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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论》，清代学者王夫之著。
王夫之(1619 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
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
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
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
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
十种三百余卷。
    《宋论》及《读通鉴论》，是《遗书》所收两种史论著作，最为著名。
《宋论》定稿于1691年，这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故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
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
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
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而且他研究学问，不是仅限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
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故而他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
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    注释翻译时，对舒士彦点校时所加的标点符号也有所改动。
如太祖第七条：“而窦建德、萧铣，徐圆朗乘之以掠杀既困之民”，“萧铣”下不应用逗号，而应该
用顿号。
太祖第八条：“赵普受吴、越之金”，标点本“吴”字下加顿号，则吴与越似为二国，实际上此处的
“吴越”指钱谬所建吴越国，吴越二字之间不当加顿号。
太祖第八条：“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与”，下江南，收西川，平两
粤，是并列的事情，所以“南”“川”下的逗号都可改作顿号。
凡是标点符号的改动，因为并不影响文义的理解，所以都不特别加以说明。
    中华书局本对《宋论》全书做了分段，这次注释翻译沿用这种分段。
每段先出原文，再出注释，最后出译文。
注释的重点是人名、地名、相关制度、史实以及个别生僻字的读音和释义，还有书中引用古代典籍语
句的出处及其内容的解释。
    书中的文字，均按原本来写，如孟昶的“昶”，一般因为昶字不常见而改作“咏”，中华书局本仍
作“昶”。
这一类的字都严格遵照中华书局本而不改动。
还有一些属于异体字，如“柰”，可以直接改为“奈”。
也有些字属于通假字，则不能改，如“繇”通“由”，不能改为“由”。
    在翻译中，尽量按照原文的字句进行直译，但古人行文中总有不少省略，这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
有很大不同，所以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有时不便于理解文意，所以在翻译时有时要把原文省略的内
容适当加以补充，才能使读者易于理解。
    王夫之的学问广博精深，文笔深奥，文脉与思路的跳跃性较强，他在《宋论》中所发的议论，有时
难以理解。
注释翻译过程中，尽量根据前后文揣摩文意，以求忠实表达王夫之所要表达的思想。
但限于注译者的水平，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差误，敬请读者在阅读发现问题后，有以教我。
    注译者    2012年4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论（套装上下册）>>

内容概要

《宋论(上下)(精)》(译者刘韶军)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的一部史论名著，是根据《宋
史》所载史实所进行的历史评论。
《宋论(上下)(精)》共15卷，按帝王庙号进行分卷，每卷下少则一篇，多则几篇文章，每篇一个主题
，首尾完整，内容独立。
是一部流传广泛，具有很高价值的史论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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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题解】    宋哲宗赵煦(1076—1100)，宋神宗第六子，北宋第七任皇帝，1086年至1100年在位。
即位时仅九岁，由高太后听政，用司马光为宰相，把熙宁新法全部废止。
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起用章悖、曾布等人，恢复某些新法。
因此在哲宗时期，围绕变法出现反复，而使不少大臣受到牵连。
    王夫之认为，变法的根本道理在于势、理、天三者的关系。
势是客观的形势及其演变，能不能变法，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及演变趋势，不能只看眼前的情况，
这就需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和发展变化的眼光。
势的变化有必然之理，理的自然性就是天。
势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天与理的表现而已。
所以变法的依据是基于对天、理的认识，从而分析势的变化，由此真正奠定变法的基础，不致于盲目
采取行动。
治国的人不知天、理、势而盲目行动，必然会造成大的错误。
    在历史上，帝王想有所作为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导致了繁苛之政，这对于治国来说，有害而无益。
最好的治国，应该是顺应天理，也就是顺乎客观的自然之势，而不要凭着主观意愿盲动，这样才会如
《周易》所说的“自天祜之，吉无不利”。
    哲宗初期，在位的大臣匆忙间采取措施，将新法一概废除，似乎是大快人心事，却反映7他们不能清
