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古都的文明记忆
□ 李郁

编者按
2014年 ，在 三 秦 出 版社社 长

支 旭 仲 、总 编 辑赵 建黎 的 主持努

力 之 下 ，《丝 绸 之路的 起点——西

安 》一 书 成 功 申 请 陕 西 省 重 大 文

化精 品 立 项 ，并 由 赵 荣 和 李 郁 开

始合作 编 写 本 书 。在 三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两 位 学 者 博 采 众 家 之 长 ，

广 泛 吸 收 了 近 年 来 国 内 考 古 和

史 学 界 最 新 学 术成 果 ，最 近该 书

已 全部 完 成 。在 该 书 面 世之前 ，

本 报 特 约 李 郁 先 生 撰 写 此 文 介

绍 他 们 的 最新研 究 成 果 ，以 便 大

家 先 睹 为 快 ，更好地 审 视我 们 脚
下 的 这 块 土 地 和 文 化 。

丝绸 之路路线 图

反映唐代繁荣政治 生 活 的 《步 辇 图 》

说起丝绸之路 ，人们并不陌生 。自 从 19
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这个概念
以来 ，便被学界普遍认可 ，成为古代欧亚大陆
贸 易 通道的代 名词 。虽然有 一 些观点认为 ，
从考古的意义上讲 ，玉石之路要早得多 ，大概
可 以上溯到上古时期 。但是 ，玉石之路的商
业价值和丝绸之路完全不可 同 日 而 语 ，不可
等量齐观 。至于是谁发现 了 这条道路 ，司 马
迁说汉武帝时期 的张骞 “凿空 ”西域 ，就是开
辟西域通道 的意思 。其实 ，这样 的通道 一直
都存在 ，从上古 时期到汉武帝 朝 ，人们也正
是依赖这条通道做着各种买卖 ，或 明 或暗 。
但是 ，他并没有被政府和相关机构纳入交通
和 商 业 的 经营体 系 。存在 与 发现 的概念完
全 不 一 样 ，即 使 他 们 所 面 对 的 是 同 一 个 主
体 。存在是 自 然形态 ，发现是文明形态 。玉
石之路也好 ，丝 绸之路也 罢 ，甚 或有人 也称
之 为香料之路 、传经之路等 ，他本 身就是 一
种存在 。文化和商业意义上 的开拓 ，并不应
包含古往今来 的那 些 不 同 个体之 间 的 物 品
交换和往来 。然而 ，从张骞开始 ，东 西方之
间 的 贸 易 往来 出 现 了 质 的变革 ，上 自 政府 ，
下至 民 间 ，纷至沓来 ，你来我往 ，逐渐成为 不
可抑制 的 潮流 。因 此说 ，只 有 从张骞开始 ，
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发现才正式确立 。

至于 中 西交 往 的历史 ，少 说也有 三千 多
年 。人们 一定会记得穆天子 ，其实 也就是西
周 穆 王 ，在 位 时 间 55年 （前 976年—前 922
年 ），大约 是公元 前 一 千 年 时期 。那是 有 记
载的最早抵达西域的 中 原统治者 ，影响波及
海 内 外 。因 而 ，西 王 母 、昆 仑 山 在 中 原 的 文
化 体 系里具有 神圣 的地位 。他 的 出 发地是
丰 镐 ，也就 是 西 周 的都 城 ，秦朝 叫 咸 阳 ，汉

朝 、唐朝 叫 长 安 ，也就 是今天 西 安 的 前 身 。
汉朝 的张骞 、唐朝 的玄奘 也都是从这里 出发
西行 ，建立 了 旷世奇功 。我们 的这本书虽然
叫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 安》，但 内 容依然
是讲述西安 的历史文化 ，论述古代 西 安的地
理环境 、历史事件 、著 名 人物 、科技发展 、宗
教艺 术 、文化成就等等 。由 于研究丝绸之路
的学术非常繁荣 ，出版 了 很 多 专著 。我们编
写本书是为 了 普及西安 的历史文化 ，通俗性
成为第 一 的要求 ，因此在 以往学术研究的基
础上重新加工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 ，如何做
出 本书 的特 色 ，我们便从 2016年初开始 ，按
照史圣司马迁 的方式 ，游历 了 陕西 的绝大部
分博物馆和文物古迹 ，期望从最直观 的研究
成果中汲取学术的养分 。

