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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 在中国古代! 明太

祖朱元璋可谓是 "铁腕反腐# 的先锋! 他制重

典! 用酷刑! 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 使明朝

初期出现了可喜的 "洪武之治$ 局面% 不过很

多人不知道! 为了惩治腐败! 朱元璋竟然连驸

马都杀了&

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饱受元朝官吏的盘剥

敲诈! 对官员贪污腐化' 鱼肉百姓的行为深恶

痛绝% 大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便开始大举反

腐% 他制定出台了 (明大诰) 等律令! 发明了

*剥皮楦草 $ 的酷刑 ! 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

吏治清朗达百余年%

之所以取得这样显著的反腐成就! 与朱元

璋 *铁腕反腐$ 是分不开的% 在整治吏治过程

中! 朱元璋始终坚持铁腕冷面! 绝不手软! 甚

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 他亲自下令斩杀驸马

欧阳伦便是其反腐历程中最精彩的一笔%

朱元璋共有
/0

个女儿! 其中他最宠爱的便

是聪明伶俐的安庆公主% 因此! 朱元璋在为爱

女遴选驸马上费了很大心思% 最终! 朱元璋看

中了欧阳伦% 史书对欧阳伦的记述不多! 只介

绍他是进士出身! 生得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深得朱元璋的喜爱% 洪武十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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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

璋做主! 将爱女安庆公主嫁给欧阳伦% 欧阳伦

做了皇家的驸马后! 对公主温柔体贴! 百般恩

爱! 所以深得公主的欢心% 欧阳伦官至驸马都

尉! 便仗着皇亲国戚的权势和威望! 生活开始

腐化起来% 他先是花巨资装修了驸马府! 装得

比皇宫还富丽阔气 - 接着又到处搜集奇珍异

宝! 一时间门庭若市! 各地官员争相登门 *献

宝$% 但是! 欧阳伦对钱财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 *暴富$ 之路! 那就是走

私茶叶%

明朝初期! 朱元璋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

地区! 就用中原地区产的茶叶去交换西蕃地区

的马匹! 因此茶叶便成了明帝国的战略物资%

朱元璋颁布了 (茶马法)! 严禁走私茶叶% 但在

利益驱使下! 欧阳伦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

中的特权! 开始委派家奴周保! 私下里动用官

府车辆 ! 又征集民间车辆 ! 大肆走私茶叶 !

*数遣私人贩茶出境$! 从中牟取暴利% 周保仗

着主人的权势! 骄横异常! 指挥着庞大的走私

茶叶车队擅闯关卡! 不纳税' 不下马! 但凡有

地方官员阻拦! 非打即骂! 其主子欧阳伦更是

蛮横无理! 甚至亲手暴打蓝田县河桥司巡检税

吏% 被打官员气愤不过! 便将驸马走私茶叶之

事告了 *御状$%

朱元璋闻讯大发雷霆. *朕才行一法! 乃

首坏之&# ///我刚刚颁布一部 (茶马法)! 你

作为驸马就带头违犯!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

朱元璋命人将欧阳伦捉拿问罪% 马皇后和安庆

公主母女俩一听朱元璋要斩杀女婿' 驸马! 急

急忙忙跑进宫来! 为欧阳伦求情%

对于驸马欧阳伦的罪行! 朱元璋已经全部

审清! 地方官员所奏情况全部属实! 欧阳伦也

对自己走私贩茶' 违反国家法令一事供认不讳!

所以朱元璋决定依法处死驸马% 朱元璋深知处

死驸马的后果///爱女安庆公主将成为孤苦伶

仃的寡妇! 他和马皇后也将失去爱婿! 皇家的

脸面也将丢失% 但他冷静下来一想. 不杀驸马!

何以服众- 驸马不死! 国祚怎安0 于是! 朱元

璋毅然决然地处死了驸马欧阳伦及周保一干人

等% 此举令全国震惊& 官吏们从朱元璋处死驸

马一事中看到了皇帝反腐的决心! 于是! 全国

震悚! 腐化贪污之风骤然遏止&

朱元璋大义灭亲! 不但巩固了明初的基业!

也成为朱元璋依法治国' 铁腕反腐的一则范例!

流传后世% !新浪"

学术需要用心!养"

!

张巨成

孟子说! "苟得其养# 无物不

长$ 苟失其养# 无物不消 %& 大意

是说' 如果得到好的养护' 没有东

西不能生长$ 倘若失去养护' 没有

东西不会消亡% 实际上' 不仅自然

事物 ' 学术同样需要用心 (养 & %

真正有水平) 有思想的学术' 都是

通过日就月将的积累逐步养成的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 尤其

离不开 "养&*

养性* 儒家把修身养性看作是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的前提和基

础, -中庸. 有载! /君子尊德性

而道问学0, 这说明' 养性是做学

问的根基, 学术养成' 首要的是诚

意正心' 端正治学态度, 学术乃天

下之公器, 学者应净化心灵' 使自

己成为一个不断求索的人+ 一个淡

泊名利的人+ 一个品性高洁的人 '

这样才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真学问,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 /好

