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求做官 但求做事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
三（1021年12月18日），《宋史》说“安石少好读
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少年时的王安石跟随
做官的父亲辗转各地，耳闻目睹民间疾苦。其
父王益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善施德政，影响了
王安石一生，他从幼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
图大志。
《宋史》记载：“其（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

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王安石因
此深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极言王安
石日后的成就将无人可以比肩。庆历二年
（1042），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签书
淮南判官。按照宋朝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
为官一任后，即可担任集贤院、昭文馆、史馆等
一类馆职，经此途可以迅速升迁，日后极有可能
位列宰辅，因此被视为飞黄腾达的最佳途径。
然而，王安石却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于庆
历七年毅然去鄞县（今浙江宁波）当了一名知
县，因为他怀着学以致用的信念，不求做大官，
但求做实事。

鄞县三年，王安石政绩卓著，赢得了官声和
民望。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
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向皇帝推荐王
安石，说他恬然自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请求
予以越级提拔。朝廷应允，并很快下诏书召他
进京入试馆职。不料，王安石却上了一道《乞免
就试状》，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请求皇
帝收回诏命。不久，欧阳修向皇帝保举王安石
进京入朝做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为由坚
辞不就。嘉祐三年（1058），朝廷任命王安石为
度支判官。第二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
书》，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实践，系统地提出
了变法主张，遗憾的是宋仁宗没有采纳。

王安石前后在地方做官20余年，朝廷多次
委任他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
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
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于是便任命他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
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
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
事。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
宁守丧。宋英宗在位时期，屡次征召王安石赴
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清正廉洁 不迩声色

王安石为官清廉，严于律己，朴素无华，不
喜奢靡。《宋史》记载，王安石曾为受封的大臣
作诰命，朝廷允许其可收取受封大臣赠送的润
笔财物，可是王安石对这类财物概不接受。有
一次，王安石实在推不掉了，就挂到学士院梁

上。王安石丁忧后，这些财物被同事祖无择拿
下来作为办公经费用掉了，王安石知道后对祖
无择很反感。
《宋史》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

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王安石的“不讲
究个人卫生”，还成就了他“不占公家便宜”的一
段佳话。在古代，官衙有几进院子，前面办公，
后面是官员及家人休息生活的地方，一些生活
设施多由官府配备。王安石因改革被贬为江宁
知府，他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得到朝廷批准。古
代官员离职时，凡是公家的财物必须上交，不准
留用。可是王安石的夫人吴氏特别喜爱公家配
备的那张藤床，不舍得退还。一群小吏多次来
索要，在吴氏看来，那帮人无非是认为王安石失
势，墙倒众人推，找借口寻衅滋事罢了，吴氏心
里有气，一直不予理会。家人将这件事告诉了
王安石。王安石把夫人叫来，自己脱了鞋，光着
脏兮兮的脚丫子，在那张藤床上走了几趟，又倒
头在上面睡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吴氏见
了，恶心极了，连忙用手掩着嘴巴，让下人赶快
把这张藤床抬走，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
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
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在京城并无私第，罢
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
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五总志》曾记载，因王安石善诗好文，有一

个地方官员以为他喜欢文房四宝，于是就投其
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
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
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
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梦溪笔谈》记载，王安石有哮喘病，用药

需要紫团参，但是买不到。其时薛师政自河

东还朝，正好有这药，就送给王安石几两，王
不接受。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这药不能
治。这病困扰您很久了，这点药物不值得推
辞。”王安石说：“平生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今
天。”竟不接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
如此行事，难能可贵。
《独醒杂志》记载，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

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顺便去拜访了
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萧公子一听当朝
宰相要请自己吃饭，真有些受宠若惊，于是他郑
重其事，穿着华丽的衣服前往。过了中午，萧公
子感到饥饿难忍，可是王安石还没有请他入席，
他心里想：我第一次来，主人肯定会准备丰盛的
宴席来款待我，饭菜也会做得非常精致，时间晚
点儿情有可原，于是忍着饥饿，耐着性子等下
去。过了很久，王安石请他入席。萧公子兴高
采烈地在餐桌前坐下，可是一看桌面傻眼了，竟
然菜肴果蔬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
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
切成块儿的肉。上饭后，又上了一份菜汤。萧
公子很娇惯，只吃胡饼中间部分，把湿且厚的饼
边儿都扔在了桌上。王安石看到后，也没有说
什么，只是起身把萧公子丢弃的饼边儿拿过来
全吃了。萧公子见堂堂宰相如此节俭朴素，羞
愧难当，起身告辞了。

