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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王安石的诗歌83首、词5首、散文35篇，均选自《临川集》（四部丛刊本）。
个别字句参考他本校改，注文中未一一说明。
选注之时着重选取那些与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思想、言论及主张有关的诗文，同时兼顾题材、内容和艺
术表现的多样性。
诗文编序大致以时间为经，以内容为纬，综合排次。
题解中的诗文创作年代主要参考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
为方便读者使用本书，末附“王安石年谱简编”、“王安石研究主要文献”及“《王安石集》名言警
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
王安石学养深厚，诗文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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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　　郊行　　题解　　这首诗是王安石早年在郊外访问农民家庭，深入了解农民苦难生活时所
写。
王安石早年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民生疾苦，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诗风。
　　柔桑采尽绿荫稀，芦箔蚕成密茧肥。
　　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
　　新解　　柔桑采尽绿荫稀，芦箔蚕成密茧肥——柔嫩的桑叶被农民采尽，绿荫也因此变得稀疏。
用芦苇或竹子编成的箔上，蚕茧结得很肥大，春蚕就要成熟。
农民经过辛勤劳动，获得回报。
　　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姑且去农民家中问问年景收成，为什么如此辛劳日子过得
还像凶年饥岁一样呢？
这种反常的社会现象，发人深省，饶有馀味。
　　新评　　王安石是一位著名政治家，他非常了解农民的贫苦生活。
后来大力推行新法，极力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就是以这种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
　　出郊　　题解　　王安石写过不少描写农村景物的小诗，《出郊》写郊外乡村的初夏，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
　　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
　　风日有情无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
　　新解　　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郊外平原上一片绿色掩映，浓密的树丛一片葱郁
，花都被浓浓的绿色遮掩得看不见了。
交加：交错。
冥冥：深暗色。
　　风日有情无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和风丽日在这浓浓的绿色原野上也无处着色落脚，只好把
和风和阳光移到桑麻上。
风日有情：和风丽日。
初回光景：刚刚实行新法后，农业生产初见成效。
　　新评　　诗人描绘了初夏的郊外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
刚刚实行新法后，看到农村丰收在望，王安石万分欣喜。
　　河北民　　题解　　这首诗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这年黄河以北大旱。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同情人民疾苦，这首诗是王安石早期诗歌的代表作。
诗中反映了黄河以北人民遭遇天灾人祸的苦难生活，并流露出诗人沉痛而焦虑的心情。
酷似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新解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黄河以北地区的人民，邻近辽国与西夏的边界地区。
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苟安的局面，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个地区的人民男耕女织，辛勤劳动，但劳动成果都交给
了朝廷，朝廷再送给辽国与西夏。
宋真宗时，宋辽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议和，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史称“澶渊之盟”
。
宋王朝每年均向辽和西夏统治者奉送银、绢。
输与：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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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大旱之年，赤地千里。
官府理应开仓赈济，但州县两级官吏，不但没有救济灾民，反而抽壮丁去治理黄河。
黄河以北地区的人民，生活艰辛，只好背井离乡。
赤：空，尽。
这里指寸草不生。
　　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因为壮年去治理黄河，老弱妇孺相携而行，到黄河以南地
区去谋生。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到了黄河以南地区，竟然发现黄河以南的人民丰收之年也没有粮食吃。
北宋王朝的屈辱妥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就：凑近。
自：且。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人们悲愁已极，觉得天昏地暗，白日无光，过路的人面色
惨淡，神色沮丧。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
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
”。
这里用对比的手法批评时政。
河北民，可惜你们没有生在贞观时代，那时一斗米只值几文钱，又没有战争的苦难。
