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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腐败”调查

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
公司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
产申请，安然的垮台随后带出了
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给世人
带来巨大的震撼。美国一些学者
甚至预言，安然丑闻将超越 9·11
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
为重大的转折点。现在来看，这
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
得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此前
欧美人对于腐败的认识是不是错
误的？安然的腐败丑闻证明，腐
败的发生与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
和经济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也不
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
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
会腐败。

美国人类学家迪特尔·哈勒
和新西兰人类学家克里斯·肖尔
等人类学家尝试从人类学角度来
寻找答案。此前，已经有大量的
相关文献从其他学科尤其是经
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
究腐败，人类学还能为理解腐败
做出怎样的贡献？

迪特尔·哈勒和克里斯·肖尔
联合了世界上的 13位人类学家，
对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
利维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
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全球，考察的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度等
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尽管腐败
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面
孔，但它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5 年，这些人类学家根据
他们的调查和解读出版了《腐败：
人性与文化》一书，书中人类学对
腐败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将注
意力吸引到一个介于法律范围

“之内”与“之外”的模糊领域，并
引发反思批判更广泛的道德、伦
理与责任问题。

腐败的源头是人性

在《人民的名义》中，腐败往
往是和官员生态交织在一起的，
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人对腐败
的固有印象，但迪特尔·哈勒等人
类学家则把视野扩大到更广义的
腐败之上。

在圣彼得堡，人类学家调查
了当地的医患关系，其中有个例
子是，当地人娲娅当时为了能成
功受孕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她在老朋友尼娜的安排下在一家
口碑极好的诊所接受治疗，并向
她介绍了经验丰富的医生弗拉基
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尼娜与谢
尔盖耶维奇达成的协议是，娲娅
支付给他 150 美元，外加几瓶伏
特加。这笔钱不通过医院，而是
直接支付给医生谢尔盖耶维奇。
这是典型的医疗腐败，但尼娜的
态度是，她付得起，也应该为医生
的专业技能和付出的时间付钱。
另一个例子则是，患者觉得医生
如果不接受贿赂，就不会认真替
自己看病，所以给医生塞点钱是
应该的。而对于医生来说，即使
是一个诊疗期间坚决不接受患者
贿赂的医生，也会内心有希望患
者病好了之后送点小礼物的想

法，因为这样可以感觉到自己的
付出得到了尊重。这些现象说
明，腐败往往是从人性的需求出
发诞生的，人性的复杂导致了腐
败的形成复杂。即使像医生希望
患者病好了之后送小礼物这件
事，虽然算不算腐败行为值得商
榷，但小礼物也往往是腐败的开
端。

腐败的发生整体看起来是无
规律的，但在一些地区，腐败的发
生方式有自己的规则与文化准
则。人类学家简·施耐德与彼得·
施耐德在书的第 1章中对比了美
国的杨斯顿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
巴勒莫这两座城市，通过这两个
城市内有组织犯罪间惊人的相似
之处，分析现代黑手党的核心是
政治机构与有组织犯罪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前者为后者的活动提
供掩护及保护。以巴勒莫为例，
这个城市在二战中被轰炸，战后
意大利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
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
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
此时便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
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
筑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
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
宅。而政客为了在选举中获胜，
又期待他们的选票，于是两者之
间产生了一种腐败的共生关系，
而这种腐败又各自存在着组织性
和规则，两者的共生关系在巴勒
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写下了重重
的一笔。

最让人警惕的一种腐败是系
统性的腐败，在上个世纪末，很多
机构还把腐败定义成“政府公职

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
为”，但《腐败：人性与文化》的作
者们认为，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
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
个人行为，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
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但
在安然、施乐等一系列企业丑闻
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不仅仅是
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
官员，不仅仅是下达指令的企业
部门经理和玩弄市场的公司执行
总监们。书中举了法国的例子，
法国检察官曾发现自戴高乐将军
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
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
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比如密特
朗总统就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
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
选活动。这已经不是个人私利
了，而是“政府腐败”了。