大概只要是写作西安的历史文化旅游的
文字 ，蓝 田 猿人必然是第 一个被提 出 的 ，否
则便显得没有 头脑 ，无从谈起 。我们在写作
《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的 时候 ，也不能
脱此窠 臼 。农历丁酉年正月 二十二 日 ，我们
终于完成 了 对于蓝 田 猿人 的实地考察 ，这是
我们考察的最后 一站 ，原想也不会有什 么新
的发现 。然 而 ，结果 却 令我们大为震惊 ，倒
也给了 我们灵感 。结合一年多来的有 目 的参
观的所见所 闻 ，我们不得不 回视所有 关于西
安历史的有关定义 。

现在 ，每 当 我们从外地坐火车回西安 ，过
了 临潼 以后 ，总能听到动听的 声 音介绍古城
的历史文化 ，可是我不止一次听说“西安是周
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的古都所在地”，每 当 此
时 ，我总是惊诧 ：不是说 “十三朝古都 ”吗 ，怎
么 少 了 一朝 。虽然心有 不平 ，却很快就忘记

了 。可是 ，在蓝 田 猿人博物馆的展厅里赫然
写 道 ：西 安 是 周 秦 汉 唐十 一 个 王 朝 的 建都
地 。又少 了 一朝 。这使我想起我们常常会遇
见 “陕西十三朝 ”的说法 。诸如此类 ，与我们
多 年所遵循 的 学术共 识——“西 安十三朝 ”
“ 陕西十四朝 ”有所不 同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常设展览 “中 国古代文明展”所列十四个王朝
在陕西建都 ，并用详细的表格加 以表述 。十
三个王朝建都西安 ，一个王朝是建都榆林靖
边的赫连勃勃所建的大夏国 。我也 曾经编写
过一本 《话说西安十三朝 》的书 ，采纳的就是
这个论点 。当 然 ，在学术上对于十三朝 的观
点还有争议 。但是 ，其他说法争论更甚 。学
界大概对于西周 、秦 、西汉 、新莽 、前赵 、前秦 、
后秦 、西魏 、北周 、隋 、唐 （包括武周 ）应该没有

多大的歧义 ，然而对于东汉献帝初期 、西晋愍
帝时期和大夏国算不算定都长安有不 同的看
法 。出现这样的不同表述 ，原因在哪里呢 ，有
没有评价体系和标准不 同的 问题呢？究竟什
么 样 的政权才能算作王朝 、什 么地方才能算
作首都？我倾 向 于这 样 的观点 ，作为王朝最
起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

第 一 ，这个政权必须拥 有 一个公认的家
族统治者 ，称之为王或者皇帝 ；第二 ，这个政
权必须拥有 中央官僚体系和一定 区域的地方
政权与之配套 ；第三 ，这个政权必须拥有一套
政治管理制度和礼仪规范 ；第 四 ，这个政权必
须得到 当 事人 （包括敌对方 ）的认可和承认 ；
第五 ，这个政权必须有一定年限的存续时间 。

如果 以上 五点 能够达到 ，就应该称之为
王朝政权 ，都城就是这个政权相对 固定的办
公场所 ，是政治中心 ，行政中心 。

我们速查 一 下东 汉献帝朝和 西晋 愍帝
朝 ，所有 文献和研究著作都承认东汉献帝在
位 32年（189—220），初平元年（190）初到建安
元年（196）七月 被董卓劫持 ，迁都长安 ，史书
上记载得非常清楚 ，时间虽然只有短短6年零
5 个月 ，但是王朝的性质毋庸置疑 ，长安的都
城 地 位 也 理 所 应 当 。再 看 一 下 西 晋 愍 帝

