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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财产清单彰显崇高操守
� �

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古代
这种自愿公开财产的官员毕竟
还是凤毛麟角。 随着古代反腐倡
廉工作的推进，也随之产生了另
一种特殊的官员财产公开方式，

那就是在官员死后或犯罪后，其
家产的曝光，这类财产我们称之
为身后财产。 这种官员的身后财
产清单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
清官死后经清理而得到的财产
清单，另一类是贪官犯罪后或死
后经查抄而得到的财产清单。

先来看看几份清官的身后
财产清单。

西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张
汤，主张严刑峻法，被后人视为
酷吏，后遭人陷害，被逼自杀。

张汤虽然为官严酷， 但其一生
清廉俭朴，张汤死后，其个人财
产得到了公示。 人们惊异地发
现，其家产还不到五百金，所得
到的财产皆来自俸禄和皇帝的
赏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

当时， 张汤的兄弟子侄们准备
厚葬张汤， 张母言道：“张汤是
天子的大臣， 反被恶言污蔑致
死，厚葬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
用牛车装载着张汤的遗体下
葬，而且只有棺木没有外椁。 曾
经地位显赫的国家重臣， 生前
清廉， 死后仍是秉持俭朴的作

风。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对张汤
的死十分惋惜。

羊续更是少得可怜， 他的所
有物品只有布衣服、破旧的袍子、

数斛盐和麦子而已。 在羊续生前
任南阳太守之时， 当地的权势之
家大多奢侈无度， 羊续对此十分
厌恶。 为了向世人表明他为官俭
朴的决心，他常常身穿破旧衣服，

乘坐简陋的马车， 三餐也十分简
单。一次，羊续的妻子和儿子前往
太守官邸探望他， 不料却被羊续
关在了门外。 羊妻一气之下带着
儿子回去了。 后来， 羊续对儿子
说：“不是我不想见你们， 你看父
亲身边的财产如此寒酸， 你要我
拿什么给你们母子呢？ ” 又有一
次，汉灵帝准备任命羊续为太尉。

太尉位列三公，是一人之下、万万
人之上的宰相。 当时官场上有一
个潜规则， 凡是即将被任命为三
公的官员， 都要向东园交纳千万
礼钱， 同时皇帝要派宦官进行监
督，名为“左驺”。这些官员为了讨
好宦官，往往要对他们远接高迎，

并奉送大量财物。 宦官们本想借
羊续升迁的机会，大捞一把。不料
羊续却让他们坐在简陋的席子
上，丝毫没有迎接使臣的礼节。随
后，羊续又拿出了一件旧袍子说：

“臣的财产，只有这个了。”碰了一

鼻子灰的宦官们把羊续的言行告
诉了灵帝，灵帝听罢很不高兴，羊
续因此失去了这次晋升宰相的良
机。 然而，羊续并没有后悔，因为
他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
正确的，那份由破袍、盐和麦子组
成的财产清单，对羊续来说，正是
无价之宝。

唐代玄宗初年的宰相卢怀
慎，为官廉洁，不置产业，他病逝
后的财产清单中没有留下任何积
蓄，家人连丧事都无力承办。卢怀
慎生前非常俭朴，衣服、器物上没
有用金玉做的装饰， 虽然身居相
位， 而妻子儿女却仍然要挨饿受
冻。 他所得到的俸禄和皇帝所赏
赐的物品，都分送给了亲朋好友。

到洛阳赴任， 随身只带着一个布
袋。 病重后，同僚们来家里看望，

见到铺的席子单薄破旧， 门上也
没有挂帘子，如果遇到风雨天，只
得举席遮挡。日常饮食，只有两盘
蒸豆和几碗蔬菜而已。 玄宗见到
卢怀慎的这份身后财产清单后，

十分感动， 同时对这位贫穷宰相
的廉洁之举甚是钦佩。

在古代， 死后家无余财和田
宅， 甚至无处下葬的清官还有很
多， 而他们正是用这些宝贵的人
生财富践行着清官的崇高操守。

（据新华网）

古代官员财产清单大公开

诸葛亮没留给家人任何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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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日益深入，广大人
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的呼声也随之愈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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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国古代，由于君主专
制政体的存在，官员的财产公开尚未形成制度化。 那
么，古代官员是否有过公开财产的行为？ 他们又是通
过何种方式向世人公开自己的私人财产的呢？ 在这些
财产公开方式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意义呢？

自愿公开财产清单难能可贵
� �

我们先来看看两份官员的
财产清单，它们的主人分别是三
国的诸葛亮和唐代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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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虽然身居相位，却
廉洁奉公，晚年的他曾上表后主
刘禅，这篇文字便是著名的《自
表后主》， 其中写道：“臣初奉先
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 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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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
己的力量度日，绝对不会通过与
这位宰相亲戚的任何连带关系
获利。 诸葛亮在给朋友的信中曾
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
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
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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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自愿公开
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

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另一份财产清单来自唐代的
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出身官宦
人家，一生宦海沉浮。他的存世诗
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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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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贞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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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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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白居易通过了科举考
试，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他在
诗中写道：“幸逢太平代， 天子好
文儒。 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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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衣食牵，亦少人
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这里透露了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
郎时的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千。 宪
宗元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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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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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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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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大和七年

(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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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白居易
在洛阳再次被授予品级较高的
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职，月俸的
情况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
月”，两年后，白居易又被升为太

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在唐代，像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
这类的官职， 虽然无具体实权，

却是“品高俸不薄”，因此对于白
居易来说，这样的俸禄足以颐养
天年。 此外，在白居易的其他诗
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
俸禄数额，却也透露出了一些财
产状况信息，如白居易被贬江州
司马后，“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
家”； 卸任杭州刺史后，“三年请
禄俸， 颇有余衣食”； 为河南尹
时，“厚俸将何用，闲居不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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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