的“博论”专栏，更是
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的定位、
深入透彻的论述、精炼生动的文
风，赢得“博粉”无数。

我们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订
阅 《中国纪检监察报》，于我而
言，主要是冲着读它的评论尤其
是“博论”去的。因为长年从事
党报评论编写工作，渐渐养成了
从政治角度观察社会变化、研究
社会问题的习惯，也因为一直对

“老米”（米博华老师喜欢的称
谓） 所写政论的喜爱与赞佩，对
于 《博论》，我自然是每篇都仔细
阅读，有些篇章爱不释手，便留
下报纸，打上红钩，时不时地拿
出来学习或写作时参考，可谓常
读常新，受益匪浅。而像我这样
喜好 《博论》、精心收集和研习的
大有人在。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文友
匡吉 （笔名），在舟山某部队工
作 ， 也 颇 爱 好 新 闻 评 论 写 作 。
2017 年底的一天，我在他微信上
看 到 ， 他 下 载 收 集 “ 博 论 ” 文
章，打算编订成册，以为纪念和
学习。见有这等好事，我便“讨
要一本”，还有在宁波市政府部门
工作、同样喜好评论写作的朋友
江海 （笔名）“也要一本”。书册
做好后，匡吉快递给我，草绿色
封面，A4 纸大小，目录 6 页，收
集“博论”112 篇，共计 342 页。
我 把 它 放 在 家 里 茶 几 上 ， 一 有
空，便拿起来翻看。后来，我们
三人见面畅饮，津津有味地聊起
此“书”时说，只是因为太过喜
爱才偷编，绝无谋利之心，应该
算不上侵权。《博论正风反腐》 一
书中，“老米”所写 《后记》 也提
到，有一位读者把“博论”自开
栏 以 来 的 每 一 篇 稿 件 都 打 印 出
来 ， 装 订 成 册 ， 并 寄 了 一 本 给
他。看来，像我等一样痴爱 《博
论》者真不少。

二

《博论》 出了合集，我虽是重
读，仍有耳目一新之感。断断续续
读完，感触颇多。最大的感受是，

《博论》是一本很好的“教育读本”，
读它，领导干部可以学习为官做人
之道，像我这样喜爱评论的人，则
可以学习政论编写之法。

腐败，实质是掌权者以权谋
私。论说反腐话题，最该关注的，就
是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如何修
身养性，如何秉公用权。《博论》的
好多篇章，严肃地指出一些领导干
部的缺点错误，剖析他们为政不清
不廉甚至贪污腐败的表现、危害和
原因，为的是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警示惊醒，治病救人。我虽不是官，
但从所听报告、所看警示教育片、
所读报刊材料中，了解了许多领导
干部的腐化堕落行迹，也知道当官
和做人是分不开的，读《博论》，不
能不说，如果能按文中所论为官做
人，就算成不了受人尊崇的“清官”

“好人”，至少不会落得个身陷牢
狱、后悔莫及的悲惨下场。

政论不仅仅是文字著作，更可
以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
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乃至个人命运，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老米”
看来，政论不仅技术含量高，且包
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是治
国理政的重器。如果一个人能够写
出很好的政论，写其他言论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开设在 《中
国纪检监察报》 上，论述的是反
腐时局，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反
思，很多观点应该澄清，很多思
想“扣子”需要解开，写作 《博
论》，“老米”是以过硬的政治素
质做基础做保障，对所论问题想
通悟透后，用自己的行文方式娓娓
而谈，无论是思想还是笔力，都达
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党员意味着什么？》是《博论》
的开篇，其中写道：“党员的含义，
至少和党的历史一样丰富，很难备
述。但起码这三条应该有共识吧：
更多约束，更多放弃，更多担当。”
再如《教师节话“育人”》中写道：

“每当我们走向社会，走向新的工
作岗位时，都不要忘了提醒自己：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学会做人，才
能更好做事。”“怎样做人，做怎样
的人，是育人的核心问题。”又如

《从不守规矩到违法犯罪》中写道：
“经验告诉我们，看一个人政治上
成熟不成熟，做领导工作对路不对
路 ， 重 要 一 条 ， 是 看 懂 不 懂 规
矩、守不守规矩。”“从不守规矩
到违纪违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腐败分子大多就是平
时就不大守规矩的人，或者是专
门玩踩红线的高手。”为官从政，
安身立命，谨记三个“更多”，明白

“做事先做人”，懂得“守规矩”，何
来无妄之灾，何愁不能成事。

《博论》中的许多篇章，光是读
题目，就足见“老米”对领导干部如
何为官做人的善意提醒、苦口婆
心 。 像 《迷 信 ： 官 员 的 一 个 软
肋》、《贪 腐 的 几 个 “ 标 配 ”》
（“标配”包括：专横跋扈的一
把手、过从甚密的商人、不守本
分 的 家 属 、 势 利 相 交 的 “ 小 圈
子”、如影随形的“艳事”）、《不
要被“亲情陷阱”蒙蔽心灵》、

《没有人可以胡来——辨析“功、
过、罪”》、《紧要关节的“第一次”》、

《官升一级，修养也要更进一步》、
《天有眼，勿侥幸》、《有的错绝不能
犯》、《做好自己谁奈我何》、《不老
实，占小便宜终吃大亏》、《无视规

矩必出大事》、《金钱，不是说说而
已的考验》、《越是“私底下”越考验
自律》、《即将“为官”，先正“官”
念》、《党纪面前耍“大胆”，有你“好
看”！》、《年轻干部少走弯路别走绝
路》、《搞小圈子，总有一天会出
事！》，等等。