（ 313—316），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匈奴汉
赵政权皇帝刘聪南下洛 阳 ，俘虏 了 晋怀帝 。
汉赵大将刘曜率兵攻取长安 ，西晋军 队拼死
争战 ，不久便收复长安 ，于是原来驻守长安的
秦王司 马邺被群 臣推举为太子 ，并 以太子的
名 义号令天下 ，从而 存续西晋 的 王 朝命脉 。
永嘉七 年（313）四 月 ，晋怀帝被汉赵毒害 以
后 ，长安群 臣便拥立太子司马邺继位 ，改元建

兴 。这便是晋愍帝 。直到建兴 四 年（316）十
一月 ，汉赵大将刘曜率兵围攻长安 ，司马邺不
忍生灵涂炭 ，便 自 缚投降 ，西晋宣告灭亡 。建
武元年（317），逃到江东 的司马睿才继位 ，史
称东晋。晋愍帝在长安虽然不足4年 ，但是他
延续 了 晋王朝 的统治体系 ，而且被 当 时的敌
我双方都予 以承认 ，承担 了 西晋王朝那时期
的政治 、军事 、行政和外交职能。当 时的长安
城 虽然残破不堪 ，但也不失作为都城的地位
而存在。大夏国是南北朝时期匈奴贵族赫连
勃 勃依据长安和黄土高原 一带所建立 的王
朝 ，从407年开始称王至431年灭亡 ，前后经
历三代24年的统治。赫连勃勃虽然在长安称
帝 ，但是很快就移师北上 ，建都统万城 ，却 以
长安为南 台 （即南京）。由 于其主要的活动不

在长安 ，因此在统计长安建
都的王朝时通常并不计入大
夏国 。但讲陕西建都王朝史
的时候 ，称之为十四朝 ，就计
算了大夏王朝 。

文章写到 这里 ，自 以为
这个 问题 已经解决 了 ，如果
哪 位 先 生 还 对 其 他王 朝 有
异议 ，那就只有 自 己根据有
关历史 的记载研究理解 了 ，
那是学术的 自 由 。但是 ，我
以为 ，作为政府机构在做文
化宣传的 时候 ，最好还是相
对统 一 一 点 的 好 。本书 的
关注重心正是西安十三朝 的历史 。

人类学家说 ，蓝 田 猿人是迄今发现的 中
国北方最早的古人 类 ，却与 我们并无基因上
的传承关系 。或许在蓝 田 人之后 ，那些替代
的 智人并没有放弃这 一带的美好家 园 。于
是 ，我们不 妨想象 一 下 ，那古老 的 先 民究竟
是什 么 时候逐渐地从公 王 岭 一带沿着灞河
谷地转移到华胥一带 ，将人类 的文 明升华到
一 个新 的 高 度 ，从 而 成为 中 华 文 明 的 新起
点 。大约是六七千年前 ，他们的后代繁衍生
息 ，将文 明 的 种子撒播在灞河 、浐河 两 岸的
西 安 半 坡和 临潼 姜 寨 一 带 ，又 在 四 五 千 年
前 ，构造了 高陵的杨官寨文明 。

现在的博物馆里 ，我们所看到 的人面鱼
纹盆和 尖底瓶无疑成为 半坡人 文 明 智 慧和
艺术水平 以及渔猎文 明 的 象征 。更为 重要
的是至今伫 立在关 中 大地上 的那些老式 的
土坯厦房甚至水泥建造 的农家大院 ，不管是
哪一种样式的外观构造 ，在半坡人的草房样
式 中似乎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基址原型 ；还有
周 原遗址上的天子宫殿和贵族院落 ，流传 了
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 中 国传统宫廷建筑和 四
合院建筑的经典造型 。

