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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前言

　　1908年的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梁启超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10
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
，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欣喜异常，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
”，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
参与政府的有秩序的变革了。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这一年的11月，
他主动通过其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
，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
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
）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
志，组建政党这件当务之急的事上。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
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
于1908年2月迁回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写了大量
文章在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的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
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的信函对立宪运动实行具体的指导。他后来回忆到这段经
历时曾说，那时他大约“每三日必有一通手札，指导运动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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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内容概要

《王安石传(经典图文版)》的主人公作为千年不遇的杰出人士，生前却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
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干百年来，王安石被骂作集一切乱臣
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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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行者。《王安石传(经典图文版)》是代表其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
。钩稽甲乙、衡量是非，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一段真实的历史。《王安石传(经典图文版)》视角
独特、意识创新、论述严谨、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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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
。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
》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
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
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
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惟梁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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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书籍目录

例言
叙论
王安石的时代（上）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小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与宋神宗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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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章节摘录

　　王安石的时代（上）　　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的时候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
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
挤争斗之中。而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
得胜利。了解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
了征讨和诛杀，或者靠了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君主同时统
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乘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
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其次是曹操、刘裕之辈
，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
，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千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毛丰满之后，才一
举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
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
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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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
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毛泽东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
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
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温家宝　　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
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胡适　　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
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
“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
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
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
—黄仁宇　　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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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编辑推荐

　　温总理引用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论断，表达不断革新之决心，现代企业创新发展、政治思想
改革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书，毛泽东、胡适、黄仁宇、柏杨等盛情赞评。梁启超版本经典传记，解玺璋
译写通透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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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精彩短评

1、名家比作
2、　　看完《苏东坡传》，萌发了看《王安石传》的想法，买来一本，乘着出差的机会，在飞机上
一口气看完了。
　　王安石的影响太大了，不然，《宋史》上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实描述，使得至今要还原这样一位伟
大的改革家很难。
　　只能说王安石的抱负太大了，一揽子抛出那么多的改革方案，无怪乎引来那么多的争议。
　　从出发点看，改革方案大都是好的，有些现在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从当时的现实看，显然太超前
了，太不同，导致了失败。
　　自古以来的改革派就没有好下场，从这点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王安石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是
个为了理想勇于献身的人。
　　
　　我更愿意相信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只是王安石的所用之人，最后证明皆为小人，实在有点悲
凉，难道就没有什么有识之士赞同改革，而只剩投机份子了，妄为宋朝出了那么多的人才。
　　
　　改革的人总是充满争议，但是伟大的人物是不会被历史泯灭的。
3、王介甫自然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人物,然临川才子并不浪得虚名,唐宋八大家之一.本书写的很不
错
4、至今见过的最好的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书籍，虽然有些观点不能尽数赞同
5、梁启超，新史学
6、一直还没看，之前看了苏轼传记，提到王安石，对其评价不好。但是人无完人，应站在唯物主义
的历史观评价
7、“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结跃然若万丈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梁任公之文章自不必说，荆公之纠葛非两语所能尽述⋯⋯
8、恰当，点评比较客观，参照梁启超的时代，应该算是一本才子的应时之作。贴一篇评论，虽然有
点文艺，器局略显不足，但不失一篇美文。

轻轻的叹息 王安石之死
&amp;nbsp;&amp;nbsp;&amp;nbsp;&amp;nbsp; 
作者：冯伟林 &amp;nbsp;&amp;nbsp; 来源：中国国学网
&amp;nbsp;
&amp;nbsp;
&amp;nbsp;&amp;nbsp;&amp;nbsp; 元祐元年(1086)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
世。?
&amp;nbsp;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
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
信号。?
&amp;nbsp;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
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amp;nbsp;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
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
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
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曾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
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
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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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

