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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先贤圣哲此番言语虽只有寥寥四字，但

却同时包含了对人类欲望之肯定以及人性超然无瑕之否定。

孔子亦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然千百年前，

古人即将性欲与食欲同视为人之本性，那么当下，社会舆论

对于“艳照门”事件诸位主角的批评则似乎过于苛刻。 的确

，尽管艳照本身确有不雅之嫌，但是，若抛开艳照当中诸位

主角的明星身份，依人类本性对艳照中诸位明星的行为进行

考量，则并无不妥。不过，作为明星，既属公众人物，即便

是在奉行“自由”的现代社会，基于自身的示范意义，其私

权空间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受到一定的压缩。当然，本文并非

旨在针砭时事，评断“艳照门”事件，之所以言及“艳照”

，完全是因为事件主角与本文主角??政府官员有着同样的身

份：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的“身份枷锁”，要求政府官员构

筑欲望的围墙，切合民众的期许。但是，即便破除政府官员

公众人物的“身份枷锁”，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府官员的

权力属性，也注定了其必须克制欲望以让渡部分私权利空间

于公权力之行使，从而承担多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以及法律义

务。对此，日前美国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性丑闻而辞职一事

，便是一例证。 尽管曾因打击贪腐得力而荣膺“廉洁先生”

的称号，但是，“功”不抵“过”，斯皮策最终不得不以结

束自己政治生涯的方式，换取公众的原谅。美国民众是否愿



意宽恕斯皮策，身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

官员道德瑕疵的声讨，却使得笔者触“景”生“情”。 正如

日前何家弘教授的在其“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一文中

所言：“我们的国家似乎已经被腐败‘套牢’，国人必须寻

找‘解套’的方法和路径。”反腐声势的日益浩大，因贪腐

落马的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这无疑彰显了全国上下一致的

反腐决心；不过，面对现实当中“越反越腐败”的恶性循环

，虽则无奈但却无法否认：我们国家在贪腐这个泥潭当中已

经越陷越深。 “道德越轨”违背的仅仅是民众对于官员个人

操守的预期，而贪腐则以逾越法律底线的方式不断冲击国家

以及人民利益的防线。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使我们在窥视到

灵魂深处污点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欲望膨胀的可怕。 经历

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贫瘠，改革开放在开启了富国之门的

同时也解开了国人长期以来的欲望封印。欲望洪流的肆虐变

质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而肇始于金钱的欲望则如邪恶的毒

蛇那般引诱着人性的就范。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向来崇尚

权力的国度里面，“官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权力边界模糊在

此特定的时空维度中，得以遭遇物欲横流的现实弊端，从而

生产出贪腐这一现象怪胎。同时，“效率至上”的政策导向

与沉冗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长期游离，不可避免的衍生出巨大

的权力寻租空间，而转轨阶段的诸多不规范，又为缺少制约

的权力与拜金主义欲望洪流的苟合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以

致出现今日贪渎丛生的局面。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对应的却

是人性迷失的无以复加，当年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落马，

以不争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也难抵无孔

不入的贪腐死水之污染。 贪腐本身根源于人性的迷失，而贪



腐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则不可避免的应该归咎于制度的缺

失。 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言：“假如

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

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要形成一个一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

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

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

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贪腐，犹如溃堤蚁穴，蚕食着民之根

本，动摇着国之根基。欲除贪腐，除需反腐之决心外，更需

反腐之策略。而“对政府进行首要控制”的形式而非实质化

，则使得我国的反腐进程遭遇制度缺失的瓶颈。 长期以来，

在我们国家，反腐的动力来源于至上而下的政治权威。此种

政治权威所依靠的，实际上是一种以较高层次权力压制较低

层次权力的“权力逼迫”，此种模式所最终诉诸的，仍旧是

最高领导阶层的那不确定的“人性”。所幸，在现阶段，此

种模式由于最高领导阶层的“恪尽职责”依旧“行之有效”

，但是，一旦面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制度困境，此种反

腐模式的人治因素则将暴露无遗。 其实，在我国的权力体系

中，监督者的监督者一职并非闲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理应义无反顾的肩负起如此重任。尽管已经

基本摆脱了“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但是，我们的人大仍

旧处于向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蜕变的过程之中。对政府的首

要控制依靠的应当是人民，反腐的成效，最终取决的是人民

话语权由下至上的“倒逼”，而非绝对权力自上而下的“压

迫”，那么，当我们在为最高领导阶层反腐的“当机立断”

而拍手叫好之时，又是否意识到，异化于根源人性之欲望膨



胀的贪腐，我们对其进行的惩治，寄望的仍旧是不确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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