上古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是早期人类文
明基因传播的载体 。宝鸡姜 氏城 、北首岭遗
址和炎帝 的 传说 、高 陵杨官寨和黄帝传 说 、
富平盘龙湾遗址和黄帝铸鼎 传说 ，还有蓝 田
华胥 氏 、临潼伏羲女娲 的 传 说和半坡遗址 、
姜寨遗址 ，诸如此类 ，他们之 间 到底该不该
采用 附会的方式做个推理？如果不成立 ，那
么又该怎 么解释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文
化又是如此的相像 ？

考古 学 家 说要讲证据 。当 我们 的 有 些
学者还在怀疑司 马迁 《史记 》有 关上 古 的记
载是 不是可信 的 时候 ，殷墟 甲 骨文 的 出 土 ，
使 商 王 朝 的 世 袭得 到 了 证 实 ；宝 鸡 出 土 的
青铜器铭文 也将西 周 的天子 世袭完整地呈
现 出 来 。如何利 用 这 些新的 考古发现诠释
历 史？20世 纪后 半 叶 至 21世纪初期 ，大规
模 的现代化建设所倒 逼 的 考古发掘成果远
远超过 了 过 去数百 年 的发现 。这是王 国维
时代那些 大师们所远远不 具备的条件 ，这是
当代文化人的幸运 。

博物馆学家说要看影响。陕西是名副其
实 的文物大省 ，国 宝级文物名满天下 。陕西
历史博物馆馆藏的 18件 国宝级文物 ，哪一件
才是第 一 的 国 宝 ？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 的何

尊 、秦始皇陵博物院的铜车马 、茂陵博物馆的
马踏匈奴石雕 、乾陵博物馆的无字碑 、碑林博
物馆里的开成石经。这些无疑都是他们各 自
的第一国宝。那么 ，究竟哪一件文物才是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第一国宝呢？我以为 ，真正的国
宝是要能够代表当时综合文明的最高成就 ，又
要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纯粹的金银器 、玉器 、
象牙制 品等常用 的奢侈品只能反映手工技艺
的高超 ，而不是反映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
艺 术的综合代表作 品 ，不可 以做第 一 。我们
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无数次 ，深知选 出 哪一
件作为它的第 一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确信陕
西 的 古代 文 明 正是 中 国 古代最辉煌灿烂的
周秦汉唐文明 的代表 ，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

然而 ，陕西 的古代文 明 究竟从什 么 时候
开 始 算起 呢 ？蓝 田 猿人 ，距 今 一 百 万 年 左
右 ，但是 ，他们究竟是动物性强一 些 呢 ，还是
人性强一些 ？大概还是动物性强一 些 ，他们
的文化从本质上讲 ，不应该属于人类文 明 的
范畴 。人类文 明 区别 于动物文 明 的最主 要
标 志是脱离 了 人 的 动物 本能需要 的 那 些 创
造和发明 。半坡人 、姜寨人 的文明 代表 了 那
个时期生活在古代 西安 周 围 的 人 类 的 文 明
程度 ，他们建立 了 怎样的 氏 族管理体 系 ，依
靠 的 是推 测 。但是 ，从周 代开始 ，所建立 的
分封制 度和礼乐天下 却开 启 了 中 华文 明 的
新纪元 ，秦汉隋唐以至元明清甚至 20世纪前
期 的所有统治思想和管理体系 ，与 周 朝所奠
基的 古代 文 明 密 不可分 。虽然在秦代 有 一
次大的变革 ，在隋代又有 一次大变革 ，但是 ，
封建 的体制模式并没有改变 ，所变的 只 是管
理 的 制 度模式 ，因 此 ，古人所谓 “天下大势 ，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道 出 了 中 国历史的恶
循 环 本 质 。古 代 的 西 安城 ，作 为 王 朝 的 首
都 ，也几度繁荣辉煌 ，几度衰败残废 。

据说 ，3100多年之前 的周 文王姬发擅长
星象 占 卜 之学 ，他是以仁厚治理天下 ，那么 当
他测定在 当 时的丰地建立京城的 时候 ，是否
曾经预言过这里将会 出 现千年的帝王之城 ，
千年 的辉煌之后又过 了 千年之久 ，这里将会
变成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界大都市 。

