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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我知道研究学问，就衷心信奉王安石，许多年前就想为他作传，因为有其他的事牵累，没有能完
成。
最近一段时间研究历史到宋代，想要考证熙丰新法的真相，追究它的原因和结果，鉴别它的利害得失
，把它作为预测未来的参照材料。
而查看原有的史书，内容遗漏杂乱，看不出它们的章法和准则，再加上门户之见，过分的指责，虚构
的事实，处处矛盾。
于是发愤拿来《临川文集》反复研究探索，再加上数十种宋人的文集笔记，来和宋史诸传相印证；几
百年来哲人和博学之士的言论足以使人相信的，都阅读一番，也有十几家。
查考不同材料的内容，衡量是非之后，才感叹我原来自认为了解王安石、尊崇王安石。
就和取一些地上的雨水就认为知道了大海，看到窗口的光亮就认为看到整个天空没有什么区别了。
而流俗之人诋毁王安石、污蔑王安石，也和小鸟嘲笑大鹏、蚂蚁摇动大树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自不量力，奋笔写成这本书，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翻一场公案。
只要让人们知道伟人的模范行为，也许在几百代之后还会有人再提起他们，那我这番努力就不算白费
。
新会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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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
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
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
本书系统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政局、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活动、新法内容及成败、学术与文学、
家庭与交友等几个方面，作者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著作不下百部，并以近
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并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历史烟尘中的
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本书角独特、思想新锐、资料宏赡、论述严谨，一卷在手尽览北宋政坛、文坛的万千气象，读之令人
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启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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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学音韵、语言、小学、宗
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代表作有《王安石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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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自有史以来，最不强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
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
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
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
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
但却最终没能取胜。
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
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
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
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
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
，付出是巨大的。
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
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
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
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赫赫的
战功。
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
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
有落山而江山已定。
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
吗？
”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
到天下。
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
件事。
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
是起于唐。
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
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
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
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
了。
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
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
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
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
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
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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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
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么容得别人酣睡？
”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
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
整个大宋一朝成这么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建立的时候，开国者都有统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
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
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弄文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淫暴虐。
人心已经不在，当宋兵到时，望风披靡，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是宋能灭亡他们。
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
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
大概不是这样。
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
洗雪了。
显德六年，三关大捷，契丹被吓破了胆。
假使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么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陈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说是北伐，那时的将士们商量时，也是要先立宋太祖当了皇帝再继续出征。
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氏历经百战的军队发起攻击，那么就不难成就像刘裕和
桓温那样的功绩了。
他没有这样做，而后曹翰所献攻取幽州的计策，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
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卢龙、魏博他们的复辙。
（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
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
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
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莱
公，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
虽然有了寇莱公，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
到仁宗的时候。
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
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从唐代以来，西夏所属的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资都依靠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
属到中原大国。
到河东被攻下，李继捧就来投，接收后，把他的治所设置在彰德。
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
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
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
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宋太祖的思路，决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给那
些威武的将帅，致使继迁又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
人示弱，使得李继捧依附了契丹。
继迁用缓兵之计而假意受降。
到元吴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还敢按着
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
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
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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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他们能施以打击，也不是很难的事。
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
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
，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
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做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
而宋神宗和王安石。
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要迅速地改变这些。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
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
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
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
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
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
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
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
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
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
间也不会有所作为。
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
弱将领就是指此。
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
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淫游乐，长年也不拿刀
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
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
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么能够呢？
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
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么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
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
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
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
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
很自然的事了。
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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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跃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梁启超  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东坡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朱熹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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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安石传》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为官从政必读传记经典，为人处世必修方圆之道。
一代国学大师体大思精之作，首部白话译本通透晓畅之文，大师眼中夏商周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集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之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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