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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讲述了千古一相王安石的生平事业。
    王安石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不但以诗文（唐宋八大家之一）闻于后世，更是以一个政
治家（11世纪的改革家）的身份而名垂青史。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如何扭转颓局、振衰起敝，朝议纷纷。
宋神宗继位后，王安石任相，由此开始了一场全面触及北宋社会各个方面的变法事业。
这次改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内容涉及农业、商业、手工业、行政事务管理、人才选
拔、社会治安及军事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然而，改革自开始就不断遭到苏轼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任事，新法尽数废去，但
其中许多变法措施，如保甲法和免役法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现在仍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
南宋以后，王安石及其变法事业，受到诬蔑和歪曲。
有鉴于此，史钧钩稽史事，再现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高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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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钧（千古一相），男，1970年10月生，安徽滁州人。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
憎教条，好文字，阅读随意，涉猎广博。
有意放纵文笔，追求快乐写作，有多方面写作兴趣。
习惯以自然科学思维考察社会现象，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并形诸文
字，现已完成长篇人物传记《千古一相王安石》和《绝代矫情苏东坡》两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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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　潜龙在渊横空出世公元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江西临川，一个天才诞生了。
他就是王安石！
据传王安石一出生，心里就犯嘀咕：宋朝怎么这么穷？
这话非正史所载，当然不大可信。
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了，王安石从祖王贯之，爹爹王益，哥哥王安仁，弟弟王安礼和王安国，堂弟王
沆，儿子王秀，加上本来应是状元的王安石，一门八进士，这里面只有王安国是被神宗召试赐进士及
第，其余都是凭真本事自己考取的。
千年以来，这样的家庭也算是一个奇迹。
王安石的老爹王益在为王安石取名时，无疑是受到了晋相谢安的影响。
谢安，字安石，是王益的偶像。
谢安隐居不出时，人传：“安石不出，将如天下何？
”王益为儿子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他以后能成就大事业，这话确实也应验在了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是知书达理的卓越女性，“好学强记，老而不倦”。
从来不织毛衣不打麻将不看电视，这在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万恶的旧社会，实属难得。
经历了吃奶，尿床，穿开裆裤这些个人生必经的过程，王安石在不可阻挡地长大。
公元1019年，天禧三年，也就在王安石诞生的前两年，将要成为王安石的好朋友、政治上的死对头、
一心想和王安石抢宰相位子的司马光出生了。
司马光因为砸了一个缸，名声大振，迅速蹿红，全国各地人家里必然都贴有一幅年画，画上一个可爱
的小朋友举起石块正在砸缸，名日《小儿击瓮图》。
当时人们还不习惯在墙上挂低胸红唇飞眼流情的美女图。
司马光闻名于全国的时候，是七岁左右，王安石只有五岁。
在人生的起点上，王安石输司马光一阵。
但王安石所受的教育并不比司马光差。
，因为王益是个好父亲，任由子女发展，从不打骂子女，这在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年代，是要有相当的
修养，才能忍住不动手打孩子的。
王益做地方官不错，很有清名，“一以恩情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就是几乎没打过犯人。
那时打犯人并不算刑讯逼供，你看他不顺眼，打就是了，武松那么有种，不也是被打得央告老爷留他
一条活命？
王益教子，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孩子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不加以限制。
所以王安石在临川老家时，书读得很杂，什么《尚书》、《周易》、《论语》、《左传》、《诗经》
、《山海经》、《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史记》、《文心雕龙》等，凡是拿
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而且王安石还有一强项——过目不忘，读书博杂。
才高志就高，也曾恃才傲物，瞧不起那些整天只会哼哼叽叽写诗吟赋老来还是“白发死章句”的所谓
骚人墨客。
王安石绝不死读经典，每每有自己的见解，这种读书的深度和广度，培养了王安石开阔的学术视野和
高远的政治眼光。
王益为官，长年在外，王安石也就随着父亲，从广东到四川，从河北到江南，几乎走遍了中国，眼界
大开，心胸更为广阔。
十三岁时，因祖父去世，王安石随父亲回到临川，守制三年。
这三年也是王安石读书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正是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之时，豪气冲天，藐杀众
生，少年心事当拿云，大有一股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狠劲。
王安石十五岁时，岭南叛乱，西夏叩边，世无英雄，一时举国惶然。
文官们只知哼哼叽叽纸上谈兵，没人敢上前线，急得仁宗在朝堂上大骂：奶奶的，天天供你们吃香的