王安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生活
检点，不迩声色，实为罕见。王安石任知制诰
时，其妻吴氏，为他置一妾。当王安石得知该女
子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时，不仅没有收
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
妇破镜重圆。《侯鲭录》记载，王安石出任地方
官，由金陵途经扬州时，扬州太守刘原父以非常
隆重的礼节邀请他做客，并找来很多官妓列于

庭下献艺。可是王安石却黑着脸色，不肯落
座。刘原父见状，只好把官妓撤走。由此可见
王安石始终保持节操，洁身自好。

心系百姓 以民为本

王安石刚到鄞县上任，就不顾车马劳顿，深
入到乡村调查研究。从他的《鄞县经游记》可以
看出，王安石自庆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
五日共12天时间，顶风冒雨，风尘仆仆，行程数
百里，跑遍了东西14乡。为了不扰民，王安石夜
晚全是宿在寺庙中。

这次调研，王安石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在鄞
县做了三件惠及民生的实事：一是兴修水利。
他于当年冬季农闲时节，亲自带领乡民起堤堰、
决陂塘、大修水利。鄞县的抗灾能力大大提高，
旱能浇涝能排，粮食连年丰收；二是兴办学校。
王安石拨款修复了几处破烂不堪的校舍，将县
内的孔庙全部改成“县学堂”，聘请地方名儒执
教。从此，鄞县城乡书声琅琅，弦歌不绝。三是
实施“青苗法”。王安石到鄞县的第二年，发现
农民春天青黄不接，只好向富户高息借贷，到秋
天还完本息后，再去掉上交朝廷的赋税，就所剩
无几了。如果再遇到天灾人祸，就要鬻儿卖女、
倾家荡产。王安石于是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
贷给乡民，约定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赴
县偿还”。这成了王安石后来熙宁变法时“青苗
法”的初次试验。《宋史》记载：“（王安石）再调知
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
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清朝诗人陈
劢的《读王荆公〈鄞县经游记〉有感》一诗云：“荆

公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石台足师表，楼王皆儒
宗。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
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鄞县由于人口多土地少，老百姓不得不以
打捞海盐出卖为生。一些官办的盐场为了垄
断盐业生产销售，就千方百计制止私自买卖
食盐。王安石的上司，浙东转运使给下属各
县下发了“捕盐”令，要求雇专人逮捕出卖私
盐者。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王安石据理
力谏，写下一篇《上运使孙司谏书》。其文以
书代论，语言犀利，指出“令吏民出钱购人捕
盐，窃以为过矣”，鄞县盛行贩私盐的原因就
在于地少人多，手中无钱。如果一味“捕盐”，
不仅于国于民无补，还必将逼民纷纷为“海
盗”，社会危机必然加剧。全文论述精辟而深
刻，语辞质朴中透露出凛然正气，显示了王安
石为民兴利的志向与胆识。

王安石刚调任舒州通判那年，正遇大旱，颗
粒无收，市面上的粮价飞涨，老百姓忍饥挨饿，
已出现鬻儿卖女现象，王安石忧心如焚。而通
判只是知州的助手，无权决策，于是王安石向知
州建议，借鉴他在鄞县的做法，开仓借贷于民，
以度饥荒。不料州府粮仓稻谷匮乏，他又建议
州府向大户平价收购粮食，再转手向民众低息
借谷。可是这些大户为富不仁、囤积居奇、大发
难民财。王安石又委托所属的一位知县去做这
些大户的工作，无奈收效甚微。尽管经过王安
石的多方周旋、筹措，收购来一部分粮食，但难
以满足全部难民的需要。由于干旱，老百姓无
法耕种，求雨而不可得，王安石忧心忡忡，急盼
甘霖，有感而作《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
气来方勇，卧听秋声落竟悭。淅沥未生罗豆水，
苍茫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
有厚颜。巫祝万端曾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
全诗先景后议，语气峻急，为百姓生产生活而产
生的焦急之情和对不关心百姓疾苦的腐败官
吏、豪强地主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王安石在舒州任通判虽然级别提升了，却
是一名副职，不像知县那样有决断权，但他却恪
尽职守、尽心尽力为老百姓谋利益。他深入民
间调查，探究弊政根源，认识到由于豪强兼并，
百姓困苦不堪，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丰年
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
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
诉嗟无赇。”“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关心百
姓疾苦之情跃然纸上。王安石在《发廪》诗中感
叹“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发出“愿书七月
篇，一寤上聪明”的呼喊，表现了关切民瘼、主张
改革弊政的远大理想。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
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神宗赞同。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内
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
方面，在当时也有不少争议，但是变法的根本
宗旨是围绕民生、造福百姓、富国强兵。新法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
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
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
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
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
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
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
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
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
有过的繁荣景象。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66
岁，葬于江宁半山园。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封为“荆国公”，谥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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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史
2023年12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 编辑：葛艳茹 美术编辑：卞锐