醒认识势的发展变化，所以后来激起了变法党入的反扑。
这是令王夫之最为痛心之处。
    就当时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来说，他是废除新法最得力的大臣，但王夫之认为他有三个毛病：一是不
过问具体的财政问题；二是为了防止君主实行弊政，不让君主了解国家的具体情况；三是君臣在治国
上都没有适当方法，最终不能治理好国家。
王夫之对哲宗元祜时期的反变法党人非常失望，认为后来新党再次上台而使这些大臣备受打击，有其
必然性。
    王夫之并不是对某个人治国不成而感到失望，而是对宋王朝由此走向更加混乱、最终导致危亡而痛
心。
他说“哲宗在御之世，贸贸终日，而不知将以何为”，这样的君臣，确实让王夫之感到无可奈何！
    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
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
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
天未然而争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
争天以求盈，虽理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
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
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
永定而不可复乱。
夫天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
古之人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
汤之革夏，武、周之胜殷，率此道也。
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时乎？
    【译文】    极重的势，到它的末期必定会变得很轻，轻就容易扭转过采，这是势的必然情况。
顺着必然的势，这就是理；理的自然，就是天。
君子顺应理而善于顺应天，人本来不能与天相争，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
天还没有使事情成为那个样子就与它相争，其危害容易看到；天要使事情成为那个样子还要与它相争
，其危害就难以知道。
与天相争以求盈多，虽是理所许可的，而必定会越过天的界限。
越过了天理的界限，则又会处于极重之势而逐渐向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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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看清楚形势由重向轻的转化，知道它是必然逐渐消失的，为天下而乐意遵循势的这种转化，以不
用发言而得到分辨，不用行动而得到成功，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屹立永远稳定而不能再次出现乱子
。
天将要使事情变成那个样子了，还要鼓起气用愤慨来相争，似乎旦夕之间都不能等待，这是为什么呢
？
古代的人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对于生民涂炭受苦的极端情况审视得非常清楚，观察天数将要消失
，居于女正来等待，徐徐而起以顺从众人的志愿以求成功。
汤对夏的革命，武王、周公战胜殷商，都是遵行这个道理。
何况那种不是从事革命和改制的时候呢？
    汉武帝锐意有为，而繁苛之政兴，开边牟利，淫刑崇侈，进群小以荼苦其民，势甚盛而不可扑也。
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浃于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
故其末年罢兵息役，弛刑缓征，不待人言之涛至，而心已移矣，图已改矣。
其未能尽革以复文、景之治者，霍光辅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渐衰之势，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
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日消月沉，不知其去而自已。
无他，唯持之以心，应之以理，一顺民志，而天下不见德，大臣不居功，顺天以承{右。
承天之韦占者，自无不利也。
    【译文】    汉武帝锐意有所作为，而产生了繁苛的政事，开拓边疆牟取利益，多用刑罚崇尚奢侈，
进用成群的小人来让他的民众受苦，势头非常盛而不可扑灭。
然而超出了限度中间就必会虚空，在不可行的地方驰奔的话，力量必会困乏，怨恨遍布于四海，心里
必定怵惧而不安。
所以汉武帝在末年停止用兵，停息赋役，松弛刑罚，放缓征召，不等待人们言论的频繁到来，而他的
心就已经改变了，他的谋划就已经改变了。
他未能完全革除敝政而恢复到文、景之治，就由霍光辅助孝昭帝继位而加以继承，顺着那种逐渐变衰
的势头，等它自己不可施行就宣告废止。
于是武帝危害天下的那些弊政，就日渐消失沉寂，没看到它们的消失就自行停止了。
没有别的原因，只有在心里加以掌握，顺应天理，完全顺应民意，而天下看不到有什么恩德，大臣不
居功，顺着天就得到保佑了。
顺着天而得到的保佑，自然就没有什么不利的。
P49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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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讨成败得失，启迪智慧人生！
    古往今来，很多学者文人都喜欢评论历史。
近几年，随着读史热的不断升温，史评类图书也出得很多，也比较受欢迎。
其实，古代已有大量的此类图书，很多现在人的观点多从古人而来。
    《宋论(上下)(精)》(译者刘韶军)沿用“中华经典”系列的出书思路，分辑出版，第一辑6种（《乾
隆御批通鉴》、《宋论》、《唐鉴》、《帝王略论》、《史纲评要》、《廿二史札记》），其中既有
史评名著，又有名人之作。
全书由单篇史论小短文构成，每个标题下一篇文章，各篇之间彼此独立，便于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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