喝辣的，等打架了，没一个人能替我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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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闻讯，心事如云飞雾腾，掷笔而叹：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
其雄阔胸襟和盖世豪气，彰显无余。
后来王安石回忆年青在家读书时的情形，感慨万分：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王安石十六岁时，再次跟着父亲到东京等待外放。
王安石跟他老爹在京无事，写了几篇新概念作文，因为词语简洁流畅大气，所以在京城小有文名。
“中央电视台”约王安石写《大宋王朝》的“电视剧本”，被王安石嗤之以鼻。
十七岁时，王安石随着父亲到江宁任官。
从此以后，王安石就把江宁作为自己的老家，退休以后，也在江宁闲居。
十八岁时，父亲王益在江宁任上去世，这对王安石一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王益为官清廉，没有灰色收入，纯以一人工资，．养活一大家人。
本来王家的日子过得就紧巴巴的，现在突然失去了靠山，全家人都陷入了茫然之中。
一天，王安石静静地坐在草屋门口，看着夜空中闪烁不定的星火，月隐云疏，流虫飞走，猛然警醒：
时光如奔，江河不归，如果不趁早立志，只怕年华老去之时，也只能空叹白发与流年了。
自此以后，王安石谢绝一切应答俗事，闭门苦读，农工医商法道佛儒，百家精华，无所不包。
孟子的一句名言“虽千万人，吾往矣”，成了王安石的座右铭。
这句话是说，只要认定是正确的道理，就是有千万人反对，我也要坚持。
正是这句名言，成了王安石日后变法时的精神支柱。
公元1041年，大宋仁宗庆历元年，王安石三年孝满，决定进京赶考。
全国所有的读书人，经过预选的，称为举人，相当于高中毕业生，有资格进京考试。
一次进京考试的全国举人大约有两三万人。
考取的，就是进士，不需要再拿学分，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毕业生。
当时全国每三年只录取进士四百名左右。
考上了进士，就有机会做官，就可以拿工资买房子娶老婆讨小妾，所以，没有人不想来京城拼一把的
。
王安石住在新龙门客栈，跟自己的表弟曾巩住在一起。
当时的曾巩，对王安石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塌糊涂。
光自己佩服还不行，还把王安石的文章介绍给大名鼎鼎的文化界头号人物欧阳修。
欧阳修比王安石大十四岁，中进士后也在基层干过几年，时为集贤院校理。
宋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又名馆阁，任务是掌理所藏图籍，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兼国
家博物馆，苏轼后来就在史馆混过事。
所谓集贤院，顾名思义，就是在里面混饭吃的，全是贤人。
如果想当高官，基本上都要求有集贤院的工作经历。
所以，在集贤院工作又称清要之路，就是既清闲，又重要。
集贤院一把手称大学士，由宰相兼职，下设学士、直学士、修撰、校理等不同工作岗位。
欧阳修当时干的就是校理这个活，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编辑，估计也就是对对错别字改改病句什么的
。
欧阳修还算识才，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大为赞叹，欣赏之余，还亲笔把王安石的几篇文章抄了下来，
慢慢品读，并且拿到自己主编的娱乐文学杂志《文林》上发表。
欧阳修本来嘴大，经他这么一吹一捧，王安石立时名满东京。
但王安石对这种浮名并不在乎，他本来对考进士就没有多大兴趣，考取以后王安石曾写了一首诗，其
中有两句：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意思是，挖空心思写了一些无聊的词句给皇帝看，只是为了挣点工资，让老妈高兴一下。
里面轻轻用了一个“钓”字，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淡然。
当时宋朝的考试还是很严格的，无论出卷人阅卷人都要像被关贼一样关五十天禁闭。
阅卷时看不到考生姓名，为了防止有人认出字体，阅卷前，所有试卷都另找人重抄一遍，然后再评定
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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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人作弊的话，结果是相当可信的。
主考官读了王安石的文章，立马赞不绝口，惊为外星人，当时就定了第一名。
王安石的文章被交给皇帝审阅的时候，是排第一的。
如果不出意外，王安石就是状元。
放榜的时候，王安石并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挤去看榜，而是静静地坐在客栈里读书。
这一招也够大气，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榜出来后，王安石是第四名，没有当上状元。
对外说的原因很简单，当考官们把已经排好名次的前十名考卷进呈给仁宗皇帝时，王安石排第一，王
珪第二，韩绛第三，杨真第四。
但因王安石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得仁宗大不高兴，加上也不喜欢王安石冷峻峭拔的文风，所
以向下压了压，和第四名调了个个，让杨宾当了状元。
至于仁宗为什么不喜欢“孺子其朋”四个字，野史正史各有猜测，其实不必费力气去揣测那个软蛋皇
帝的心事，没意思，他也就那么点眼力。
但据好事者考证，仁宗皇帝取杨真为状元，是因为他老婆曹皇后看中了杨寘，要招为侄女婿，不然为
什么不取第二名王珪作状元，而独独挑到了第四名呢？
可见仁宗这个老家伙不但怕老婆，而且是一肚子不正之风。
皇帝也搞不正之风，真是没治了。
王安石得知自己没有拿到状元后，反应很简单，很冷静。
他对曾巩说：状元不状元的无所谓，历朝历代，也有很多状元，但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又有几人
？
此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对别人提过险些得状元的事情，“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
视科第为何等事耶”。
本榜的状元是杨真，榜眼王琏，探花韩绛，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王安石的朋友，对变法或有帮助。
后来杨宾早死，无所作为，王珪、韩绛和王安石都做到了宰相，前四名出了三个宰相，也算是给酒馆
里喝酒的人增加了点闲谈的佐资。
韩绛和韩维是高干子弟，外祖父王旦是真宗朝宰相，父亲韩亿是仁宗景祐间副宰相，当时韩绛、韩维
和韩缜合称“三韩”，经常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互相吹捧，皆有才子之名。
