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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分組討論中談到中華文明五

千年的發展，特別提及中國歷史上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張居

正，這對當下中國改革態勢和未來的走向有何暗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張居正》作者、湖北

省文聯主席、著名歷史學者熊召政接受本報獨家專訪，縱論古今廉政與反腐。他指出：張居正堅

持反腐，一生守住「不怕難」和「耐煩」兩個原則，古人也說「治亂需用重典」；中共新一輪反

腐必須保持高壓態勢，至少持續15年至20年，方能糾正貪腐歪風，重塑清廉吏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梁珊珊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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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當用重典
正官風尚需20年

熊召政，著名作家，詩人，1953 年出生，湖北省

英山縣人。參過軍，下過鄉，22 歲起擔任英山縣文

化館創作輔導幹部，1973年發表第一首長詩《獻給祖國的歌》，1979年創作政治

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獲得全國首屆中青年優秀新詩獎。1999

年開始相繼出版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四卷本，2005年憑借《張居正》全票通

過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第一名。現任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湖北省文聯主

席。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酒色財氣》、《盅王》、《梅花鑰匙》、《張居正》

等。

腐敗不僅是官員的大敵，在
社會娛樂化趨勢愈加明顯的當
下，可能全民都成為腐敗者。
「國家正氣不樹，年輕人沒有理
想，都想過一種很安逸、不奮鬥
的生活，長此以往，娛樂化社會
既對官員產生腐敗，對老百姓也
產生腐敗。」熊召政指出，很多
錯誤的觀念正在慢慢毒蝕着百姓
的心靈，需重啟改革在文化方面
的重要目標，即建立強大的價值
體系過濾層。

政治理念源於價值觀
假如是革命

欺騙了人民，
我相信

共和國大廈就會倒塌，
烈士紀念碑就會蒙塵。

1978年時感受到國家改革脈
動的熊召政寫下的詩句在今天讀
來依舊充滿血性。
熊召政指出，社會主義在中

國的歷史不足100年，而中國已
經是文明古國5000年。100年留
給中國的政治遺產和5000年留
給中國的文化遺產，哪些該承
傳、哪些該摒棄，哪些該吸收、
哪些該迴避？我們需要認真梳
理。
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

來源於中國特色的價值觀、中國
特色的文化，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作支撐，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
做一種政治口號，我們就會走不
遠。只有把它當做一種文化的需

求，當做中華民族自身真正的需
求，才有可能讓整個社會過濾層
自覺地起作用。

糾正錯誤觀念靠教育
把錯誤的東西改掉要從文化入

手，不要總講政治術語，文化上
的事情就應該交給文化去做，如
果通通交給政治口號來完成，大
家都會反感。「不要讓人生活在
政治概念裡，而是生活在一種文
化的薰陶之中。」
熊召政指出，在奉行古代忠

孝仁義的價值觀時，中國社會
是有一個過濾層的，這個過濾
層將不符合價值觀的東西過濾
出去，而留給下一代學習的東
西都是清澈的。這個過濾層，
古人稱之為「道統」，基本上
由讀書人和賢達構成，他們是
社會價值體系的維護者。熊召
政指出，改革開放30年，特別
是後期，「道統」，即現在所
說的文化精英階層沒有很好地
起到社會過濾層的作用，其中
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孩子們
在學校學習的都是技術、專
業，而不是道德、理想，道德
的教育、理想和價值信念的培
育基本上是放縱的。
中國的霧霾不是從天空開

始，而是從心靈開始的，很多錯
誤的觀念正在慢慢毒蝕着百姓的
心靈。熊召政認為，重啟的改革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目標，就是建
立強大的價值體系過濾層。

熊召政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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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來，內地公務員的日子不好過。
「打鐵還需自身硬」、「堅持『老虎』、『蒼蠅』一起
打」、「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在剛剛過去的2013
年，中共中央掀起反腐風暴，重拳清掃貪腐「霧霾」，18
名高官落馬樣本正持續彰顯反腐力度。

清廉理念植心田
2014年1月15日發佈的中紀委三次全會公報顯示，2013
年至今，中央先後出台15個禁令，直指豪華超規格辦公
樓、一般公務用車、公款旅遊、公款宴請等，以「嚴禁」
「嚴查」口吻斬斷公務員「灰色利益」。在此嚴厲約束
下，中國公務員系統內叫「苦」聲日漸高漲，部分城市公
務員辭去公職下海潮初顯。
熊召政對改革的態勢做出一個基本判斷是，「這僅僅只
是個開始，2014年內地公務員的日子將會更難過」。
當下的改革，即是希望通過嚴肅懲處，讓清廉成為官場

共識，讓官員感受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嶄新官場
文化。待到新的理念深入人心之後，每個人有一種自我約
束機制，同時靠制度保障，讓大家自覺按照新的為官規則
做事，熊召政認為，形成這種新局面，至少需要15年至20
年的時間。

官員角色待轉換
熊召政警告說，如果反腐只是搞運動一樣過一陣就消

退而不能成為常態，會出現強烈反彈的問題。他引述明
代改革家張居正在推進改革時曾說過，一生就守住兩個

原則「不怕難」和「耐煩」，指反腐是一個需要「耐
煩」的事業。改革的大氣候、大環境沒有調節好，才會
出那麼多的蚊子蒼蠅。反腐有高壓態勢，蒼蠅就不能滋
長，如果只是壓一陣子，反彈起來更麻煩，一定要始終
保持高壓態勢，所以毛澤東說「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
蒼蠅未足奇」，今天的高壓態勢下，真正清正廉潔的官
員就「歡喜漫天雪」，凍死的只是蒼蠅而已。
熊召政表示，我們正走在從「亂」走向「治」的過程

