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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佬王安石》

内容概要

这本《改革大佬王安石》由蓑笠翁著。
    历史上，改革人物向来受到争议，而尤以宋朝的王安石为最甚。
    有人骂他是“民贼”，是“古今第一小人”；有人赞他是“圣人”，是“古今第一完人”。罪恶的
阴影与神圣的光环从来没有如此纠结地围绕在同一个人身上，除了王安石。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出一系列变革措施
，力图挽救积弊已久的大宋王朝。可是，他试图富国强兵，却招致朝中几乎所有大臣的群起攻击；他
想要为民谋利，不料百姓却拿他像猪狗一样谩骂。而且，他不但生前不被理解，死后数百年也都背负
着骂名，直到近代才有人为其翻案。
    没有无缘无故的“骂”，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赞”，对于这位史上最受争议的改革者，千年之后的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改革大佬王安石》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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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佬王安石》

作者简介

　　蓑笠翁，历史学者，长期研究宋朝历史。见解深刻，文风犀利，对宋朝人物王安石及其推行的改
革有着通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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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佬王安石》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浪迹老爹的江湖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伤仲永
　小中【第四
【第二章】从地方到地方
　一副臭皮囊
　几个胆小鬼搞的改革
　梯子和马桶
　县令传奇
　京城房子，你买不起
【第三章】从中央到中央
　敬酒不吃
　万言书
　一只鸟引发的风波
　拆洗王安石
　濮议之
【第四章】开始！
　皇帝要雄起
　无事不如有事
　温柔的交锋
　那些改革委员
　谁动了我的饭碗
　王安石的十大罪
　到底都改了什么
【第五章】完美风暴
　三不足
　最强的辩论
　反蛊往事
　你是你，我是我
　一张致命的图卷
　有脚的都能上
　李定来京
　最强的武功
【第六章】最优秀的对手
　王安石出走
　另一个大佬
　攻击！攻击！
　赵世居案
　重出江湖
　吕惠卿反咬
　神马都是浮云
【第七章】看着窗外一尊佛
　乌台诗案
　苏轼过江宁
　佛者王安石
　司马光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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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着的章惇
　窗外那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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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佬王安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浪迹老爹的江湖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021年，江西临江军军政长官助理（临江军判
官）王益的第二任老婆吴氏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出生时什么奇异事都没有。只是这孩子不太好看，
体重很轻，脸色发黑。他一离开娘胎，自然就是哭，哭了足足半个时辰才停下来，然后开始吃奶，又
吃了半个时辰。当老妈睡觉，老爹出去跟前来祝贺的人喝酒时，小孩呵呵直乐，一直乐着进入梦乡。
　　如你所知，这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安石。1021年是大宋王朝极平常的一年，契丹人没有来
找麻烦，西夏人正准备找麻烦，但还没有准备好。那位喜欢仙丹的皇帝宋真宗虽然将在明年死掉，但
今年活得却很滋润。在江西，赣江一如既往地流淌，一切都没有可说的。　　只有王安石的老爹王益
例外，因为他有着一箩筐的故事。　　如果把王益的仕途路线比作一条河，那王益就是一天到晚不停
地游泳的鱼。　　王家不是显贵，王益的老家本在山西太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迁到了江西临江。王
安石出生的六年前，老爹王益考中进士，随后被中央派到福建建安担任副县长。几年后，王益调到江
西担任临江军军政长官助理。　　临江军相当于一个州，下面管了三个县，治所在临川。王安石出生
后，算上王益第一任老婆生的两个男孩，已经是人丁兴旺了。但王益认为，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于
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让王安石有了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正所谓有付出就有回报，王益的七个儿子
后来有四个成为进士，他的三个女儿也是才华横竖都流，其中一个女儿因一句诗而名扬后世：草草杯
盘共笑语，昏昏烛火语平生。　　王安石出生后，王益这条鱼就开始游起泳来，但大抵没出江西。先
是从临川调到新干，然后到庐陵。王安石九岁那年，老爹终于出了江西，被调到广东韶州任职，后来
又到四川新繁，最后，捧着官印到了江宁（南京）。王益如果不是死在江宁任上，可能还要继续游泳
。　　在世俗人眼里，王益是个傻小子。虽然他做的官都是二把手或三把手，但想要搞几套房子是很
轻松的。然而，王益一所房子都没有。他走到哪里，必须要拖家带口，住政府给的保障房，他的薪水
又不高，孩子们每天刚吃完饭就喊饿。　　王益就使出望梅止渴的诡计来，他对孩子们说，书中自有
黄金屋，你们现在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到时候就可以吃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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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王安石）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　　　　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
一王安石，用革命性的全盘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身的厄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水火中的平