韩缜也是本年进士，后来在神宗朝干到了枢密院使，也是部级干部。
韩绛进士及第后，对王珪等人都不太佩服，独服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有经天纬地之才，所以后来韩绛
一直追随王安石搞变法。
韩维、韩绛做过太子赵顼的伴读，弟兄两人经常在赵顼面前提起王安石，并介绍王安石的文章给赵顼
看。
赵顼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的文风和观点都很佩服，曾提出要提拔王安石到京城来陪自己读书
，但没有被上级批准。
后来赵顼当了皇帝，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王安石。
韩维年老以后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唯知饮酒玩女人，连苏轼这么开放的人都看不下去，曾写信劝韩维
少玩几个女人，并以身说法，警告韩维，说女人玩多了，会伤身体。
这真是金玉良言。
考试成绩出来，唱名谢恩以后，按照规定，众进士换上新衣服，戴红花，跟着白马红衣的状元杨真一
道游街。
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平头百姓，连狗都挤上前看热闹。
也有官家大员带了老婆一道观看的，并不是为了融洽干群关系，搞与民同乐的游戏，而是准备看中哪
个帅哥，好先下手为强，抢回家给女儿做丈夫。
状元杨宾就被仁宗的曹皇后看中，弄回去，算做生日礼物，送给娘家真定王府的侄女做老公去了。
不知道可怜的杨真在洞房之夜被强奸了几次，也不知他反抗了没有。
据传，王安石也被当朝老宰相吕夷简看中，派人请王安石到家里吃晚饭谈话。
王安石深知其意，但因为已和吴家表妹定了亲，所以没有给吕夷简这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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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虚荣心强，古人更甚，这种游街的刺激确实有效，让大家看着太眼红，加上进士找老婆又这么容易
，简直是硬往怀里塞，以至于当时人就说，就算是独领千军，北扫大漠，西灭叛夏，南平交趾，一统
天下，收兵回京，万人欢迎，也没有中进士游街来得爽。
游街完毕，仁宗皇帝请客，大家一同到了金明池，赴琼林宴。
国家领导人仁宗皇帝和宰相吕夷简以及枢密使晏殊一起出席了宴会，客人们分宾主就座。
吕夷简代表皇帝致祝酒词：各位，我祝贺大家顺利考取进士，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大家一定要
吃好喝好，喝好吃好！
下面立时掌声雷动。
仁宗皇帝也很开心：富弼出使契丹刚刚回国，谈判还算成功，多赔了点银子和布，但毕竟少了一场战
争；西夏那边虽然还在操事，但有范仲淹和韩琦在那里将就着糊弄，一时也打不进来，大家都还能凑
合着过，又可以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了。
仁宗皇帝笑眯眯地举杯示意大家：干杯！
下面这些人本来大都是穷秀才，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好不容易熬出头，各自虚让了几下：仁兄，请
。
仁兄，你先请。
啊不，还是仁兄你先请。
然后便再不客气，立马下筷子抢肉吃。
王安石对这一套仪式和场合非常反感，话也不多，淡淡地吃了几口，只觉得无聊透顶。
宴会结束后，按当时习俗，王安石抽时间和表弟曾巩一道，去登门拜见欧阳修。
史书上对王安石与欧阳修的见面时间杂说不一，前后竟相差十几年。
主流的说法是，欧阳修与王安石首次见面应在王安石任群牧司判官期间。
但些许小事，不必深究。
作文但求其意，不追其真。
为了让角色尽快呈现，有些人与事略有提前，勿怪。
总之，王安石见到了欧阳修。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到来，非常高兴，迎出门外，一副大家风范：哈哈，安石！
wel-come welcome！
稀客稀客，里面请，快请！
把王安石和曾巩让进客厅坐下后，一边命侍女上茶，一边问王安石：喝什么酒？
王安石回答：我不喝酒。
欧阳修大笑道：不喝酒，那玩点什么好呢？
听听曲子吧，玉泉堂的几个小姑娘唱得不错，我给你们叫两个过来，再从子午坊搞几个伴舞的，咱们
边听边看边吹牛，好不好？
王安石称谢：不需劳烦，我对听曲子也没什么兴趣。
欧阳修点头叹息：那好那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谈谈写作吧。
我对你的文章很看好，笔风雄劲有力，语文犀利，简洁悍厉，而通篇则结构严密，观点新颖，往往出
人意表。
文如其人，安石啊，你以后必将大有作为。
我写一首诗送给你，请你笑纳。
说着便让侍女磨墨备纸笔，当场挥毫，洋洋洒洒，字虽然很难看，但诗写得还不错，诗名《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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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或问曰：王安石（法），信如人口讥议者耶？
答曰：何为其然？
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材，毕成三代之材者也。
 　　——龚自珍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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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
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
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鲁迅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
他的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
通。
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
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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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千古一相王安石》中改革家王安石，锐意富强，勇于冲破旧俗樊篱，指引新路，政治家王安石，特
立独行，别于流俗腐儒，务实精进，文学家王安石，笔力冷峻深刻，文坛领袖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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