名乃学者之病0' 清朝思想家章学

诚亦说 /好名之甚 ' 必坏心术 0 '

这些话在当今仍有警示意义, /名

为招祸之本' 利乃忘志之媒 ,0 古

今中外的历史证明' 争名者未必得

名' 夺利者未必获利, 在名利得失

上保持平常心' 看得淡一些' 就不

会失去平衡摔跟头' 就能保持心情

轻松愉快' 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在

学术钻研上, 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

定力' 就难以抵挡名利诱惑' 甚至

主动追名逐利' 这难免会影响学术

品质, 目前' 一些学者学风浮躁 '

有的甚至缺乏学术诚信+ 违反学术

规范' 致使学术不端+ 学术腐败事

件时有发生, 究其内在原因' 主要

是他们缺乏养性功夫, 古人以煮药

譬喻读书' 先用猛火煮开' 再以慢

火养之' 药效就会慢慢熬出来, 学

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1 历史和实

践都告诉我们' 最笨的方法往往最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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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4

次方约等于
1826

'

而
7299

的
104

次方只约等于
7271

,

这足以说明' 点滴努力的慢工' 可

以累积惊人的成绩, 近代学者杨树

达将其书斋命名为 /积微居 0, 在

那里' 一张张学术资料卡片如百川

汇海' 最终融汇成为一部部传世佳

作, 静心做人+ 久久为功是朴素的

方法论' 也是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做有理想+ 有抱负+ 有担当

的先进思想倡导者+ 学术研究开拓

者的重要启示,

养气, 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

然之气,0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浩

然之气的民族, 浩然之气的鲜明特

点是 /至大至刚0' 至大是因为有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 为往

圣继绝学 ' 为万世开太平 0 的担

当' 至刚是因为能和而不流+ 坚守

气节' 做到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

能移' 威武不能屈0, 古人讲 /文

以气为主0 /为文必在养气 0' 生

动的气韵是一篇文章的精神所在 '

/无气则积字焉而已0' 无 /气0 也

就没有生命力, 铁肩担道义是妙手

著文章的基础' 有浩然之气才有浩

然之文, 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其文章穿越时代+ 穿透人心 '

靠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 而是浩

然之气, 所谓 /修辞立其诚 0' 作

文需要人付出一生真诚的努力, 当

今的学术养成' 同样需要养气, 一

些学者写文章' 不考虑 /气0 的问

题' 许多论著有文无 /气 0' 只是

各种知识的简单堆砌' 读后不能给

人留下印象 ' 更无法让人受到感

染, 提倡和鼓励学者养气' 需要完

善学术评价体系, 学术评价是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

性的重要环节' 决定着学术成果的

筛选+ 鉴别和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学术研究的 /指挥棒 0, 一

个时期以来' 我国学术评价体系总

体上呈现从主观定性向客观定量发

展的趋势' 对促进学术评价的公开

公平公正+ 激发研究人员的学术热

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近年来' 其

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学术评价不

是 /记工分0' 现有学术评价体系

过于西化+ 过于强调量化指标' 容

易引发学术研究功利化' 导致研究

人员重量轻质+ 重载体轻内容+ 重

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 重短期效应

轻长期效益,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 需要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

改革和完善 ' 建构起扎根中国大

地 + 遵循研究规律的学术评价体

系,

养志, /博学而志不笃' 则大

而无成,0 学者要涵养志趣' 立志做

大学问+ 真学问, 大学问+ 真学问

是 /匡时济俗0 /理身+ 理家+ 理

国+ 理天下0 的学问' 是修己安人+

经世济民的学问, 为做大学问+ 真

学问而撰写的文章' 才是 /经国之

大业' 不朽之盛事0, 英国哲学家罗

素在谈到史学能够而且应该为一般

读者做些什么时说' 我并不认为历

史是为历史学家写的' 我一直认为

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

基本组成部分$ 我并不认为诗歌只

应由诗人朗诵' 也不认为音乐只应

由作曲家聆听, 如果学术研究超不

出学者所在的学术圈 ' 哲学文章

和著作只是学者的独白 ' 或至多

是少数哲学家的对话 ' 这种学术

又有多大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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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正在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

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写了一封信 '

分析他对时局和学问的看法! /今

日变法' 俱从枝节入手 ' 如议会 +

宪法+ 总统+ 内阁+ 军事 + 实业 +

教育' 一切皆枝节也, 枝节亦不可

少' 惟此等枝节' 必有本源23夫

本源者' 宇宙之真理 *0 立志寻找

解决中国问题的本源' 寻找 /宇宙

之真理0'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立志

做的大学问+ 真学问* 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 是我们这一代人

必须肩负起的时代使命* 广大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超越自我+ 超越

自己的小圈子' 面对社会+ 面对国

家+ 面对历史甚至面对世界' 认真

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 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 ' 自觉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学术

活动全过程 ' 自觉接受优良学风

作风 + 学统道统的滋养 ' 为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 学术

体系 + 话语体系 ' 发展繁荣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的捕快 !左一"# 相当于现在的公安

干警$ 右边两位是囚犯$ !新浪"

谈 古 论 今

老照片 捕快和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