历 史 随 笔

苏州太仓人张溥才华横溢，志向高

远，很早就以学识渊博闻名天下。公元

1631年，张溥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第，

入选翰林院，当上了庶吉士，成为大明帝

国前途远大的后备干部。就在大家都以

为一颗政治新星将冉冉升起时，谁也未曾

料到，他的天空并非艳阳高照。

入官场立足未稳，张溥就遇到了第一

个麻烦。当时按照惯例，进士们的试卷都

要集录成册，然后颁行天下，供后来的举

子们学习借鉴，这个试卷的序言一定要请

科考中的阅卷老师（也称房师）来写，以示

师生名分。

张溥中举前以教书为业，他有个学

生叫吴伟业，与他一同参加的科举，结果

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成绩比他这个

老师还要好。吴伟业对张溥极为敬重，

写序言的事儿居然把提携他的房师李明

睿晾在了一边。张溥虽然知道这个潜规

则，但却不以为意，毕竟他才是吴伟业实

实在在的授业恩师。

在古时官场中，潜规则比显规则更有

约束力，李明睿此时已是尚书级别的高官，

一怒之下，他要消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

事儿闹大了，吴伟业不得不负荆请罪，登门

承认错误，这件事儿才得以平息。张溥却

觉得李明睿未免小题大做，很不满意，初涉

官场，便与李明睿结下了梁子。

张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在明

朝，根据惯例，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由内阁

次辅担任，首辅因为位高权重，要考虑的

国家大事比较多，一般不直接插手科举

的事。然而那一年，内阁首辅周延儒心

血来潮，非要蹚这趟浑水。原来他发现

那年参加会试的名士很多，就多了个心

眼儿，想将这些人收罗在他的名下，成为

他的门生。在那时的官场，门生是很重

要的政治资源，可以让自己的执政基础

更厚实些。周延儒这么事必躬亲地一破

例，自然引起内阁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两

个人为这件事儿暗中较上了劲。

张溥能进翰林院，其实是周延儒的有

意栽培，可张溥却没往这方面想，他天真

地以为那是自己才华出众、实至名归的结

果。这底气一足，就难免眼光高了。

翰林院的潜规则，新来的庶吉士见到

馆长就如同见严师，见到先入翰苑的前辈

要自称晚进，开会时不能往前排坐。张溥

可不管这一套，见谁都像长辈见到晚辈似

的，替皇帝草拟诰命敕令时指指点点，语

气就像领导给下属下指示一般。翰林们

看不惯，就向内阁告状，周延儒自然好言

劝解，而温体仁正气不打一处来，批示说：

“庶吉士本来就是依例培养的后备人才，

能成才就留下，不成才就离开，让张溥走

人有什么难的？”

