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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读三浦国雄的《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

励开刚

评书

一说到王安石，往往就
会想到他的“变法”。由于他
的“变法”影响实在太大，“王
安石变法”已然成了一个固
定的词组，在我的中学时代
就已经学到。这个“唐宋八
大家”中官职最高的人，两度
担任宰相，又两度罢相，在当
时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人。用
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人评论
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
贤人、一个独自对抗时流的
变革者”，或许有一定的道
理。

今年六月，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日本知名学者三
浦国雄写的《王安石（立于浊
流之人）》一书。这是一部体
量不大但颇具特色的王安石
传记，让读者从外国人眼中
来看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本书撰写于1985年，尽管是
一部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但
今日读来仍不失为一本通俗
易懂、既有深度又带给我们
某些启迪与感悟的作品。

作者在自序中说：通过
本书我更期待能向一般读者
传达我的声音。从这个意义
上讲，说这本书是一部“通俗
性读物”亦不会过，然而，包
括诗歌在内，本书所使用的
全部资料皆有所本，无一处
是笔者随意捏造。

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希
世之异人》中，首先对王安石
的形象做了比较全面的介
绍。作者通过王安石身后人
们为其绘制的三幅画像谈
起，再辅以王安石的自述和
他人的讲述，给读者呈现出
一幅立体的王安石图像:自
幼聪慧，读诗书过目不忘，且
博通儒释道三教经典，创立

“王学”的学问体系；是个伟
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家；
书法也有一定的造旨，可以
说是一个全才、奇才。作者
笔下那个身体健壮、双目炯
炯有神、目光锐利、神情冷峻
而坚毅的王安石，呈现在读
者面前是这样一副形象：他
十分自信，意志坚强，不肯轻
易妥协，对财、利、色很淡泊，
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
不承认。他生活中不善于体
会细枝末节，也不太注意个
人卫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有
点不修边幅。饮食上也不讲
究。气质中带有不执着于物
的超然性。这些，在第一章
中有诸多描述。而王安石的
这些特点，无论优点缺点，无
疑都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
包括变法运动。

二十二岁时，王安石中
了进士，开始踏上他宦海沉
浮生涯的第一步。庆历七年
来到鄞县任职，为老百姓做
了不少实事，口碑不错。后
又上调拜相。作为北宋的著
名人物，王安石身上有太多
闪亮的标签，但政治家尤其
是改革家的身份无疑是其最

耀眼的标签之一。北宋神宗
朝，王安石担任宰相，主持了
著名的变法运动。由于这场
变法运动对北宋后期乃至南
宋历史影响深远，这就给后
人留下了深刻的改革家的印
象。从后世诸多研究王安石
的论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一点。在各个版本的王安
石传记作品中，大多也以政
治家、改革家的身份出现。

但在三浦国雄先生所著
的《王安石》一书，刻意淡化
王安石改革家的身份，重点
讲述王安石生活中的诸多趣
事，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王
安石。作者认为，王安石的
变法改革自然不容忽视，但

“仅局限与此却错失了荆公
丰富多彩的诸般面相”。《王
安石》一书只有两个章节讲
到了他的变法、改革，重点关
注王安石跌宕起伏的一生，
讲述王安石人生的不同色
彩，包括王安石的家世、婚
姻、性格、书法、诗歌、学术成
就、佛教思想等内容。虽然
很多内容限于篇幅并未展
开，但作者通过精炼的语言，
让我们看到作为变法家之外
的王安石的精彩人生。

在本书的第八章《贤者
多谤——天上的研讨会》一
节中，作者虚拟了一个研讨
会，将王安石身后一些对其
作出评价的历代学者汇集在
一起，借这些学者之口，从不
同角度对王安石的功过进行
评价并互相辩驳。这些学者
包括南宋人陆九渊、朱熹，明
人杨慎、胡应麟，清人颜元、
王夫人、李绂、蔡上翔、陆心
源、钱大昕，近人梁启超等，
几乎涵盖了后世所有重要的
王安石评论者。作者以主持
人身份，一方面引导诸位学
者进行积极讨论，同时也表
达自己的观点。通过这场别
开生面且生动的“研讨会”，
让读者充分看到王安石身后
世人对他的争议性评价。

