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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 官 往 往 都

有 点 所 谓 的“ 本
事”，或大刀阔斧，马

到成功；或八面玲珑，善
于协调；或见风使舵，头脑

灵光，给人“能吏”的印象。
如果是廉吏加能吏，多几

把刷子，就会对社会作出更大
的贡献，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如果是能吏加贪官，则所谓的

“本事”越大，危害就越大。《三
国演义》 里有个吕布，本事不可
谓不大，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仗义
的三个人“刘关张”合起来都斗
不过一个吕布，这就是“三英战
吕布”的故事。可这吕布是个
“三姓家奴”，先拍 （马） 后

（出） 卖，已背叛出卖了三个
主子，最后被火眼金睛的

曹 操 识 破 。 曹 操 爱 才 ， 对 关
羽、张辽亲敬有加，却唯独对

吕布不“用其所长”，坚决杀
掉，因为凭着政治家的

直觉和经验，今天
不杀吕布，

明天就
要 被 吕 布 所
杀，董卓等的下场
是前车之鉴。

贪官具有两面性，
他们对群众和部下颐指气
使，盛气凌人，这是他们的
本相、真相；对影响升迁的
权力人物则阿谀奉承，指鹿为
马，竭尽谄媚溜须之能事，此
时的殷勤周到是他们的假相。需
要权力人物的提携时，这些人物
就成为他们围猎的对象，不需要
的时候，就成为他们出卖的对
象。这就是为什么，贪官相貌很
丑，却能屡屡得志。其实，识破贪
官并不难，就看他或她对群众的
态度。

所以，领导干部选拔使用
干部，还是要以德为先，不

管能力有大小，关键看他或她是
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友
善的人、一个有着美好精神
境界的人，千万不要成
为 贪 官 围 猎 的 牺
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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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落马贪官回首人生——

权力任性酿就苦果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昔 日
高位官，今日阶

下囚。在囹圄中将自己
的生命过往一一回顾，白纸

黑字地落笔，再交由中纪委公布
天下。

对于个人来说，这无疑是可悲可惜
的一种经历。且不说一人落马之后给周遭

之人带来的影响，仅从组织上说，党培养一
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是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人力财力的。习近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
说，每次看到落马的高级干部，心里首先是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如果我们细究贪官的人生经历，也经常可以看到，

这些人可能家里有老母亲，可能出身贫寒，可能吃过许
多苦，也可能有着实干和能干的青壮年时代。就像《红与
黑》里的于连，因为前后经历的对比以及凄惨的下场，才更
突显出这种悲剧的“可惜”氛围。

但在感性的“可惜”之后，我们会感到，读这些忏悔录，
会有“可气”的感觉。

之所以下这个论断，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相似的诱
惑，在相似的条件下，大多数人保持住了定力，但有人迷失了自
己。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就忏悔自己因为迷上玉石而玩物丧
志，最后栽在“雅贿”里。是玉石的错么？不，是自己的信仰发

生了扭曲。
事实上，从 2013 年起，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开设了“以案警

示”栏目，定期刊登贪官案件的剖析，并有其本人的忏悔内容。这
些官员大多级别不到“老虎”，但是正因为此，才让普通的党员干
部可能有“类似”的感觉——级别相似，遇到的情况也可能相似。

比如，有的曾经是“打黑英雄”，但是却对“家里人”不断
照顾，暗地里输送利益；有的喜欢下班后跟朋友“哥们儿”喝两杯、
打几把牌，最终在赌局中抽不了身；有的是被勾肩搭背的老板们
“围猎”，有的则是被一度的“红颜知己”所“狙击”……

这，也就是贪官忏悔录的警示作用。
我们说，反腐，从来不是一场个人利益之争，也不是为了

整谁；让贪官忏悔，也不是要把谁钉在耻辱柱上，或者五花大
绑游街，而是为了警示全党、净化政治生态。他们经历的，
别人也一样可能经历；他们被一些东西绊倒，有的是个人
原因，有些可能带有普遍意义。

因此，党员干部看了这些忏悔录之后，要能“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党内有关部门看到这些忏悔

录，应该对某些有
共性的问题及早
研究，并且做出
相应的制度设
计，以防更多
的人再次摔
倒 在 此
处。

贪官忏悔录：

可惜、可气、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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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的人生，以奋斗为开始，以辉煌为展现，以自我毁灭为结局。”在中纪委官网上线

不久的栏目“忏悔录”中，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贪官的忏悔，为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败进程提供了鲜活的

案例与提醒。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落马官员曾经是“能
吏”，甚至在当地或其所在领域内颇有口碑。

“很典型的就是最近落马的仇和，多年来他一
直有争议，其劲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方法不能
服众，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视角下看更是如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很多落马官员之所以
能到那么高的位置，本身是很能干的。

谢春涛认为，尽管能干是一个好干部的必要
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会刚愎自用、狂妄

自大，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出的问
题。“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自信度过
高”。

因贪污、受贿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云南
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
书记杨跃国就是这样典型的案例，当地干部
评价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权力太集
中；想干事，也能干事，就是干事没原则”。
他自称，在任瑞丽市委书记期间，“没有我办
不了的事情”。