作为一名官场新兵，还没怎么着，就

被领导给盯上了，这怎么说都是件烦心事

儿。然而张溥不但不躬身自省，想想自己

的毛病，调整一下心态，反而跟温体仁杠

上了。他搜集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

用同乡等违法乱纪的事，挥动如椽之笔，

文不加点，顷刻之间就书就一份奏折，交

给学生吴伟业，让他上书弹劾。

吴伟业身为弟子，老师的话虽然不

能不听，但他也深知此时去挑战一个内

阁次辅的风险，于是折中了一下，将枪

口对准了温体仁的亲信加同乡——员

外郎蔡奕琛。

这点雕虫小技怎能瞒得过官场老油

条温体仁呢？张溥彻底得罪了温派，再加

上李明睿时不时地给他添点儿小堵，虽有

周延儒的呵护，他在翰林院也待不下去

了，便借着为父守丧之由请假回家了。公

元1632年，张溥的官场游未及一年，便带

着无数的政治梦想黯然离开了京城。

令张溥没想到的是，当他无比落寞地

回到家乡，等待他的却是家乡人如火的热

情。因为培养出了会元、榜眼这样的优秀

学生，他的身价早已在民间大涨，他还远

在京城时，附近的士子就跑到他在太仓的

家中，向北遥拜，自称弟子，都想沾点老师

的仙气。等他回到家乡，登门请求收为弟

子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重新找到自身价值的张溥精神焕发，

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民间社团组织——复

社的大会，自任社长，大会盛况空前，“为

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

闹得也实在太大了，很快就惊动了朝廷，

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再加上唯一赏识他

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又升

任首辅，张溥三年守制期满，却再也没有

得到起复的机会。张溥在家郁郁而终，

死时还不到50岁。

苏辙对他哥哥苏轼四处碰壁、失意连

连的解释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其实

这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年嵇

康学成下山时，他的老师孙登曾跟他说了

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火一产生就有光，如

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没什

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

运用自己的才华，那就跟没有才华没什么

两样。所以想利用光亮，必须有木柴，来

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

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展示自己。

一个人有才华不是问题，如何运用

才是问题。如果不能恰当地使用自己的

才华，不仅不会成为成功的利器，还容易

像张溥那样，为自己的才气所伤，那岂不

可惜又可悲？

今天的人们常常将“不肖”和
“不孝”混用，“不肖子孙”因此也
就理解为不孝顺的子孙。其实，
“不肖”和不孝顺一丁点儿关系都
没有。
《说文解字》载：“肖，骨肉相

似也。”什么叫“骨肉相似”？肉可
见，骨不可见，因此“肖”这个字不
仅形容外表的相似，更用以形容
本质特点上的相似。许慎接着解
释说：“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
不像他的祖先，因此叫“不肖”。

在为《礼记》所作的注疏中，
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说：“肖，似也，
不似，言不如人。”郑玄的意思是
说子不如父。子不如父，因此“不
肖”引申为不成材的意思。
《礼记·射义》载：“孔子曰：

‘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
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
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
以中？’”箭靶的中心称“鹄”。这
段话的意思是说：射箭的人怎样
使射箭和音乐相配合？又怎样使
音乐和射箭相配合？按照音乐的
节拍发射，发射出去而正中靶心
的，大概只有贤者才能做到吧！
如果是不肖之人，他哪里能够谈
得上射中呢？古人常常把“贤”和
“不肖”对举，也就是孔子这段话
中的“贤者”和“不肖之人”，可见
“不肖”就是不贤、不成材的意思。

《庄子·外篇》中《天地》一章，
有关于“不肖”更清楚的解释：“孝
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
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则谓之不
肖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孝子
不奉承他的父母，忠臣不谄媚他
的国君，这是大臣和人子中品德

最高的。父母说的都认为对，做
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
不肖之子；国君说的都认为对，做
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
不肖之臣。

西晋学者郭象注解说：“此直
违俗而从君亲，故俗谓不肖耳。”
很显然，违背世间通行的道理，而
去顺从国君和父母，这就叫“不
肖”。按照通常的说法，顺从父母
才叫孝顺，可是“亲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父母说的都认为对，
做的都认为好，这样的人竟然被
称作“不肖子”，可见“不肖子”跟
不孝顺毫无关系，而是指不成材。

清代学者王应奎所著《柳南
续笔》中有“不肖子”一条，其中写
道：“今世人子丧中用帖，称‘不肖
子’。”父母死后，儿子在居丧期间
自称“不肖子”，这并不是自称不
孝顺，其实乃是自谦之词，是自谦
不成材的意思。王应奎接着质疑
道：如今的士大夫们不明白这个
意思，凡是中科甲以及仕宦中人
所写的帖子中，都改称不孝顺的
“不孝”，你科举考试都考上了还
自称不孝顺，你都当官了还自称
不孝顺，岂非明明白白地讽刺父
母不如自己吗？况且按照祭礼的
规定，居丧期间自称哀子、哀孙，

祭祀的时候自称孝子、孝孙，从来
没有自称不孝顺的。又况且刑罚
有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怎能以
不孝顺自居呢！王应奎的质疑很
有道理，可见“不肖”乃是自谦之
辞，自谦自己不成材，绝对不能和
不孝顺的“不孝”混用。

唐宋间诗人孙光宪所著《北
梦琐言》一书中说：“不肖子弟有
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
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
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
也。”“鬻”是卖的意思。不肖子弟
有三种变化：第一变为蝗虫，坐吃
山空，靠变卖父亲留下的庄园为
食；第二变为蠹鱼，就是书里面的
蠹虫，靠变卖父亲留下的书籍为
食；第三变为大虫，靠卖奴婢为
食，卖人而食当然就是凶恶的老
虎了。孙光宪感叹道：“三食之
辈，何代无之。”俗话说“富不过三
代”，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对不成材的子弟的尖锐
讽刺，但是跟不孝顺的“不孝”同
样毫无关系。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一位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好官员，可谓是
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连其政敌司马光
也由衷地称赞王安石道：“其人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污点。”黄庭
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赞叹：“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南宋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
记》赞颂曰：“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
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王安石
洁白之操 寒于冰霜

郭珊珊

才华是柄双刃剑
清风慕竹

“不肖子孙”并非
指不孝顺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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