民。　　——柏杨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列宁　　　　王安石是中国历
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　　——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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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虽试图以调侃的手法来写作，但功力欠佳。一些貌似幽默的文字，实则不够自然。至少和《
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比，差得很多了。对相关历史史实也理解也不够深入，缺乏分析，仅仅在
罗列一些过程，读来感觉缺少“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度。
2、作者风格幽默，有一定写作功力，支持！
3、虽有偏激之语言，但读来甚是畅快。可以一观。
4、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到现在已经900多年。但就在这900多年，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以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蓑笠翁的这本《改革大佬王安石》可看作是一个“评议+趣味”的故事书，对王安石变法到底有什么
作用，在书中也给出了参考性答案，这点难能可贵。
5、王安石变法是失败还是成功，要看从哪方面说。因为他的改革而引起的新旧党争，的确是北宋灭
亡的一个因素。但从经济方面来讲，他的确让北宋政府赚的盆满钵满。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国
家富得流油，然后贪污腐败、争斗盛行？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强
国，而不是大国？
6、安石变法是失败还是成功，要看从哪方面说。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虽然写的是一个备受争议
的历史人物，一段沉重的历史往事，但读的过程中并不沉重，题材吸引我，书章同样让我陶醉其中，
穿越千年。
7、王安石经典的“三不足”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使人印象深刻，但有专家
说，这其实不是王安石说的。而是王安石的政敌替他说的。
宋神宗还特意问过王安石是否说过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王安石一向敢做敢为，当场就承认，我根本就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王安石觉得这三句话太经典了，正符合他当时心情，转而说，这话虽然不
是我说的，却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就放我脑袋上吧。
这一放就是一千多年。温家宝总理曾经引用过这句话，但我忘记了他想佐证什么，可能是房价调控。
其实，我们应该畏惧下天老爷，现在的人把地球都搞成地狱了。
祖宗留下的东西，其实有的也很好，也别不畏惧，比如祖宗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不畏惧吗？至于
人言，早就有人际关系大师说过，人言可畏。当然，这人言的人应该是广大底层的老百姓。
8、这书说王安石是影响世界的改革先驱，那商鞅岂不是要从棺材里跳出来？
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王安石怎么影响人家了？太奇怪！
9、蓑笠翁说，王安石改革的失败不是宋神宗在压力下放弃，而是因为当时的北宋不能容忍垄断，这
种观点，暂时保留意见。
10、能把王安石变法这样枯燥的题目写的如行云流水，而且不仅仅是口水式叙述，里面对一些东西能
举重若轻，这书，我喜欢。
11、有塑料包装。书比较新
12、中学时讲唐宋八大家，其中有王，原来王安石不仅文章写得好，想不到他是个通才，放到现在，
也可以当个中央常委了，甚至可以做一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哈哈。只可惜个性稍微有点偏狭，要
不然不会败得那么惨。
13、王安石变法，或者说改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实际上是着眼于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变
革。王安石以其超越时代的才能和无比执拗的个性，试图以一己之力挽救大宋于水火。可是，他的对
手都是朝中元老，他的团队却又让人鄙夷，正如书中所说的，是“有脚的都能上”。这或许就是王安
石的悲剧，是他备受争议的根源所在。
这本书以现代的视角和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争议的人物，一个沉重的话题，值得一读！
14、语言通俗，娓娓道来，历史功底不错，轻松中见深刻，调侃中含悲愤，值得一读
15、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编写过《王安石和他的新政策》一书
这书对王安石的评价是：王安石是一个官僚政策的理想主义者，是把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作为主要目
的，提倡在职业上训练有素的、在行政上管理有效的官僚主义政治思想的政治家。
就是说，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他的变法是建立在明确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16、封面做的很棒，一下子吸引了我，一顶乌纱帽，一袭朝服，很有气势，仿佛让我们看到近千年前
的王安石改革的恢弘气魄！语言通俗，娓娓道来，整本书轻松中见深刻，调侃中含悲愤，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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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吗？怎么跟王安石扯到一起了？难道王安石未卜先知？
18、让我看到了更有立体感的王安石
19、王安石几乎是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依靠最高领导人的无边权力进行了一次旨在图强的改革。他
失败了。对于他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说。有人说，他的队伍不够精锐，成员不够团结，总后院起
火。

也有人说，敌对势力太强大，连常年龟缩在深宫中最高领导人的老娘都把王安石看成是死对头。还有
人说，王安石和最高领导人的关系不够铁，稍有风吹草动，最高领导人就晃荡了，没有坚定的立场，
意志力脆弱。我倒想到一个神话传说。
有个书生爱上了龙王的小女儿。但龙王拒绝承认这个女婿，还软禁了小龙女。书生天天在海边哭，把
一生的眼泪都哭干。有神仙人性未泯，就给书生一个锅，那锅跟今天我们用的火锅一样，据说还是鸳
鸯锅。神仙告诉书生，把海水放进锅里，煮它，锅里少一尺，海平面就减十丈。
结果，书生煮起来不舍昼夜，一大片海域成了烂泥塘，他老婆正在烂泥里枕着他的名字入眠呢。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手中有个可以煮海的器皿，那惊涛骇浪的大海就是一火锅汤。
