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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贪官为何要自杀
古代有不少贪官自杀，为什

么自杀呢？原因主要有两个：“畏
罪”；“知耻”。北宋初，有一个叫做
李守信的“供备库使”（相当于后
勤部主管），受朝廷委派，到陕西
一带采购木材。趁着这机会，李守
信贪污了巨额公款，“盗官钱巨
万”，被部下揭发，便在驿馆中自
杀了，“自刭于传舍”。

明朝的巨阉魏忠贤也属于畏
罪自杀。天启七年，明熹宗挂掉，
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此即崇祯
皇帝，魏忠贤失势，被贬到凤阳看
守皇陵，当他走到阜城时，上吊自
杀了。为什么？因为新皇帝对他的
大清算正要开始。魏忠贤得势之
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残杀忠
良，无恶不作。在他被贬往凤阳的

途上，崇祯已经下令“逮治”，魏忠
贤“闻之”，只好赶快上吊。明王朝
的刑事制度非常严酷，把持东厂
多年的魏忠贤对此当然心知肚
明，如果被“逮治”，必是受尽折磨
再处死，所以他先下手为强，自己
先吊死了。但崇祯还是不放过他，

“诏磔其尸，悬首河间”。
也有一些贪官自杀，很难用

“畏罪”作解释。比如宋仁宗皇祐
年间，陕州推官韩元卿突然“持刀
自刭”。可能下手不敢狠、准，“喉
虽断而未死”。他的朋友祖择之是
提刑官，听到消息，连忙前往探
视。此时韩元卿已经奄奄一息，不
能说话，只用手比划着要笔和纸。
祖择之给了他纸笔，韩元卿写下
几个字：“赃滥分明，罪宜处斩。”

祖择之又叫人取来针线，想先将
韩元卿脖子上的创口缝合起来，
但韩元卿用手将针线拂掉，第二
天便死了。

韩元卿知道自己犯下的赃
滥之罪，“罪宜处斩”，不过他自
刎，可能是出于“知耻”的心理。
因为宋朝到宋仁宗时，已经基本
上不对贪赃罪判处死刑了，贪官
犯的虽是死罪，但死刑存而不
用，通常只是流放到远恶地方

“编管”，如庆历四年（ 1044 ），秀
州知州钱仙芝贪赃枉法，罪至
死，但还是“特贷死（免死），决脊
杖三十，配沙门岛，遇赦不还”。
韩元卿若不自尽，肯定是死不了
的。所以应该是他自己熬不过良
心的煎熬，以死谢罪。 吴钩

在《三国演义》里，华佗为
曹操治头痛病时，提出做开颅
手术，曹操因此疑心大起，又
联系起华佗为关羽疗毒之事，
便怀疑他要谋害自己，遂将其
下狱治死。但历史上华佗死的
原因在于他想做官从政。

华佗原本出身士人，前面
已经说了，他“游学徐土，兼通
数经”，而后以医术精湛而名闻
天下。但是，在汉代，套用句老
话，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医生，在史书上归入

《方技传》，绝无可能单列一传，
从这个上面也可窥知一二。

华佗对自己的医生身份，
一直是耿耿于怀深以为耻的。
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医见
业，意常自悔”，所以，华佗时刻
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遗憾
的是，所有人都把他看做是一
个好医生，而没有人把他看成
是一个可以从政的士人。而作
为华佗，自己的理想是走上仕
途，这个想法本也没有错，可惜
的是，华佗在试图走上仕途的
过程中非但犯了一个大错，而
且还暴露了他道德上的缺陷，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的魏王曹操患有头
痛病，后来尤甚。华佗医术高
明，曹操遂“使佗专视”，华佗成
为曹操的“御医”。华佗看了曹
操的病情后，说：“此近难济，恒
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这
个病一时难以治好，需要假以

时日方可。在为曹操治疗的过
程中，华佗便开始故意拖延进
程，并又借口“当得家书，方欲
暂还耳，乃归家”，而到家以
后，又假辞以妻子生病，数次
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是意
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

曹操屡次手书招呼，又敕
令郡县发遣，而“佗恃能厌事，
犹不上道”。曹操遂“大怒，使
人往检”，但是他还是小心地
先求证了一下，没有就此给华
佗定罪：“若妻信病，赐小豆四
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
收送之。”于是华佗谎言被揭
穿，下狱。

在华佗下狱后，曹操手下
的头号谋臣荀彧为华佗求情，
说：“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
含宥之。”而曹操不从，并说：

“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
到了这个时候，曹操对华佗的
鄙薄之意已然溢于言表。作为
一个医生，把为病人治病当作
一个走上仕途的手段而故意
拖延并以此为要挟，华佗此举
实在是有损医德，曹操对他看
不起，当是在情理之中。

所以在华佗死后，曹操头
风病虽然还是时时发作，但亦
终不悔，并道：“佗能愈此。小人
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
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
耳。”此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华
佗的心思和华佗被杀的原因。

据《文史博览》

神医华佗死于政治野心

清末朱德裳《三十年见闻
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
个炎炎夏日，一位新上任的县令
前去拜谒巡抚大人。按礼节，是
不能带扇子的，这位县令显然不
太懂这些官场的规矩，他不仅带
了把折扇进了巡抚衙门，热的时
候还扇了几下。巡抚看在眼里，
心中不喜，于是趁着县令脱帽宽
衣的时候，把茶杯端了起来。左
右侍者见状，立即高呼“送客”。
县令听了，只好拿着帽子，抓着
衣服，狼狈地退了出去。这个故
事反映了当时清代官场上盛行
的风俗———“端茶送客”。

那时，下属拜见上司，上司
都会以茶相待，以表示对客人的
礼遇。不过下属都不会真的端起
来就喝，一般只有坐久了之后上
司举手称“请茶”且先饮，下属才
能端茶品饮。而假如上司觉得话
题已尽，又不好明着下逐客令，
便端起茶碗略抿一口，或者只是
举起茶杯做做喝茶的样子时，就
表示客人该走了。

北宋建隆元年 ,当上皇帝没
多久的赵匡胤召见宰相范质议

政。为表示对宰相的尊崇优礼，
召见时设有座赐茶，宰相可以与
皇帝“坐而论道”。不过这一次，
范质行礼完毕刚要坐下，却听赵
匡胤说：“朕最近有些眼花，看不
清东西，烦请爱卿将奏折拿到朕
面前。”范质于是上前递折子。就
在这时，早已受命的内侍便把范
质的座位与茶给撤了。范质回身
发现座位赐茶都没了，只好站着
答话。这便是赵匡胤“废座撤茶”
的故事。 据《国家人文历史》

古人端茶是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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