中，這個過程也許是混亂的、痛苦的，古人也說「治亂需
用重典」，現在正是用重典的時候。重典需用多久，就要
看整個社會的承受力度，以及官員幹部的自我更新速度，
只有官員的角色完全轉換，那時腐敗問題才不會令全民如
此關注。

執政基礎在民心
有人說，毛澤東時期的貧窮和後鄧小平時代的貪腐，都

是中國前進中遇到的問題，鄧醫治了毛時代的貧窮，但也
失掉了那一時期的清廉。對此，熊召政評價說，現在到了
新的領導集體，既要堅持富裕中國，還得堅持清廉執政，
這就是要站在兩位偉人的肩膀上，重新樹立執政黨在新時
代、在全世界的新形象。
任何一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就是民心和民意。在熊召

政眼中，新一輪進行的改革不是和風細雨，不是簡單
的照照鏡子洗洗澡，而是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也
不是大的利益集團間的博弈，而是全民共享的一種社
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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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
室」，就是說執掌國家大局並不難，
只注意一條，不要把國家的權貴人物
得罪了。但熊召政分析，今天中國深
水區的改革，就是必須得罪巨室。
將懲腐作為改革重頭戲是中國歷
朝改革家的共同選擇，比如張居正
在改革中首先抓住的牛鼻子（關
鍵），就是吏治，也就是現在說的
整頓幹部作風，而吏治的牛鼻子則
是懲腐。張居正在懲治腐敗的同時
還要懲治庸官，貪官禍國殃民，庸
官誤國誤民，兩樣都不可容忍，所
以張居正改革就從治貪治庸這兩個
方面推動，見效很快。張居正改革
之初全國副部級以上官員有2萬7千
人，三個月後即有超過7千人因貪腐
瀆職被查處。

站民眾立場嚴加管黨
「張居正改革見效很快，因為阻力
全部來自利益集團，但改革卻是整個

國家的民心所向，這一點，歷史跟今
天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分析，就像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

們凝聚在「撥亂反正」四個字之下，
現在能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只有四
個字「懲治腐敗」。如果說，胡錦濤
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最大程度地讓利於
民，那麼習近平則是站在民眾利益的
立場上嚴加管黨。
古人講，「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執
法之人」。從來都不缺乏法律條文，
可是大家視若罔聞的原因，皆因執法
者缺位。所以要重獲老百姓的支持，
首先要讓老百姓的心安下來，官員必
須變得清廉，政府變得高效，尋租行
為越來越少。

抓住髒手刑得上大夫
陳毅元帥在上世紀60年代寫過：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習近平在
剛剛閉幕的中紀委全會上講話亦引用
這句詩。官場腐敗就是因為近年來沒

有執法的人，一
隻隻骯髒的手都
未被抓住，所以
新一屆黨中央的
反腐措施，既是
在歷史中汲取的
教訓，也是瞄準

了現實中改革深水區存在的最大問
題，幾乎是全黨和全國民眾一起形成
的共識。
大家每天坐在一起開會，好像都是

人，可其實中間還坐着那麼多老虎，
熊召政反問，當年你敢說他是老虎
嗎？因為老虎坐在主席台上，你在下
面聽老虎作報告。打虎的舉措得到民
間最積極的呼應，內地媒體在年終盤
點時都在預測「誰是下一個老虎」，
而外媒則似有所指地報道，內地反腐
或指向更高級別官員。
熊召政感歎，反腐讓老百姓感到莫

大的快慰，孔子所說的「刑不上大
夫」在今天已經被打破。

回顧中國歷代領導人，毛澤東時代的
官場清廉是有口皆碑的；鄧小平改革時
期，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亦可圈可點。
但在後來，隨着法治的落後和執政黨自
我約束能力的降低，腐敗問題日漸凸
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
放」這個詞彙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官方文
件中，雖然「改革」和「開放」兩者通
常並列出現，可是推進的程度和力度卻
並不相同。熊召政直指，「多年以來，
『開放』一直穩步推進，而『改革』實
際上處於停滯狀態。」中國社會表面上
風和日麗，其實已是暗潮洶湧，到了迫
在眉睫、不得不改的地步。

改革停滯多時 權力尋租嚴重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方面改革產

生新矛盾，如貧富不均、農民工安置
等；另一方面，在改革停滯時，改革尚
未觸及的舊問題亦愈發嚴重地顯現出

來，如制度性腐敗、體制不暢等。熊召
政指，貧富不均問題在執政黨身上表現
為腐敗愈演愈烈。在毛澤東時代大家都
貧困，不存在權力尋租，而現在權力尋
租現象幾乎無所不在，這是改革中的制
度缺陷造成的，政府的權力過大，導致
掌控資源的高官權力過大，而且缺乏有
效的監督機制。可以說，過去20年，內
地上演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權力盛
宴」。已經曝光的多宗官員腐敗案中，
不難發現他們「邊腐邊升」的成長軌
跡，在監督官員權力、樹立廉潔官場作
風上，中國已經浪費了多年的時間。
儘管當下許多官員表現得不適應，可

是民眾都歡欣鼓舞，從執政黨角度來
說，這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
把藏在周圍的老虎揪出來，李克強此前
用「壯士斷腕」來表達改革決心，而習
近平此後更是將其上升到「刮骨療毒」
的程度。

遏權力盛宴 須「刮骨療毒」

■■中央不斷推進廉潔政府建設中央不斷推進廉潔政府建設。。圖為地鐵圖為地鐵
站內的廉政文化教育展覽站內的廉政文化教育展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居正畫像

■■熊召政指熊召政指，，習近平高習近平高
壓懲腐壓懲腐，，須經須經2020年方年方
能扭轉中國官場風氣能扭轉中國官場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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