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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代代官官舍舍那那些些事事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张菁菁 张冠楠

皇帝特批，

重臣才可置地

一百多年前，山东济南的旧
军门巷有一丁家大院，主人是晚
清“中兴名臣”——— 时任山东巡抚
丁宝桢。

丁宝桢曾被曾国藩赞誉为
“豪杰士”，除了在贵州老家变卖
家产清剿匪患，在山东任职十年
间更是设机器局、办书局、创书
院、修水堤……

即便如此，丁宝桢在任职地
的住房问题仍不是可以“肆意为
之”的事情。

1867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
抚。照现在的话说来，他在山东可
谓军、政“一把手”，官职等级虽与
现在的省委书记、省长相仿，但其
手中的权力大得多。

就是如此国家“要员”，丁宝
桢上任之初也得在一家老小的住
房问题上费心劳神。

按照清朝的规定，异地做官
是不能把家安在任职地的。而丁
宝桢远在贵州老家的房产早已变
卖用于剿匪，他是携家眷及兄弟
族人一起来山东的。于是，他向皇
帝请旨，在济南购置了土地。

“旧军门巷的丁家大院应该
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朝廷特
批。”丁宝桢的五世嫡孙丁健在世
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中重构了丁宝
桢的故事。

丁家大院，原位于泉城路南
侧，7年前还保留着高大的原始门
楼、照壁和部分房屋。

一人住官舍，

老婆孩子不能住

当然，丁宝桢由于家眷众多，
在任职地自己置房安家只是“特
例”。一般来看，自秦汉以来，皇帝
就开始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即
官舍。

根据上海历史民俗专家完颜
绍元研究，古代官员异地做官，在
任时拥有官舍的使用权，但不拥
有产权。皇帝给官员解决的住房
大都是机关宿舍性质，与赏赐给
功臣勋爵的宅第是不同的。

这一判断可以从史料中找到
佐证。现存最早决定为官员提供
官邸的文件是刘邦的一份诏书。
这份于汉高祖辞世那年3月(公元
前195年)发布的诏书说：“为列侯
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
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

文中透露了对列侯赐给宽大
住宅和对两千石级别的官员迁居
长安安排稍小住宅的信息，这就
是刘邦解决官员住房的具体做
法，可以看做向官员提供官邸的
正式依据。

在《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
《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
长兄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
舍”。此段文字表明，魏霸就住在
官舍里，还可以携家带口。

不过，为官清廉的人在家人
入住官舍的问题上非常谨慎。西
汉年间，有一位陕西咸阳的名臣
叫何并，从县令干到太守，以不畏
强权、居官严正而闻名。

据《汉书·何并传》说，“(何
并)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这段
文字说明，何并这人很清廉，自己
一人住朝廷提供的官舍，不让老
婆、孩子入住。

数年后，何并病重时，召来丞
掾写下遗令：“告诉儿子何恢，我
活着长时间以来不讲究吃、穿，死
了按理说应该用布帛安葬，但我
不接受这样。建一座小坟头，只要
能有下棺的空就行了。”

当然，不管为官是否清廉，官
舍都成为官员配套体系的一部
分。完颜绍元讲述：“官舍大约就
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京漂”白居易

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
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首长和辅佐官

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
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俗
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
式的宅门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
区域划出界线。

根据《温公诗话》记载，北宋
鲍当时任河南府法曹，相当于处
长一级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
内的住宅。河南知府曾在盛夏季
节到访，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
值盛夏季节，所以鲍当没戴官帽，
而且半赤膊状态，显得很狼狈。

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县
衙在河南省内乡县。县衙始建于
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后反复
毁坏又重建。直至光绪年间，正五
品知县章炳焘开始重修县衙，七
年间，他建起了房舍280间、占地
27000平方米。

现存内乡县衙在整体布局上
严格按照清代地方官署规制，表
现了“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
统礼制思想。县衙大堂和二堂是
县官断案的地方，二堂后有配房
作为官员处理公务的“公署”，而
后三堂是县官接待上级官员、商
议政事的地方。

三堂两侧为县官眷属们居住
的地方，其间院墙用透花格扇镶
嵌，回廊宽广而悠转。院内花园枝
繁叶茂，亭阁时现。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
资格入住官舍。著名诗人白居易
在当时曾任职礼部主客郎中，但
他没有资格住官舍。

白居易在《卜居》中感叹说：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
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
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
木偶人。”

按照官员等级，白居易是正
九品，每月工资收入不算很低，但
在京城仍买不起房子。他只能在
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
成了一个无房的“京漂族”。

不得带走公家用品，

宰相也不能违反

根据完颜绍元的研究，古代不
仅为官员提供官邸居住，还提供成
套家具和摆饰。不过，这官邸和所
有家具摆饰都属于公家，官员在任
期间可以居住和使用，卸任后必须
退还出来不得占用。

《海瑞集·兴革条例》中记载
了明朝县级官舍配备的家居设
施，知县的家居杂用有63种200多
件。

唐朝的名臣李日知是一位两
袖清风、直言不讳的宰相。当时，
安乐公主的府邸刚刚建成，皇帝
亲自去那里庆祝，与官员作诗饮
宴。只有李日知警戒自己，他在最
后说：“我所希望的是大家想想自
己的安逸，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
百姓辛苦劳作的所得啊。”

