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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王安石变法》

内容概要

★北宋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文人政治时代，王安石作为文人士大夫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以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信念担纲神宗皇帝的变法大臣。他顶天立地，无所畏惧
，把民族的希望和进步挑在自己的肩上，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一己之勇气与魄力，扭转这个死气沉
沉的社会。
★然而，饱含书生意气的变法未能顺利推行，王安石最终落寞隐退，他在风烛残年之时看到有着知遇
之恩的神宗谢世、改革措施被尽数推翻，不禁愕然失声，继而孤寂死去。王安石一生不为功名利禄所
动，为改革变法兢兢业业，却又处处树敌，污蔑、冷落相伴，并在身后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背负着王
朝覆灭的沉重罪名。这是千古一相的英雄悲歌，也是文人政治的时代悲歌！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这位近千年前的知音：“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
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
之要求而救其弊⋯⋯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
书而恸也。”
★个人有个人的命运，酸甜苦辣，升降沉浮；王朝有王朝的命运，改朝换代，兴衰存亡。个人与王朝
，常常又是息息相关的。本书正是为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个人与王朝波澜壮阔而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北宋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开创了中华帝国历史上的文人政治时代。本书
通过对王安石变法事件的讲述，呈现了文人政治开展过程中的迷人风景。这道风景既为文人士大夫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精神所浸润，又为舞文弄墨、个性
飞扬的书生意气所渲染，既让人提劲，又使人泄气。王安石作为文人士大夫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以
其鲜明的个性、凭借其坚韧的意志力登临这道风景的绝顶，担纲神宗皇帝的变法大臣，最终却落寞地
寄居于江宁的半山园，独自回味、品尝一路上的辛酸滋味。曾经的文坛知音竟然成了政坛的敌手，因
变法而导致的是非恩怨还能为诗人的旷达神韵所化解吗？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一个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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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明  1966年12月出生，四川省营山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致力于法理学、法哲学、传
统法律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
《实践理性的政治立法》 《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的契合》 《法意3000年》 《正义的历史映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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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谁惹的祸
二、太祖立国
三、“勒石三戒”
四、文治靖国
五、先南后北
六、经略幽燕
七、求和苟安
八、“天书”闹剧
九、角色定位
十、变法序曲
十一、神宗宏图
十二、文名官声
十三、寻觅知音
十四、择术为先
十五、两个翰林
十六、变法班子
十七、新法出台
十八、君实之忧
十九、博取美名
二十、利益博弈
二十一、国富兵强
二十二、神宗失眠
二十三、安石罢相
二十四、无力回天
二十五、一个死穴
二十六、元丰岁月
二十七、乌台诗案
二十八、诗人旷达
二十九、元祐更化
三十、诸缘梦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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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废话太多，叙述冗长
2、作者太情绪化了吧。。。
3、安石太执拗，这给他变法凭空制造了很多障碍。天才不易被理解，因此大多显得偏执
4、作者写的很有趣。
但我读的很憋屈。
这是文人的政治==
5、这本书是赵明先生讲课录音的整理，算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扫盲和普及性地讲述，通俗易懂，但不
少地方显得自我发挥过多，主观色彩较浓。因为是讲课，所以每一个观点基本都是论据充分，条理清
晰。从靖康之耻说起，追溯到北宋建国，积贫积弱，深刻剖析了变法的社会背景，认为王安石变法是
文人政治的一曲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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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难说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书皮上印着的“法政人文经典导读系列”基本上也是个幌子。但不
得不承认它确实对得起它的书名，一曲悲歌。作者没有详细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及其优劣成败
，而是把笔墨放在文人集团的内部矛盾上，由此引出文人政治之悲----政见异同而带来的道德攻伐。
如果没有这一场变法，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应该是高山流水伯牙子期般的好友吧。而这本有可
能传唱千古的情谊，终究是被政治击得的粉碎。中国的政治传统决定了文人只能在皇权下苟且，即使
在皇权不张的时候，也总是有人以其他的身份行使着皇权，文人终究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叛皇权，因为
这皇权是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而他们却又心存不甘，他们要立德立言立功，要为帝师，要做圣人，
要治国平天下。这种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文人，无论是居于庙堂还是
处于江湖，只要有着先天下之忧的情怀，他们做为文人就是失败的。而他们又确确实实是文人，有着
文人的旷达、高远与学识。怪只怪我们的先人没能将政治家与文人这两种身份予以区分。自古文人多
相轻，其间的纷乱不该见于庙堂；自古文人又相投，政客间的攻讦也不该见于江湖。这悲剧，怕是在
孔子作《春秋》时，就已经定下了吧。在晚年，回忆一生，他们写下的是：“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
唯有妙莲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时间已过去千年，诸事已与他们无关
了，不过是与生者有关而已。
2、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江西临川人，二十二岁进士及第。王安石写得一手好文章，史书记载说
：“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他是韩愈、欧阳修倡导领导的唐宋古文
运动的杰出代表，属“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于王安石的诗词文章，欧阳修评价为“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梁启超盛赞为“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致力新法变革，最
终逃离不了历史的宿命。
3、文/尘桥读史书，总是心有戚戚焉。文人政治是我所喜欢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花团锦秀的文章为
何不能与金戈铁马同存于盛世？那盛世为何犹如镜中月水中花？只可远观，却抓不住，停不下。轰隆
隆的驶向末路。权力游戏第一季里龙女吃掉马的心脏的那一幕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满脸是血的女
人高呼自己肚子里将诞生一个王子。暴力，强权，奴隶，贵族。这些，真真都是切切实实的可怕的东
西。每每看到一点点，总会叹道“天之厚我”。赵匡胤救京娘，京娘却自杀。众人唏嘘，京娘身死，
赵匡胤行侠仗义之美名传于四野。人的性命，在历史中。是最不值钱的。这本书读起来挺有意思的，
追溯了宋朝灭亡的原因。赵宋王朝可以说成也祖宗之法，败也祖宗之法。但这本书，读来很憋屈。不
是说丧权辱国的那种，但是真的憋屈到都不想读下去。懦弱的帝王，仁慈的帝王。有些形容词很是诡
异，明明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却有着不同的感情。知识分子大约从来都是有优越感的。但你看这知识
分子传承下来的王朝，宏观上看，一代比一代懦弱没见识，版图一点一点缩小。微观上看，一个个吟
风弄月，花天酒地，不知所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以为口诛笔伐就能定天下
。可关键时刻依旧跪拜在强权之下，有气节的人是少的。自然，我不愿意去成为一个苛求别人有气节
的人。当然，我也佩服所有有气节的人的勇气。虽然，我自认为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小人物。自古以来
，会游泳的容易被淹死。有句古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赵宋的政治和这些有点区别，因为
文官而兴盛，又因为文官而灭亡。马克思主义讲的很好，唯物辨证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用那些理
论来分析赵松王朝的灭亡，我们自然还能够讲出那些表面上导致失败的东西之后再讲出一连串的大道
理。没有与时俱进的政策，固守一个政策，不知变通。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
分。这不是因为天意如此，也并不玄乎。分裂割据，人才向往伯乐，势力开始不均衡战争吞并开始。
一统江山，英雄代代相传，开始变得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又开始新一轮的分裂。人们很容易看明白
大的道理，但置身其中的时候，很难很难看清楚当前在历史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算知道，小
人物改变不了什么。就算知道，大人物也打算享受完最后一刻的欢愉。就算知道，潜伏着的英雄还得
要等待一个时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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