王安石就没有这样的器皿，他有的只是和最高领导人相同的愿望和美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器皿就是凭
借权术而谋划来的别人不敢触碰的地雷，明朝时候张居正就有这样的地雷，所以，人家有生之年，谁
都不敢对他的改革说半个不字，也有说的，全都回家养伤去了。
20、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其实是：他知道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性，却不加以利用，甚至是
放任自由发展，对于一些反新法认识，也无法将其拨离行政体系之中，反而只能将其安插在地方为官
，形成在地方的反对势力，进而成为推行新法的阻力之一。
另外，他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制度，也是他不能将地方行政制度统一整理的一大问题，这样就形
成了地方的行政体系与中央的认知有相当程度的歧见，而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也未能尽如王安石之意
。用《改革大佬王安石》里面的话来说就是，王安石把敌人从身边赶走，让他站在远远的地方再跟自
己作对。
21、了解变法牛人之生平，亦知社会变革前进之艰难。
22、读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书给了很好的答案，不是口水式的讲故事，而是在故事背后还应该有
引人深省的东西。现在很多口水讲史都有这毛病，就是故事。
23、没有看这书之前，一直以为王安石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看了这本书后，突然发现，这人一本正经
的有点过分。改革那么大的事，凭他一个人招几个圈外的人，就能搞定？扯淡！既得利益集团啊，不
得到他们的同意，老天爷下凡都不能做任何改变。
24、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至上而下的，并且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宋代的皇帝，一般还是对臣下
很不错的，但是，最终王安石的变法还是以失败而终结了，好像古今中外变法成功的并不多哦，当前
中国的改革开放倒还是不错，可惜成功案例太少了⋯⋯

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好看，好读，不累，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历史人物，一点没有历史距离感，个个形象
鲜活，血肉丰满，难得⋯⋯
25、历史的悲哀总在不断的重演。读史使人明志，此乃真言。
26、很好看哦，王安石我一直很崇拜，说来也奇怪，我最喜欢的宋代文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可他们
偏偏政见不合，可惜了⋯⋯
27、订单下了没三天,书已到,质量也好,网上买书比较便宜.
28、王安石变法中最使人痛快的就是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宋朝那会儿，不一定非要靠科举才能上位
，大多数人都是拼爹、拼已经烂成骨头渣的祖宗当上公务员的。
可王安石说，必须要考试才能做官，而且试题必须要由他来出。这就让当时很多权贵阶层恼火，老子
我都把子女安排的妥妥的，你现在说要考试，而且考试的内容居然不是传统题目，这不是给了烟鬼香
烟而不给火柴吗。
比如现在，有人对一个学习了四年经济学特别想当官的人说，想当官吗，把满汉全席的菜谱给我背诵
出来，那人肯定跟你玩命。再比如，你跟一个县长说，听说你把三个儿子十个女儿都安排进了国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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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不成，要考试，就考考一加一等于几吧，答对的可以继续留在机关，错的，赶紧滚蛋。
知子莫若父，县长大人非得使用行政手段把你大卸八块不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力其实来自这
些人。
29、当年朱镕基总理曾经发问：“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岂不闻古已有之？当初，宋太祖赵匡
胤为了政治的稳定，设计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冗官，而朝廷的薪俸又特别
优厚。于是我们看到，统治阶级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统治着社会，而官僚机器的成员却倚权仗势侵
夺社会资产。
士大夫阶级中，没有多少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不像王安石那样，心里老是萦回着“六朝旧事”的教
训。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在那里愉快地享受盛世、高效地聚集财富、放手与中央博弈。
王安石“新政”的成败，与其说反映了变法者们的个性特征、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反映了整个精英阶
级的集体选择——他们不希望这位“拗相公”出来充当乌鸦嘴，更不能容忍王安石断了自己的财路。
30、王安石这个人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900多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地位
，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
封建的史学家把他看做是应该凌迟的异端，因为他说过三不足的话。
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王安石是个穿越时空的人，曾穿越到1000年前为他们设计出了
资本主义世界。
31、改革之艰，首在言论。言论之及，后世不免。偶尔改革成之，改革者自然是上了神坛，比如商君
，不然，则是下了地狱。改革的成功自然是因为改革之功，失败则未必是改革之故但却不免加诸改革
头上。以此来看，成功者承受后世景仰乃实至名归，失败者却往往承受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其心之痛
楚，可见一斑。几千年的历史如在眼前，可知为何拒改革而守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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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年朱镕基总理曾经发问：“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岂不闻古已有之？当初，宋太祖赵匡
胤为了政治的稳定，设计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冗官，而朝廷的薪俸又特别
优厚。于是我们看到，统治阶级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统治着社会，而官僚机器的成员却倚权仗势侵
