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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趣谈 
黄新聪编撰

东 汉 永 康 元 年
( 1 6 7 ) 十 二 月 ， 汉 桓
帝刘志病逝，膝下无
子，汉章帝刘烜的玄
孙 、 渎 亭 侯 刘 宏 被
迎 立 为 帝 ， 是 为 汉
灵帝。刘宏为侯的时
候，经常苦于贫穷，
当 皇 帝 后 常 叹 息 没
有私房钱用。贪图安
逸 、 生 活 奢 侈 的 灵
帝，在奸佞小人的教
唆下，登基后巧立名
目搜刮钱财，甚至卖
官鬻爵，以用于自己
的享受。灵帝在位22
年间，先后两次颁布

诏令将卖官鬻爵制度
化。

光 和 元 年 （ 1 7 8
年），灵帝下诏，公
开张榜，明码标价出
卖官爵：郡守级官员
二千万；县令级官员
四百万；关内侯五百
万。如果按照资历应
当升迁的，就收取半
价或三分之一的钱。
升迁买官者家资富裕
的先交钱，交不起的
还允许赊欠，到任后
再加倍交纳。对于国
家 顶 级 官 吏 的 三 公
九卿，灵帝认为不便

公开标价出卖，便由
左右亲信私下交易，
以掩人耳目。但实际
上公卿之位也有价钱
的，据《资治通鉴》
记载：“私令左右卖
公卿，公千万，卿五
百万”。三公九卿品
级高而价不高，乃因
京官比地方官搜刮钱
财的门路要少。“做
官费”定价之外，还
要看求官者身份及财
产而酌情增减。

中平二年(185年)
三月，出身于名门望
族的崔烈，历任郡守
及朝廷卿职。崔烈还
想升官，便走关系花
五百万买了个司徒，
到了册拜之日，朝廷
为他举行庆贺盛典，
灵帝亲临殿前，百官
肃立阶下，崔烈列前
等候册封。这时候，
贪婪的灵帝看到崔烈
踌躇满志的样子，顿
时感觉自己卖亏了，
很是后悔，回头对身
边 的 近 臣 说 : “ 这 个
官卖便宜了，本该要
他一千万才是。”崔
烈 虽 然 花 钱 升 居 高
位，而他名门望族的
声誉却急剧下降，朝
野嘲讽他身上散发铜
臭味。“铜臭”典故
由此而来。当时，许
多想做官的人都因无
法交纳高额的“做官
费 ” 而 只 好 望 洋 兴
叹 ， 徒 唤 奈 何 。 而

有 些 人 为 了 不 受
良 心 谴 责 ， 宁 愿
不 当 官 ， 竟 然 被
强 迫 派 去 做 官 。
新 任 钜 鹿 郡 太 守
司 马 直 是 著 名 的
清 官 , 因 而 得 以
减 价 至 三 百 万 的
优 惠 ， 但 要 按 规
定 交 钱 后 才 能 上
任 ， 司 马 直 交 不
出 这 笔 买 官 钱 。
他 在 接 诏 后 怅 然
道 ： “ 为 民 父
母 ， 而 反 割 剥 百
姓 ， 以 称 时 求 ，
吾不忍也。”于是称
病不就，朝廷则再三
催 促 司 马 直 交 钱 赴
任 。 司 马 直 无 奈 出
发，行至孟津时，上
书抨击卖官粥爵的政
策，然后吞药自尽。

中 平 四 年 （ 1 8 7
年），灵帝又下诏“
卖关内侯，假金印紫
绶，传世，入钱五百
万 ” 。 南 阳 太 守 羊
续 因 政 绩 突 出 ， 灵
帝欲拜他为太尉。当
时拜任三公的人，都
要交纳礼钱上千万，
灵帝命令宦官监办此
事，监官所到之处，
都 要 以 上 等 礼 节 相
迎，并给以丰厚的贿
赂。然而，羊续却让
监官坐在草席上，并
拿出旧棉絮袍子给他
看，说道：“臣下的
家产，仅有这件袍子
而已。”灵帝知道后
极为恼怒，羊续因此
无缘三公之位。而曹
嵩（曹操之父）虽然

继袭了义父曹腾的侯
爵，但总觉得没有实
权，想“侯升公”买
个 三 公 之 位 的 太 尉
当，因其家境富饶，
买太尉出钱一万万，
比定价贵十倍。灵帝
卖官可谓雁过拔毛，
不放过任何机会，连
功劳很大、声望极高
的张温、段颎等人，
也都是给他交足了买
官的钱，才登上公位
的。对此，《资治通
鉴》中记载：“张温
等虽有功勤名誉，然
皆行输货财，乃登公
位。”

汉灵帝在政治上
昏 庸 无 能 ， 荒 淫 无
道，但在卖官鬻爵、
聚财敛富方面却独出
心裁，精明能干。在
他的带动下，官场贪
贿之风愈演愈烈，导
致纲纪混乱，民不聊
生，激化了各种社会
矛 盾 ， 造 成 天 下 大
乱，使得东汉政权一
步步走向衰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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