或许有 ，或许没有 。但 是 ，所有 过 去 的
已经发生 ，我们将用 简洁 的语言加 以描述 。
这正是丝绸 之路的起 点——西安 的 历 史文
化纪实 。

（ 作 者 系 三 秦 出 版社 副 总 编 辑 、工 会 主
席 ，著名 文 化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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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以为公元 13世纪意大
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推动了 中西方最
早的交流。但最新发现显示 ，中西方
最初接触时间或再往前追溯 1500年。

考古学家认为 ，秦始皇 陵墓里
兵马俑 的灵感源于古希腊 。他们还
指出 ，公元前 3世纪 ，古希腊人甚至直
接在秦国培训 了 本地工 匠 。秦始皇
帝 陵博物 院 资 深考 古 学 家 李秀 珍
（ 音 ）表示，“有证据显示 ，中欧的最早
交流可 以追溯到 ‘丝绸之路 ’正式开
通之前 ，这要比 目 前的记录提早了很
多。”另一项研究显示 ，秦始皇时期可
能 曾有西方人在 中 国西部省份居住
并繁衍后代直至死亡 。

1974年 3月 11日 ，陕西省临潼县
农民在秦始皇陵园东侧 1公里处打井

时 ，发现秦陶俑残片及铜镞 、弩机等 ，秦始皇帝陵
就此揭开面纱。在秦始皇兵马俑之前 ，中国没有
铸造如此大规模人像的传统。李秀珍认为 ，外来
影响力是兵马俑铸造技术与风格的最好解释。

维也纳大学的卢卡斯 ·尼克教授也指 出 ，
秦始皇兵马俑中有代表不同风格的陶俑 ，其中
新发现的翻滚跳跃的杂技演员可 以进一步证
实考古学家的理论。他相信 ，在亚历 山大大帝
公元前 323年去世之后 ，秦始皇受到 了 从欧洲
至中亚传来的古希腊雕像艺术的影响。“可能
有古希腊雕刻家培训了秦国本地人。”他说 。

此外 ，最新发现显示秦始皇帝陵比人们
之前认为 的要大很 多 ，并 且 面积是埃及帝王
谷的200倍 。　□李智

哪些基层腐败令人深恶痛绝
□ 史云贵

基层 ，一般是指 国 家权 力 结 构 的 末梢 ，是
各种 组 织 中 最低 的 一 层 ，它 跟群 众 的 联 系 最
直接 。就我 国 国 家 权 力 结 构 而 言 ，主要是指
城 乡 县级 以 下 的 政府部 门 或城 乡 村社组织 机
构 。所 谓 基层 腐 败 ，实 际 上 就是作 为 国 家 权
力 结 构 中 的 县 级 以 下 部 门 或 乡 （镇）、街 办 与
村 （居 ）组 织 及其 成 员 以 权谋私 的 贪腐 行 为 。
由 于基层组织 及其 构 成人 员 生 活在 国 家权 力
的 末梢 ，直接与 人 民群众打 交道 ，是 党 和政府
在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底层 基 础 和 形 象 代 表 。因
而 ，他 （她 ）们 的 言 行 对基层 广 大 人 民群 众 影
响 很 大 ，直接 关 系 到 广 大人 民 群 众 如 何 看 待
我们 的 党委和政府 。从全 面 从严 治 党 的 角 度
来看 ，腐 败无论 大 小 ，本质上都是一样 的 。因
此 ，基层腐 败对党 和 国 家 的 影 响 不 容 小觑 。