王安石对贞观盛世充满了向往，对现实弊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希望能出现
国富兵强的太平盛世。
　　新评　　王安石的诗歌，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
王安石长期做地方官，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心，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问题的忧虑。
《河北民》写统治阶级剥夺了人民的劳动成果，输送敌国，以求苟安。
年成无论丰歉，地域不分南北，人民都陷入了流离转徙和“无食”的境地。
这首诗把宋代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和民不聊生的惨状如实描绘出来，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心
情。
　　诗歌采用了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语言质朴自然，生动地描绘了宋辽交界地区人民的悲苦生活景
象。
　　收盐　　题解　　这首诗大约写于庆历九年（1049）左右，此时王安石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
知县，他深入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了解到大官僚残酷压榨沿海盐民的情况。
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这种社会现实而写的。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唏，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新解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州官的紧急公文接连不断地往下发，到海岛上缉
拿私盐的差役如今更加频繁。
飞符：紧急公文，这里指收盐、缉拿私盐的文告。
比栉（zhi）：像梳子齿那样密密地排着。
　　穷囚破屋正嗟唏，吏兵操舟去复出——贫穷的盐民像囚犯一样被困在破屋里哀叹，官兵们驾着船
在海岛上出出入入，严密巡察。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海中的小岛自古以来就是不毛之地，住在岛屿上的盐民只
能以煮盐为生。
夷：古代称我国东方的少数民族为夷，有时也泛指周边少数民族。
东南沿海海岛上的盐民，其中可能有一些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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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盐民不煮海盐卖就要饿死，有谁肯坐守等死而不去逃亡呢
？
无论如何严密防范和搜捕，也不能禁绝私盐。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贫穷的盐民被饥饿所驱使，铤而走险，近来盗贼经常出现
，劫杀商人，沉毁船只。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孟子?公孙丑上》中曾说过，如果杀死一个无罪的人，即
使能得到天下，古代圣人也是不干的。
孟子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比天下还要重要，君子们怎么忍心同盐民们争夺微薄小利，而使那些无辜的商
人失去生命呢？
秋毫：本指鸟兽在秋天新长出的细毛，比喻十分微小。
忍：怎能忍心。
　　新评　　《收盐》直接反映社会问题。
宋朝对食盐采取政府专卖和官营商销两种办法。
官僚和商人相互勾结，对盐民进行剥削，对煮私盐的盐民进行缉拿和压制。
王安石敢于正视官逼民反的事实：一方面写官船穿梭往来，缉拿私盐；另一方面写盐民反抗，劫杀商
人，沉毁船只。
表现出王安石关心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思想。
王安石就此事还写了《上运使孙司谏书》，向地方长官孙司谏上书，以小小县官的身份，慷慨陈词，
为民请命。
　　这首诗直陈其事，发表议论，语言质朴无华。
王安石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登飞来峰　　题解　　皇祐二年（1050），作者知鄞县（今浙江宁波）期满，返回故乡，途经杭
州，在游飞来峰时写下了这首诗。
飞来峰在杭州的灵隐山上，这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飞来峰所见到的壮丽景象。
说明只有站得高，有开阔的视野，才能看得远。
诗中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新解　　飞来峰上千寻塔——飞来峰上耸立着高塔。
飞来峰：又名灵鹫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灵隐山东南。
千寻塔：形容塔很高。
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古以八尺为一寻。
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灵隐飞来峰，初无塔，兼所见亦不至甚远，恐别指一处也。
”无论塔是否位于飞来峰上，此处作者都是极力渲染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表现出作者对变法革新前景
的向往。
　　闻说鸡鸣见日升——孟浩然《天台诗》有“鸡鸣见日出”的诗句。
诗人站在飞来峰高高的塔上，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里就能看到日出，想象着鸡鸣日出的壮
丽景象。
　　不畏浮云遮望眼——化用文史典故和前代诗句而成。
西汉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
”李白被权贵迫害离开长安时作诗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登金陵凤凰台》）《古诗十九首》中也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句。
“浮云”在古代诗歌中常指嫉贤蔽美、播弄是非的小人，王安石在此表达了政治家的自信和对反对变
法者的蔑视。
立足点高便不怕浮云遮蔽，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把握全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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