石晾在一边。?
&amp;nbsp;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做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
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
》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amp;nbsp;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
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amp;nbsp;
低回的哀乐扰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
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amp;nbsp;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
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
&amp;nbsp;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
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amp;nbsp;
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
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钦宗父子俘虏北去。?
&amp;nbsp;
只有春雨淅淅，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amp;nbsp;
我想，作为一个文化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
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
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amp;nbsp;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
，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
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
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amp;nbsp;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冬天，字介甫，晚号半山，他的父亲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
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便已经
到过很多地方，心里装下了茫茫九州。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的好几个县住过，并曾到过下游
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amp;nbsp;
父亲的官做得辛苦，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换来的是频繁的调动。他不愿意像父亲。做官，就应该轰
轰烈烈，出人头地；就应该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个小小的县令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能有什么
作为？?
&amp;nbsp;
王安石不读父亲为他准备的书，而是“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
，无所不读”。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他决不拘守那些先儒所注，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他不想
做俗儒和书呆子，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决意在政治上做一番大事业。
&amp;nbsp;
当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没有大背景，没有捷径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赋，是勤
奋。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找到向上的台阶。

Page 10



《王安石传》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
&amp;nbsp;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
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
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amp;nbsp;
进京了，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目的。那时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学士大夫，大都只
愿在朝廷上的史馆或秘书省等号称储才之地的机构谋一职事，以期可以比较容易地爬进更高层的统治
集团中去。王安石却相反，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
&amp;nbsp;
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amp;nbsp;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二年(1057)，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
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
干。?
&amp;nbsp;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
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9、王安石，值得我们反思
10、我朝 最早的主导“国进民退”的社会主义人才，所以才被老毛子列宁欣赏。
11、书中关于文人因义气相争而模糊争论焦点的论点很好，展示了有智慧而又贤能的人在死要面子的
时候也是可以很忽视事物基本性质的。但这书叫王安石传不如叫“替王荆公骂回去”来的切题。
12、李鸿章和王安石。王安石因为他的新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而遭到世人诟病。王安
石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责备他们的人所能
比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一起诘难他们，拉他们的后腿，说他们的坏话
，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小人来帮助自己，王安石与李鸿章的处境相同。然而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
持，他对于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要优秀。
13、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思想至今看来仍然光辉四射。
14、梁启超36岁的时候写王安石，对于这位千年前的改革家，是心有戚戚的。而在又过了一百年之后
，解玺璋先生显然又对梁启超心有戚戚，他译写梁启超此书，或者是想对这浮华时代发出旷野呼号？
他的翻译很精辟也很准确,非常不错的译书.
15、王安石神人也。翻译的文字很别扭。
16、王安石传
17、深夜偷读，一见倾心。荆公任公都是我的偶像。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尽信书的危害。让我学到一人
当天下安危的气魄，反思用事接物的技巧。任公未必公允，但立论宏伟，论证严密，让人无以辩驳。
读后再读林语堂君的苏东坡传，当笑谈而。
18、历史迷的选择，以古鉴今
19、我自己的里程碑，谢谢这本书。
20、之前以为是文言文，最后看了才知道是翻译过来的。
有点遗憾。
不过居然是有旁批的，这个就还有点意思。。
21、侧重政论，而少人物经历
22、任公到底是改革派立场
23、大一第一学期读的
24、改革家写改革家，更容易深入。这一套书的质量不错，不过这个没有文言原文。
25、梁启超是王安石的超级大粉丝，全书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王安石是整个历史洪流中最牛逼的一个
人。