基层腐败 问题突 出 ，形式 多样
“ 一切有权 力 的 人都容 易 滥 用 权 力 ，这是

万 古 不 变 的 一 条经验。有权 力 的 人们 使 用 权
力 一 直到 遇 有界 限 的 地 方 才 休止。”显 然 ，腐
败与 滥 用 权 力 密 切相 关 。从政 治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腐 败的 本质是权力 的 滥 用 ，实 质在 于 以 权
谋私 。在 国 家 权 力 结 构 中 ，不 管 在 哪 一 个 层
级 ，都 客观存在 着 “权 力 导致 腐 败 ，绝 对权 力
导致 绝 对腐 败 ”的 问 题。因 此 ，基层 腐 败也是
国 家反腐 败的 重要 内 容之一 。

基层 腐 败 ，严 重 恶 化 了 干 群 关 系 和政 治
生 态 。尤其是村官腐 败 ，对基层老 百 姓 来说 ，
更是苦 不 堪 言。2016年 2月 ，中 央 纪委监 察
部 网 站 对各级 纪检监察机 关 查 处 的 125起侵
害 群众利 益 的 不 正之风和腐 败 问 题集 中 进行
了 点 名 道姓 地 通 报曝 光 。统 计 发 现 ，在 125
起侵 害 群众 利 益 的 不 正之风和 腐 败 问 题 中 ，
总 计 有 53起 涉及村 党 支部 书 记违 纪违规 ，占
比 达 到 42.4%；总 计 有 23起 明 确 指 向 村委会
主 任 违 纪 违 规 ，占 比 为 18.4%。总 计 有 83起
属 于 村 （居 ）两 委 成 员 违 纪 违 规 ，占 比 为
66.4%，接近三 分之二 。

基层 腐 败 问 题 突 出 ，形 式 多 样 。有 专 家
指 出 ，“群众 身 边 腐 败 问 题 不 外 乎 以 下 几种 ：
故 意 刁 难 、吃 拿卡要的 有之 ，虚报 冒 领 、优 亲
厚友 的 有之 ，贪 污侵 占 、私 分 滥发 的 有之 ，私
办企业 、大肆 圈 钱的 有之 ，同 黑 恶 势 力 勾 肩 搭
背 、沆 瀣一 气 的 有之”。笔 者 对基层 的 贪腐 行
为 进行 了 如 下 分类 ：

“ 吃 拿卡要”。一 些基层执法 、监管 、公共
服务等 窗 口 单位 和行 业 工 作人 员 ，利 用 手 中
的 执 法权 、司 法权 、审 批权 、市 场 监 管 权或 所
掌握 的 特 殊 资 源 ，在 群众 前 来 办 事 时 或 刁 难
或 搪 塞或 推 诿 或拖延 。一 方 面 ，县 乡 基层部
门 对 办 事 的 企 事 业 单位和 个人进行 “吃 拿卡
要”。一 些 基层 权 力 部 门 把企事 业 单位 当 作
“ 唐僧 肉 ”，尤其是企业要 办什 么 事情 ，一 些基
层部 门 会“吃拿卡要”，并认为 是心 安理得的 事
情。另 一 方 面 ，县 乡 部 门 对来 办事的 广 大城 乡
居 民也要“吃 拿卡要”。一 些基层部 门 及其 工
作人 员 如 果没有获得 “好 处”，依然存在 着 “门
难进 、脸难看 、话难听 、事难 办 ”的 问 题。此外 ，
“ 吃拿卡要”还集 中 表现在村级干 部 上 面 。一
些 村 干 部 利 用 自 己 掌 握村居 公 共 事 务 的 权
力 ，要求 办事 的 村 民 必 须 “意 思 意 思”。

挪 用 私 分公款。基层挪 用 私分公款主要
指 县 乡 部 门 干部设私人 小 金库和村社干部 私
分村社集体资产 。本来 ，包括基层干部在 内 的
所有干部 ，都应 明 确 “公款姓公 ，一丝一厘都不
能乱花 ；公权为 民 ，一丝一 毫 都不 能私 用 ”。但
现 实 中 一 些 基层 干 部 ，特 别 是村 干 部 以 权谋
私 ，挪 用 私 分公款现 象 十 分严 重 ，甚 至 十 八大
后依然 不 收敛 、不 收手 。从近年查 处 的 “村官 ”
腐 败案 件 来 看 ，村 干 部 腐 败的 主 体 80%以 上
为 村 支部 书 记或 村委会主任 ，贪污 、挪 用 公款
居 多 ，贪 污挪 用 公款 来 源 主要是土地承 包 费 ，
隐瞒人 口 差 额款 ，占 地赔偿款 ，低价私 自 出 租 、
转让 、发 包 集体所有耕地 、林地 、荒地款等 ，几
乎遍布 “村两委”职权所 涉及的 各个方 面 。