有人称呼王安石为“拗
相公”，说明王安石性格中有
执拗倔强的一面。冯梦龙在
《警世通言》第四卷中收录的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是
一篇描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
小说，讲述了王安石致仕返
乡途中，所见所闻百姓对新
法的反感。对于王安石遭遇
的批评与质疑，三浦国雄先
生认为，王安石的悲剧，在于
他领先于时代，改革者起初
是往往不被人们所理解的。
王安石受到各种误解和中
伤，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卑劣
的人”。作者对王安石的评
价是:一个独自对抗时流的
变革者，同时也是出淤泥而
不染的贤人。透过《王安石》
一书，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
三浦国雄先生是本着对王安
石“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来撰
写本书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王安石也遭遇过大起大

落的评价。这些评价有很多
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但也
不乏一些罔顾史实哗众取宠
的奇谈怪论。相比之下，《王
安石》一书写作态度严肃、史
料扎实，虽然我们不一定完
全认同作者的所有观点，但
作者对王安石流露出来的敬
意值得我们尊重。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无
论是仕途成就、文学修养还
是学术造诣，他都能厕身当
时最顶尖的人群中间而毫不
逊色。王安石为了心中的理
想，不惜放弃唾手可得的名
声荣誉，奋不顾身地投入到
变法运动中去，以至于遭人
误解与非议。王安石两度拜
相，位极人臣，身后竟然没有
人撰写神道碑和墓志，不禁
令人唏嘘。而对王安石特别
是其主持的变法的非议，在
其生前和身后都一直没有停
止过。一般来说，在传统社
会，以批评性意见为主；近代
以来，则评价甚高。近年来，
社会上对于宋代历史和人物
愈发关注，王安石也是引起
普通人兴趣乃至争论的重要
代表。阅读本书，可以帮助
人们了解相关知识。

本书作者三浦国雄，是
日本大坂市立大学名誉教
授，日本中国学会顾问，曾担
任过日本道教学会会长。他
在大坂市立大学文学部中国
学科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
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深造，
专攻中国哲学史。他的研究
领域包括中国古代文化、思
想与宗教，以及东亚文化比
较研究。他在本书序言的最
后写道：今年是王安石的千
年华诞，拙著能有机缘在此
难得之时机出版，实为一大
幸事。对于拙著能否被中国
的读者接受，如果我说没有
丝毫的不安，那大概是一句
假话。但是，有缘与本书编
辑者和翻译者相遇，能让我
笔下的《王安石》重归故里，
老夫已然足慰平生。想到这
里，我便不会像当年的王安
石一样因担忧自己不被世人
所理解而难以释怀了。

《中国传统民艺·中国娃娃》
作 者：薄松年
出 版 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本书以《婴戏图》为主要呈现
对象，即描绘儿童游戏时的画作，
以小孩为主要绘画对象，以表现童
真为主要目的，所以画面丰富，形
态有趣，吻合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子
多福、福寿绵延的理念。

《原来懂比爱更重要》
作 者：丛非从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本书通过对事物、情感进行专
业、深入的剖析，深入简出地使读
者明白：改变，从懂自己、懂他人开
始。有了懂得，爱就能在我们身边
流动起来、传递下去。

《古诗里的茶》
作 者：于 左
出 版 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本书收录中国古代以茶为主
题的经典诗歌作品，涉及从唐至
清，杜牧、元稹、刘禹锡等诗人咏茶
文化、茶产地、品茶等题材的作
品。以清新雅致的文笔阐释诗文
的内容，进而约略叙及诗人与茶的
故事，以及诗人的生活交游，并有
作者自己的心得与意趣感叹。

励开刚 文

（《王安石(立于浊
流之人)》上海人民出版
社2021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