Page 11



《王安石传》

26、还未来得及读，我想一定很好
27、不错，充实我的书架
28、圣人与我们只是心的距离，他们从来不曾真正的离去，只要我们理解了圣人，圣人就回来了。宇
宙就像一个池塘，地球像一个不断吃人的鲨鱼，吃掉了很多鱼，我们就是那一条条小鱼呀，我们不顾
一切的向前游啊游，游到了鲨鱼的口中
29、王安石传，现代企业创新发展、政治思想改革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书。值得一读。
30、王安石有点像现代人穿越过去的，值得研究！
31、白话文不给力 还是要看启超的《王荆公》才行
32、感愧万千，受益匪浅！！
33、挺好的书。有原文有译文，很厚。
34、因为研究改革，王安石是绕不过去的。
35、全面展现了一代改革家王安石的风采神韵!
36、得看看
37、这本书有历史的局限性，完全在站在王安石的立场写的。
38、苏东坡和王安石是两个伟大的人物，王安石属于改革派，与苏东坡政见不合，不影响俩人的历史
地位。看看这系列传记，比记住两首诗强多了。
39、看一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会对变法失败有更深的体会。
40、其实梁启超的文章可以不要过多翻译，如果能附上原文就更好了。
41、传奇人物撰写的传奇人物传记，深刻，强推。
42、看完此书，才知所谓的正史其实都在胡说八道，都是士大夫对看不爽的人进行攻击报复的最佳武
器。杀不了你，就毁你声誉。作者对“宋史”中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一一反驳，呈现一个真实的王安石
，一个为国为民的王安石。难怪有人说此书名应改为：“王安石洗冤录”。在看完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后更应该看此书，因为林语堂对王安石尽诋毁之辞（可能也是因为“正史”的缘故）。而《汴京
风骚》则因为小说主旨的缘故，作者不得不对“做过那些肮脏事”的王安石写托辞，殊不知王安石根
本就没做过那些事。
43、虽然梁启超也是属于戊戌变法的改革派，但是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基本很客观。
44、借王安石说自己的政治理想，虽有些偏颇，但不失为一本好书。
45、正本书都是在为王安石平反，可能是作者太想让世人改变对王安石的看法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很
强烈。给人感觉有点矫枉过正了。也许看该书的原著更好些，古文魅力更大，但限于古文有造诣的人
⋯⋯
46、还没来的急读呢，书很好。喜欢
47、好书，梁启超的书值得一看
48、很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很好看的书
49、文言文功底太差，读的不是原著，颇为遗憾。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时，受林误导以为王不过一
粗俗人耳，新法改革，遇史马光反对，又贬谪东坡，当时为我深恶痛绝。而今读信史，方知王乃匡国
相才，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于当今反腐仍颇有指导意义。
50、大段大段的引用= =
51、火车上为了打发时间带的，如今各种晚点只恨此书太薄！
52、名家，名人，好书
53、我很喜欢，无论是纸张，还是印刷，都很不错
54、买的时候真没注意到这是译文本，梁启超对王安石过誉了，变法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不见得王安石在一千年前开创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模式
55、值得一读，不错。不过是白话翻译，还是古文更有滋味
56、很好的书，值得一读。译文失去原著文采，建议看原版。
57、王安石是一个有想法，并且敢于做事的人。虽然才读到一半，但已经被他的那些精辟的见解所感
动，如“文者也要习武”，“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让适合某一岗位的人专心致志于做这一岗位上
的事情，通过提升职级待遇来奖励他、认可他的才能”等等。是一本好书，也激励了我想要去了解更
多的有关王安石的事情。
58、书内容不错，就是版面有点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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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梁启超借古抒怀之作。其实无法完全评价王安石变法是否真的有益，但令人困惑的是古来对他的
全盘否定，而且政治上的否定还会升级到人身攻击，考虑到攻击者也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这
就更令人费解。王安石应该是个务实的人，但生不逢时，他生活一个最固步自封的时代，儒生们圣贤
书读的越多越精，也越把自己当成圣贤了，也越容不得别人越雷池一步了。
60、很实用，正在阅读，真心快
61、梁启超的文笔是可以相信的，所以建议读！
62、还是原文好读，有作者之初衷。
63、　　突然想了解王安石，于是首先选择了梁任公的《王荆公》，因为贪方便，就选择了这本白话
翻译本，看过之后，个别章节对比了文言本的《王荆公》，觉得还是文言文看的有气势啊，气场与白
话本完全不同。
　　看完书，我的结论是，王荆公变法的失败，败在既得利益集团之下。北宋的人心怎么这么坏呢，
像是今天一样，真是读的书越多，心胸越狭窄，难怪老子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呢！开玩笑归开玩笑
，细想一下，是不是唐末、五代的乱世，导致了中国士大夫的这种性格呢？
　　历史一次一次地向着远离荆公的方向发展，我想，即使现在荆公有知，也会坦然，而不会有任何
遗憾的，如果上天再给荆公一个机会，荆公也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64、想知道与苏轼的关系及变法始末，但到中篇顿觉王安石面对的时代和梁启超的时代甚至现代，面
临的问题和阻力简直是一摸一样。梁感同身受已是拍案而起。明明有改变腐朽，慎密创新的勇气远见
并且身体力行，却敌不过安于岌岌可危现状的绝大多数人，令人嗟叹
65、翻译的实在不怎么样，不值得。。。。。。
66、文以载道，学以致用。看梁启超著作，增长见识，改善历史观，帮助我认识世界。本书未附原文
，但篇幅长。跟《李鸿章传》比较，年代不同的缘故，可见的资料少。依旧是好书！
67、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68、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什么是超人的智慧，读了这本书才知道才华不是与生俱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
有大才的人有时真的很寂寞！强烈推荐！
69、原来是翻译的，其实我想读梁启超先生的原著！
70、个人觉得翻译得比较生硬，感觉像中学课文的翻译。要是能一睹梁启超先生原文风采则是更佳！