圈 地 卖 地 。一 些 县 乡 干 部 ，甚 至 村居 干

部 ，在 旧 城 改造 、“城 中 村 ”改 造 、城 乡 结 合部
改造或新农村建设 中 ，盲 目 圈 地 占 地 ，大肆 出
卖 村居 集 体 土 地现 象屡禁 不 止 。例 如 ，湖 南
省 永 州 市 江 永县 潇 浦 镇三 元 宫 村 6组是位 于
江 永县城 内 的 “城 中 村”。2011年 5月 ，以 原
村 民 小 组 长 蒋 某 湘 、原 村会计 蒋 某 跃 为 代 表
的 8名 村 民将本组位 于 县城规划 区 内 的 部 分
土 地 以 5至 8万 元 一 亩 不 等 的 价格 卖 给村 民
建房 ，蒋 某 湘 、蒋 某 跃等人将这 些 非 法 所得按
全 组 村 民 现 有 人 口 平 分 ，每人 共 分得 12100
余 元 。此 外 ，被 央视 焦 点 访谈曝光 的 汕 头 市
潮 南 一 村 官在 村人均 土 地 不 到 0.2亩 的 情 况
下 ，却 大肆 圈 地建造 豪 华 陵 墓 。

私 办 企业 。为 有效 防 范村干部 私 办企业
造 成 的 基层 腐 败 问 题 ，党 和 国 家 一 直在努 力
理顺村“两委”与 村集 体经 济组 织 的 关 系 。现
实 中 ，一 些 村 “两 委 ”主要成 员 兼任村 集 体 经
济组织 法人或 实 际控制 人的 现 象较 多 。一 些
基层 村社 由 于 “政 经 不 分”，村委会作 为 基层
自 治 组织 ，不 得 不 承担着 一部 分经 济职 能 ，资
产 的 管 理 和 交 易 存在 一 定 不 规 范 现 象 ，某 种
程度上也成 了 一 些基层腐 败的 根源 。

“ 截 留 冒 领”。随 着 国 家 财政转移 支付 力
度 的 加 大 和 国 家 财政 惠 农补 贴 的 增 多 ，一 些
县 乡 、村居 干部 利 用 手 中 掌握 的 权力 ，私 下 造
表 ，冒 领 国 家 惠 农补 贴 和扶 贫款 的 现 象 非 常
突 出 。贵 州 2014年 立 案 查 处 3700多 起贪 污
惠 民 资金案 ，海 南 瓜 菜 大 棚 补 贴 资金撂倒 12
个 农 业 局 长 ，河 南 一 民政 所 长 用 267本存折
先 后 冒 领 侵 占 低 保 户 50余 万 元 “养 命
钱”……这 些 不 时 见诸媒体 的 “截 留 冒 领 ”报

道 ，既反映 了 “拍苍蝇 ”的 成 效 ，也让人愕
然 于 “蝇 贪 ”们 的 贪欲之 强 烈 、手 段之卑
劣 、为 祸 之 广 泛 。可 以 说 ，基层 干 部 “截
留 冒 领 ”是基层腐 败的 重要表现 。

私 养情人。有的 县 乡 部 门 干部 ，甚至
村居干部肆无 忌惮 包 养情人 、乱搞 男 女 关
系 ，道德沦丧 。一方 面 ，个别基层干部利 用
自 己 的 权力 ，利 诱 身 边的 女性工作人 员 或
女性村居 民 。另 一 方 面 ，个 别 掌握基层 实
际权 力 的 部 门 或城 乡 结合部、“城 中 村 ”有
实 力 的 村 （居 ）干部还不 满 足“吃 窝 边草”，
甚至挪 用 单位公款或 “小金库”包养情人。