据《大唐新语》记载，在自己
官场生涯的末年，李日知频繁向
皇帝请求准许他告老还乡，最后
皇帝同意了。因为上奏皇帝告老
还乡的事情没有与自己的妻子商

量，李日知回家后，收拾行装将要
搬离居住的官舍，妻子惊讶地说：

“没有什么家产了，兄弟或者孩子
没有得到官职，为什么突然辞职
了呢？”

李日知回答道：“作为一个书
生，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是极限
了。人们都是贪得无厌，如果任凭
自己的贪欲发展，就没有休止的
一天了。”

回到田园之中，李日知不再
管理自己的家产，只是修建一些
小水池、亭子，经常引介进步的后
生，与他们吃饭谈话。

著名的北宋诗人、政治家
王安石也曾在官舍上犯过错
误。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
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
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
不久，郡吏前来索要，吴氏及侍
从都不敢说，只好悄悄地向王
安石汇报。

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
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
合”，于是他赤着脚登上藤床，穿
着衣服躺了很久。吴氏见状，让人
将藤床送还官舍。

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官舍时
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
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
违反。

当然，在古代也有许多贪官
佞臣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名下拥
有大量的房业地产，这都是他们
把自己凌驾于朝廷制度之上的结
果。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命，这些官员大多存在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大约也就在此时，官舍逐渐
趋向制度化。官舍即官吏的住所，常与官衙连在一起。

当然，古代官舍与现在的政府机关大院性质不同，所有官舍都归皇帝所有，官员只能在赴任时居住。而且，官
员入住官舍的条条框框众多，卸官后连一桌一凳都不能带走。

官邸意味着

更透明的公开

“探索实行官邸制”虽然只有
短短七个字，却让许多人从中找
到了进一步制度化反腐的希望。

“没想到《决定》中会有如此
具有新意的提法。”一位不愿具名
的政治学界专家表示，此前对行
政体制改革的种种预测或前瞻，
以及中央释放出的信号，大多围
绕比较宏观的主题进行，以至于
官邸制一词的出现，让不少人眼
前一亮。

《决定》公布后舆论界的种种
解读和评论，多聚焦于官邸制对
解决住房腐败的意义和相应的配
套措施。

“官邸制是制度反腐的一柄
利剑。”《检察日报》评论文章中
说，频频曝光的官员住房腐败问
题，凸显出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监

管制度的缺失，建立官邸制就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实行官邸制后，省、市、县主要领
导就不能再以住房困难为由利用
职权违规建房，干部交流、异地任
职时也不能到一个地方就占一处
住房，官员退休之后不能再占着
公家的房子不退。这样，官员的住
房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显性
化，住房腐败产生的根源就会被
铲除。

汪玉凯带领的课题组也认
为，实行官邸制是遏制领导干部

“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
此外，在课题组提交的建议

稿中，还对官邸制的建立提出了
四点建议，包括“明确实行官邸制
的适用范围和主体资格条件”，

“积极探索异地任职干部‘官邸
制’的改革路径”，“对于官邸和公
宅，一律由国家统一建造、购买或
租赁，并按照严格的制度，配置设
施和修缮”，“建立严格的住房监

察制度。”
与汪玉凯不同，王锡锌认

为《决定》中对官邸制的提及，
最主要的意义并不是用来控制
房产腐败，更重要的在于其象
征性意义。

“官邸是政府主要首长和
民众联系的象征性标志物，也
是新型国家治理中政府和民众
之间有形的物理载体。”王锡锌
告诉记者，官邸的设立，是要在
法律上或者政治上，使政府和
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物理意义
化，同时创造一个两者间心理
上的连接点。

王锡锌说，民众与政府公职
人员的关系都是抽象意义上的。
在物理意义上，这种联系需要一
些看得见的物体来维护。“在很
多地方，像政府工作大楼，民众
跟它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难以
接近。也不知道地方首长住在哪
里，这就造成了物理性的隔阂

感。”
“官邸的存在，就是要构筑这

样一个连接点。”王锡锌指出，首
先它是可见的、公开的，民众知道
地方主要首长住在这里。同时
也是可感的，民众要表达诉求、
反映意愿，至少在心里知道有
这样一个地方可循。从官邸的
实际功能上讲，也便于民众监
督。“首长到底在不在里面？如
果不在的话，去干什么了？”王
锡锌说，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众
目睽睽的监督环境。

“如果国家严格要求官员必
须住在官邸中，实际上对地方主
要首长来讲，就有一个‘画地为
笼’的意思。”王锡锌表示，这也就
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种更为
直观的体现，官邸在本质上就意
味着更为透明的公开，以及更为
有效的监督。

不管怎样，官邸制被写入
《决定》，终将使这一制度在可

预见的未来走向实践。汪玉凯
近期的文章也说，从制度设计
完善性上讲，县级带头推行是
有可能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在
国内实行官邸制的详细制度建
设规划，但是西方国家已有多
年的实践经验，其完善的制度
设计也能借鉴。

王锡锌认为，要推广官邸制，
我国仍需在适用范围、功能模式
及公共性与开放性等方面进行具
体、细化的设计。

汪玉凯也承认，官邸制并
不是一个万能的制度，不能解
决所有出现的官员住房问题。
它的有效运作，还要配套措施
来协助。

11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推动
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依法公开查
询系统。与官邸制配套的改革措
施，已经走在了路上。

(上接B01版)

河南省内乡县县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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