三

编写评论，不关心政治、不了
解时局，是无法想象的。党的十八
大后，正风反腐就是必须深切关注
的 政 治 和 时 局 。 身 为 党 报 评 论
员，对于 《博论》 所涉的许多话
题，我也有过思考，有的自己写
过 评 论 ， 有 的 还 组 织 过 专 题 评
论。“事非亲历不知难”，自己写
过了、做过了，再看“老米”是
怎么写的、怎么做的，更能体悟
到人之所长、己之所短——对比
思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学习方法。

我读《博论》，一是学习它认识
问题的角度和对一个问题所持有
的观点。评论，顾名思义，是一种判
断和论说文体。对于所观察的人和
事如何定性、定性是否准确，也就
是所谓的“说准、说好”，是判断一
篇评论质量高下的主要标准。读

《博论》，篇篇可见判断之准确、观
点之精当、论说之周备。像《强党是
强国核心》，是为2015年国庆所写
的“感言”，与“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相呼应，高屋建
瓴，一语中的；像 《这三年，定
载入史册》，“这三年，我们最大
收获是冰释冷漠、重拾信心，确
信只要拿出雷霆气概，使出霹雳
手段，沉疴积弊完全可以清除”，
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三周年如此

“结论”，准确有力，意味深长。

我读《博论》，二是学习它对社
会现象高度概括，缘事论理，纵横
捭阖的行文方式。政论论政，不是

“空对空”，也不是“大得没边”，而
是以大家普遍关注的新闻事实或
社会现象为由头，理从事出，就事
论理，明确回答“为什么”，帮助人
们消除疑惑，达成共识。

与一般人写评论有所不同的
是，“老米”极少以具体的新闻报道
为由头，观点总是从高度概括的社
会现象中引出来。以社会现象而不
是个案为由头，着眼于典型性和代
表性问题，见解更为弘通，使文章
如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针对性
和生命力也更强，而不是所谓的

“易碎品”。像《自知之明是一剂良
药》，由头是官场普遍存在的“一失
意，就堕落”的现象，“因某一次不
被提拔，为何就感到‘官场失意’？
又为何因此而放纵甚至堕落？”接
着分层论述，其一，“总觉得别人对
不起他”；其二，“总觉得别人离不
了他”；其三，“总觉得别人惹不
起他”，抽丝剥茧，解疑释惑，让人
豁然开朗。《不老实，占小便宜终吃
大亏》，由头同样是大家熟悉的“绝
不让老实人吃亏，绝不让投机钻营
者得利”之语，“思之，当清晰地包
含两层意思……”“再思，却感到道
理虽明，却又很难讲清……”“思之
再三，终于明白……”将人人所见
的“现象”，论述得明白晓畅、回味
醇厚。还有像《“德不配位”会如
何》，就是对“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这句现如今常被人提及的古训的

“重新解读”，《“农民儿子”贪腐几
率高是个假命题》，就是针对贪官
忏悔时“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套
话探微发幽，真的是“篇篇都是精
品”，足见“老米”平日里观察之细
微、思考之深入。

我读《博论》，三是学习它清新
犀利、简洁准确、行云流水般的用
语。报纸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等政
论，虽主题重大，但对字数有严格
限制，加之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最好还要有批评性，尤其讲究
文字简洁有力，用语大胆准确。《博
论》言辞之清丽、语意之畅达，让常
常为写评论时“用准一个词”“说顺
一段话”而头痛不已的我暗暗叫
好。像《老百姓反感“摆官架子”》写
道：“那些因为职务提升而自我膨
胀的人，待人接物往往颐指气使，
说话‘嗯嗯啊啊’地装腔作势。那些
执掌权柄而忘乎所以的人，往往专
横跋扈、唯我独尊，根本不屑听取
别人的意见，张嘴就是‘这事我
说了算！’那些官僚习气严重的
人，往往特别在意接待规格、职
级待遇，衣食住行讲排场、摆阔
气，酒要特供，车要豪华，个人
面子比天还大。那些被身边人的
奉承和恭维包围的人，往往自命
不凡，目空一切，一天到晚自我
陶醉、自我欣赏。”如此用语，好
比为“摆官架子”者白描画像，准
确传神。像对于从2015年末中央领
导反复强调的“动辄则咎”一说，我
当时也想过：不是动辄得咎吗？不
是 贬 义 词 吗 ？《 何 为 动 ，为 何
咎？——“动辄则咎”一解》，结合反
腐时局，“老米”把这个问题论述得
透彻而生动。文章开头写道：“有人
卖官，卖到排除挂号；有人猎色，猎
到悖逆人伦；有人索钱，索到搬不
动、没处放；有人造宅，造到攀比金
銮宝殿。”如此“流水句”，书中有好
多，朗朗上口，文气贯通，虽没有明
言说的是谁、所指何事，但读的人
只要想一想，自然“会心一笑”。

四

谈到评论员素质，“老米”说
主要有六条，其中之一是“有一
种用笔写而不是高谈阔论却从不
动笔的职业习惯”。“几十年关注
一件事 （评论） ”，在“老米”看
来 ， 是 将 喜 欢 和 擅 长 “ 合 而 为
一”，是一种幸运。他说，“尽管
在专栏里写了些小文章，但总感
到忐忑不安”，“能做的是，反复
酝酿选题，反复修改稿子。有时
写得很顺，但多数写得挺辛苦，
一个稿子改个三五遍是常事”。做
什么事做得久了，就容易大意轻
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也容易松
弛懈怠，觉得应付一下就能过关。
读《博论》，既能感到“老米”庖丁解
牛般的熟能生巧，也能感受到他
举轻若重般的严谨认真。而这，
无 论 是 做 官 为 人 ， 还 是 写 作 评
论，尤其值得认真学习。

读《博论》：可学为官做人，可学政论写作

作者的朋友“偷编”的
《博论》。

作者留存的刊有 《博
论》的报纸。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