夺社会资产。 士大夫阶级中，没有多少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不像王安石那样，心里老是萦回着“六
朝旧事”的教训。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在那里愉快地享受盛世、高效地聚集财富、放手与中央博弈。 
王安石“新政”的成败，与其说反映了变法者们的个性特征、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反映了整个精英阶
级的集体选择——他们不希望这位“拗相公”出来充当乌鸦嘴，更不能容忍王安石断了自己的财路。
2、本书作者最想要借以表达的应该是改革这个话题。凡有志于改革者，需要长远的眼光，强力的手
腕，左右逢源的技巧。改革阻力重重，来自利益受损方，来自执行力的缺失，来自大部分人的不理解
，来自战友们的不坚持。改革的将才百年不遇，却又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因此《资治通鉴》作者司
马光阅尽沧桑却毅然反对，不是没有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却耽于改革失败的苦果。“治国和划船差不
多，如果力气只使在一方，不管是左是右，都会划得很艰难。”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世势，改革的方向
明确，但是路劲却不能一蹴而就，须得配合改革动力的强弱依势而动，并且需要团结最广大的基础，
不管是改革的受益方群众还是那些有志的人才，甚至需要把那些摇摆票和既得利益集团也尽量团结进
来。这些，中国大陆的改革之路值得借鉴。本书立意不错，可惜的是作者文采稍逊，人物描写薄弱，
对于治国和政策的分析不足，大量的笔墨用于厚黑的政治斗争。
3、佩服王安石，一是佩服他的学识广、建树博，是全才型的名人；二是佩服他身上那种始终裹携洋
溢着的蒸蒸日上的朝气、生气。这种朝气、生气，使他看问题透彻、睿智、洞明和通达，勇于实践，
用于革新、勇于吃苦，勇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富国强兵。这比那些只知纸上谈
兵、坐而论道的腐儒、俗儒诸如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之类不知强了多少倍！
4、虽然写的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段沉重的历史往事，但读的过程中并不沉重，反而尽显
嬉笑怒骂。。 。看完一章掩卷而思，心中竟升起一股悲凉。。。语言通俗，娓娓道来，历史功底不错
，轻松中见深刻，调侃中含悲愤，值得一读
5、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
也不知道。普遍认为苏洵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苏轼
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好做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 
6、作者用彪悍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彪悍的改革者——王安石，他天不怕地不怕，他想富国强兵
，却招致朝中几乎所有大臣的群起攻击；他想为民谋利，不料百姓却拿他像猪狗一样谩骂。生前不被
理解就算了，死后数百年也都背负着骂名，哎，真彪悍啊！
7、“改革者就是绑着炸药向前冲，只要有人扔过来一点儿火星，改革者必然是粉身碎骨。想要跑到
终点，就必须清除站在路上准备向他身上扔火星的人。”这句话很正确，可是有些扔火星的人是在暗
处，稍不注意便会引火上身，王安石便是这样导致变法失败。
8、王安石变法，或者说改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实际上是着眼于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变
革。王安石以其超越时代的才能和无比执拗的个性，试图以一己之力挽救大宋于水火。可是，他的对
手都是朝中元老，他的团队却又让人鄙夷，正如书中所说的，是“有脚的都能上”。这或许就是王安
石的悲剧，是他备受争议的根源所在。 这本书以现代的视角和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争议的人物，
一个沉重的话题，值得一读！
9、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因生性倔强，时人戏称“拗相公”。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
一些感性认识。具有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入仕后，胸忧家国，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10、王安石变法是失败还是成功，要看从哪方面说。因为他的改革而引起的新旧党争，的确是北宋灭
亡的一个因素。但从经济方面来讲，他的确让北宋政府赚的盆满钵满。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国
家富得流油，然后贪污腐败、争斗盛行？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强
国，而不是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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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本书的封面做的很有特色，一顶乌纱帽，一袭朝服，端端正正，很有气势，仿佛让我们看到近
千年前的王安石改革的恢弘气魄。作者蓑笠翁，知名历史学家，看来对宋朝研究颇多，此书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就给我们生动再现了一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 
12、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
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
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既然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
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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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改革大佬王安石》的笔记-第一章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
契遐相希。”少年王安石便有如此大志，何怕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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