染 黑 涉 黑 。当 前 ，基层社会存在 着一

定程度的 “黑化”隐忧。尤其在一些 经济活跃的
“城 中村”、城 乡 结合部地 区 ，个别 村干部 目 无法
纪 ，他们操纵选举 、笼络打手 、强行敛财 ，摇 身 成
为 百姓深恶痛 绝的 “黑老大”。他们 靠拳头和恶
名 ，采取非 法手段操纵选举 、侵吞集体财物 、侵
害群众利 益 ，将村委班子 变成 了 自 己 的 天下 。

基层 “蝇贪 ”如 果得不 到 有效治理 ，就会
“纵蝇成虎”，酿成更大的腐败

“ 老虎”一般指那些动辄贪污千 万上亿的 高
官 巨贪，“苍蝇”一般指发生在人民群众周 围 的基
层腐 败行为。“老虎”固 然 可 恶 ，“苍蝇更让人恶
心”。十八大 以 来 ，反腐 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就是 因 为基层“蝇贪”危害不 浅 、影响恶劣 。

基层 “蝇贪 ”侵 害 的 是老 百姓 最 直接的 切
身 利 益 ，最 让 老 百 姓反感 。发 生 在 群众 身 边
的 不 正之风和 腐 败 问 题 ，虽 然 腐 败程度较 小 ，
但这些 发 生在群众 身 边的 贪腐 行 为 会直接损
坏群众的切 实 利 益 ，影 响 恶 劣 。在人民群众看
来 ，“老 虎 ”虽 然 可恨 ，但“‘老虎 ’离 得 太远 ，不
会直接损坏老 百姓的 利 益 ，而 ‘苍蝇 ’每天扑 面
而 来 ，数量众 多 的 ‘苍蝇 ’是直接损坏老百姓 自
身 利 益 的 腐 败 ，是看得 见 的 腐 败”。这些发 生
在人 民群众周 围 看得见的 腐 败 ，直接损 坏老 百
姓 的 切 身 利 益 ，如 同 漫天 飞 舞的 苍蝇 ，时 时扑
面 ，更让老 百姓恶心 ，更让老 百姓憎 恶 。

基层 “蝇贪 ”如 果得 不 到 有 效 治 理 ，就 会
“ 纵蝇成 虎”，酿成 更 大 的 腐 败 。古 人云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为 ，勿 以 恶 小 而 为 之”。一 些 大 的
腐 败行 为 都是 由 基层 干 部 长 期 以 来贪 图 “小
恩 小 惠 ”开 始 的 。基层 干 部 在 长 期 的 “蝇贪 ”
中 ，逐渐激起 了 他们 “贪 大 ”的 欲望 ，并形 成 了
“ 贪 大 ”的 路径依赖 。

基层 腐 败会造 成 “苍蝇扑 面 ”，严 重 恶 化
政治 生 态 和社会 生 态 。在 全 面推进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代化 的 今 天 ，我 们 不 仅 需
要 自 然 界 的 “绿 水青 山 ”，更迫切 需要 良好 的
政治 生 态 和社会生 态 。如果基层 腐 败不 能得
到 有效治 理 ，“苍蝇 ”扑 面 ，就会严 重 恶化 党 和
国 家 的 政治 生 态 ，破坏 党 群干群关 系 ，严 重 影
响 党 和政府 的 形 象 ，进 而 恶 化社会 生 态 。以
全 面 从严 治 党 来 营 造政 治 上 的 “绿 水 青 山 ”，
就 必 须 旗帜 鲜 明 地全 面 治 理 基层 腐 败 ，要 坚
决 铲 除 “苍蝇 ”栖 息 的 场 所 ，对基层 “蝇贪 ”不
能有一 丝 一 毫 地纵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