阅读这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许多人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生轨迹经历了一条
抛物线。

在看了 23 名贪官的 《悔过书》 之后，
陆军第三十一集团
军政治委员张学杰
总结说，他们的人

生轨迹大体相同：都经历
过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
年、上升的中年，最后都
走向悲惨的晚年；他们的
血泪教训也几乎相同：那
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
性原则。

比如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
他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

干起，一直干到副国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
会，连续四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
家认为，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上
来的，但是随着手中的权力增大，所受到的约束
反而会越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问题出在哪里？落马官员的悔过书中，自己
寻找了一些答案。

思想蜕变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认为，他的问题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松了学习，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思想滑
坡。“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层次高了，看到
的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致使我思想产生了
错觉，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认为是社会普

遍主流潜规则。”他说。
转变的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温水煮青蛙”是
常态。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
任白恩培在悔过书中认
为，他的严重违纪违法是
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
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
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
数量上由少到多、由小到
大，心理上由小心不安到
心安理得。

一条雷同的人生轨迹：
他们许多曾经是能吏

落马贪官与周遭环境间的互动，是忏悔书中
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周边环境中对官员的“围
猎”，还是家庭因素，都成为其落马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忏
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
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
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

在省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倪发科，因为
长期收受玉石、玉器等贿赂，如今已在舆论中成
为“雅贿”的代名词。他反思说，正是因为自己
痴迷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拔、玩物丧志的境
地，老板们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送来的玉
石、玉器经鉴定价值 1000 多万元。倪发科本人，
也栽倒在了“疯狂的石头”上。

认为自己对不起家庭，也是落马官员悔过书
中体现出的的一项共性。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原局长冯伟林，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系列腐败

案中的一员，也“坑”了家人。在为弟弟妹妹一
次次打招呼捞取利益的最后，他忏悔道：“我爸妈
在世时，我曾向他们保证要带着弟弟妹妹吃好
饭，但现在，我却带着他们一起吃牢饭。”

“一想到母亲，就想流眼泪，她是最要面子的
人，怎么能接受这种现实！她曾经为之自豪的儿
子，一谈到儿子就欣喜若狂，而今面对社会的议
论和指责，她如何受得了这个打击！”张引的忏悔
书里，对家人的愧疚也很深。

官员自身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政治生态，
造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竹立家认为，从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可
以反作用于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的。

受访专家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官员自己身
上。与其说官员们被“围猎”，不如说一些官员主
动选择了被“围猎”。

竹立家做过一个统计，在他收录的媒体曝光
的官员中，90%的腐败过程都有家人参与。“中国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自己品

质不好，只知道为老婆孩子谋私利，或者坐视他
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做事，既没有修身，也没能齐
家，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治国平天下？”

心态的失衡，是贪官们提及的一个重要因
素。张引写道，看着老板们住豪宅开好车，穿名
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反观自
己，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没日
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
了！”

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谢春涛看
来，十八大以来大批官员的落马可以说明的是，
此前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肯定出了问题，对于一
些干部来说，坚持原则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
手贪腐，对于下面人的影响会非常直接。

“但是另一方面，哪怕环境再不好，难道是非
黑白的界线还不清楚吗？同样的环境，有人出问
题，可有的人不出问题，不能只推卸责任到环境
上，而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巨大作用。”谢春涛
认为。“环境当然要改善，但是关键还是靠自己。”

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个人贪欲带来家族腐败

“公布忏悔录，对于许多官员来说有着警示意
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以及对于社会甚至自身家庭的伤害。”竹立家认
为。

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官员的忏悔通过公开
平台扩散出来，在腐败预防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
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毛昭晖认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应该逐渐开
始与治本并重。

更进一步的是，这种忏悔录所公布的细节和
情节发展的逻辑，为我们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
束提供了更多的警示。竹立家认为，这些忏悔录
提醒我们，我们在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方面，还有
很多漏洞，让他们有越界的可能性。

就连落马官员自己都这么认为。
“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将

权力为自己所用。”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党组
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是因为
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视行业内
的贪腐“潜规则”，最终在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制约，

早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反腐败自上而下的
共识。3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的报告中，陈述 2015 年的主要任务时，
提到了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全面从严治党极其重要，写下忏悔
录中的官员对此深有感触。

“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
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
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政治生命终结之后，倪发科如是说。

每当有重要官员落马，人们总会发现，此前
他们在一些场合谈反腐问题时的慷慨激昂，有些
官员如苏荣等，反腐讲话中甚至“狠劲”十足。
有网友因此戏称这些人为“演技派”——人前一
套人后一套，台上台下风格迥异。

“这是一种彻底的讽刺，能在台上讲出那些
话，说明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职务期望是
什么，结果下来照贪不误。”谢春涛表示，这是一
种“双面人生”。

冯伟林自己是这么分析的，“在单位，我对我
的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
章，表明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在我的内心深
处，还是有一种贪图享受的欲望。”

有别于在台上时大谈特谈反腐，这些官员在
落马后的忏悔，对贪腐问题的认识看上去更为深
刻。

“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
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3-5年，我可能也不至
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倪发科这
样觉得。

一种必须重视的警示：
不让“双面人生”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