71、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王安石就像是获得了重生，只有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才能体现出他的可贵
价值，这是过去的士大夫们及现代的文人们无法理解与认同的，现代太需要他这种改革的精神了，虽
然是作者百年前的观点，但绝大部分放在今天还是非常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72、或许可以改变你对某个历史结论的看法。
73、有些地方很像历史知识，可读性还需加强。但书的内容严谨2，带着作者的观点，还不错。
74、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现现代，有很多改革家，比如商鞅、吴起、明代的张居正，他们都在历史上闪
光，所以我特想看看北宋一改革家王安石，赞或贬，都有，特别是大家梁启超写的 ，更值得一读。
75、梁氏著作，文汪洋恣肆，据翔实可考，论多维有力。读之不禁另人有忆古思今之感、感慨可惜之
叹。
76、喜欢看人物传记，既有历史，又是小说，更重要的是，还有作者的眼光
77、没想到梁兄白话文如此娴熟
78、王安石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  所以如今看《宋史》会有很多不真实的内容在 梁启超的《王荆公》
被译成白话文后  气势全无  
79、很好的一本書！值得一讀。
80、一直很欣赏梁启超的文学功底和对时事独到的洞察能力，他的书也总是给人以巨大的震撼，闲暇
时读读挺好。
81、考据多引用明朝和私人著书，存疑。但可见王安石的变法精神阿（完全颠覆了我高中学的历史。
）但是由于作者过于为王安石说话，评价是否会过于偏颇了？
82、竟然不是原著，郁闷。
83、一个大家，近乎完人！
84、宋史 朋党倾轧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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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适于速读，应该买本文言本收藏
86、好的出发点做坏事，这种人最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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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突然想了解王安石，于是首先选择了梁任公的《王荆公》，因为贪方便，就选择了这本白话翻译
本，看过之后，个别章节对比了文言本的《王荆公》，觉得还是文言文看的有气势啊，气场与白话本
完全不同。看完书，我的结论是，王荆公变法的失败，败在既得利益集团之下。北宋的人心怎么这么
坏呢，像是今天一样，真是读的书越多，心胸越狭窄，难怪老子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呢！开玩笑归
开玩笑，细想一下，是不是唐末、五代的乱世，导致了中国士大夫的这种性格呢？历史一次一次地向
着远离荆公的方向发展，我想，即使现在荆公有知，也会坦然，而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如果上天再给
荆公一个机会，荆公也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2、看完《苏东坡传》，萌发了看《王安石传》的想法，买来一本，乘着出差的机会，在飞机上一口
气看完了。王安石的影响太大了，不然，《宋史》上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实描述，使得至今要还原这样
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很难。只能说王安石的抱负太大了，一揽子抛出那么多的改革方案，无怪乎引来那
么多的争议。从出发点看，改革方案大都是好的，有些现在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从当时的现实看，显
然太超前了，太不同，导致了失败。自古以来的改革派就没有好下场，从这点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
王安石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个为了理想勇于献身的人。我更愿意相信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只
是王安石的所用之人，最后证明皆为小人，实在有点悲凉，难道就没有什么有识之士赞同改革，而只
剩投机份子了，妄为宋朝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改革的人总是充满争议，但是伟大的人物是不会被历史
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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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王安石传》的笔记-第3页

               如果不是苏轼，或许对于王安石的印象便仅仅是历史书上那个义胆忠肝的脸谱，或者更甚将其
作为忘宋的罪魁祸首，一个好心但冷酷愚蠢的君子。
      书一开篇，就狠狠地扇了我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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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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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任人装饰的小丑，它为小人辩解，却给君子抹黑。

2、《王安石传》的笔记-第1页

        2013-02-03 21:51:47
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了，
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
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
2013-02-03 22:05:35
曾国藩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于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

多看笔记 来自多看阅读 for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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