各种各样的腐败带来一个巨
大的理论挑战。如何才能将如此
多义、扩散，如此广泛的现象理论
化？“腐败”的概念可准确描述
吗？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意义
的比较吗？澳大利亚学者大卫·
洛弗尔总结过，凡是“存在非法获
利机会的地方、有机构垄断资源
的地方以及个人有自由裁量权的
地方”都存在腐败。

不同文化下的“腐败”

文化不同，人们对腐败的理
解也存在差异。在许多文化中，
礼品和贿赂被认为可以建立起一
种社会纽带。人类学家在哈萨克
斯坦的调查显示，这里存在一种
观点是，“在经济资源有限、国家

福利不足和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机
会有限”的情况下，礼品和贿赂有
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网。这里也有着区分礼品与贿赂
的不同标准，如“交易的内容”（现
金/无现金），“收礼人的就业状
况”（官员/不相关人士），“交易动
机”（回礼/以期快速做成一件事
情并避免麻烦），“交易的文化定
义”（传统/不道德），“交易的透明
度”（透明/保密），以及“交易的法
律定义”(法律/非法）。在哈萨克
斯坦的案例中，礼品与贿赂之间
的界限是模糊的。尽管当地人对
不同场合的送礼现象有不同的术
语，其中一些与西方人称为贿赂
的场合重叠。重要的是，他们并
不认为这些重叠部分是不道德
的。另一种有关腐败的文化差异
是，有些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被归为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的
做法，但在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
区则很可能被视作是一项帮助自
己朋友与家人的道德义务。

在书的第三部分“日常腐败
叙事与实践”中，还描述了“腐败”
如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并形成一种“腐败叙事”文
化。人类学家们在印度调查发
现，因为腐败的存在和人们对于
政府机构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使
得农村居民对政府状态加以各种
想象，并成为日常叙事的一个部
分。一个印度的村子在一项有利
于村庄发展的工程进行中，村长
便活在了这种“腐败叙事”中。在
玻利维亚，玻利维亚人在面对市
政工程时常常在没有腐败行为发
生之时，就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
和流言蜚语，试图以此使工程领
导人感受到压力，从而承担起责
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
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
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

无论是腐败形成了一种文
化，还是“腐败叙事”，都会对人们
产生影响。但这也说明了，反腐
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也要考
虑到人性、道德因素，更要营造一
种反向的文化——廉洁文化。正
如这本书封面上写着的一句话，

“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和制度
可以控制腐败”。 （现代）

正在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剖析反腐的烈度、深度上开创了新境界，观众在被其紧凑而充满悬念的
剧情吸引的同时，也看到了腐败与反腐中的种种复杂人性，并从中获得警示、思考和希望。

作为人类社会的顽疾，在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腐败在张牙舞爪。要解决这个顽疾，首先要弄清楚它
的根源。13位人类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尝试从人类学角度来找到答案，他们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
亚进行实地考察和解读，得出的结论是：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的根源是人性与文化，反腐是
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

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

《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01-01 出版

“中国政治小说人”——作
家周梅森潜心八年、六易其稿，
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
场生态的长幅画卷根据本书改
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被誉为

“2017 年大剧”“中国政治剧标
杆”。

本书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
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
临危受命，调任地方检察院审
查某贪腐案件，与腐败分子进
行殊死较量的故事，艺术再现
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
反腐征程的惊心动魄，深情讴
歌了反腐斗士的坚定信仰和无
畏勇气，并最终揭示出党的领
导干部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

《腐败与反腐败
——理论、模型和方法》
任建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不要贿赂
——发展中国家如何繁荣

不腐败》
（美）布茹宁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腐败与制度之“笼”
——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杨绪盟、黄宝荣 编著
人民出版社

《腐败——性质、表现与应
对》

（俄）哈布里耶娃 主编
法律出版社

周梅森，1956 年出生，江
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第
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专业作家。出版有

《梦想与疯狂》《大捷》《军歌》
《沉沦的土地》等长、中篇小说
多种。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
视连续剧有《人间正道》《中国
制造》《至高利益》《人民的名
义》等。

■论述腐败的书籍

反腐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也要考虑到人性、道
德因素，更要营造一种反向的文化——廉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