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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内容概要

前漢王朝を奪うようにして「新」の皇帝となった王莽は、はたして悪逆非道な簒奪者だったのか。
儒教理念のもとに前漢と後漢の狭間を生きた王莽の生涯を克明にたどる、我が国におけるはじめて
の本格的な王莽伝。

Page 2



《王莽》

精彩短评

1、王莽是一個復古派改革家，並且確實有那個社會改造的手腕和資源。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在於迷
信儒家思想，改革政策固化，無法團結社會力量。改革本身觸動了既有階層的利益，得不到配合，所
以初心是好的，政策在中層爛掉了。貨幣政策主要失敗在技術上，私鑄貨幣無法禁絕導致的通貨膨脹
。最後就是沒有抓住關鍵豪族，鞏固統治關係。但是這一切不能否認他的理想是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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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精彩书评

1、王莽儒家の理想に憑かれた男对王莽这个人物的评价史学界的诸公可算是众说纷纭。比较传统的
评价是说他假借儒家大义之名行篡位夺权之实，实质上完全是个利欲熏心的伪善者。也有人主张要给
王莽平反，觉得他作为伟大的改革家被骂了将近两千年，而其实他也并没有做什么太坏的事。对于一
个这样长久的历史人物来讲，给不给他平反并没什么打紧的，因为无论如何这都是再虚妄不过的身后
之名。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只与我们自己相关；而那个角度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走下我们现代
的历史高地和那个人物站在一起，抛却自我地体会他所见到的光景。东晋次的《王莽：儒家の理想に
憑かれた男》便试图从一个王莽所见的角度重新演绎王莽执政和改革的历史。这部书用了十五章来描
述王莽的整个生涯和事业，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简要地介绍了
王莽出生、少年时期的文士发展以及王莽出任大司马这一要职的史实背景。第二部分从第四章王莽被
贬就国到第七章的吕宽事件为止介绍王莽政治生涯中的几次主要挫折和危机以及王莽的应对及其势能
的发展。第三部分从第八章宰衡的称号至第十五章长安城的落日为止，讲述王莽取得中央集权、推进
改革以及最终失败的部分。本书最后的第十六章从班固对王莽的评价出发，评价王莽的儒家思想和其
国家政权设计理念。本书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对应的是王莽生涯的第一个时期，也可以称为王莽
的成长期。这一期的王莽体现出的是较为单纯的学者和名士风范。首先，王莽出身世家，虽然早年丧
父，但是受到了伯父王凤很好的照养。王莽早年丧父，反而对母上倍加亲孝；虽然是世家出身，背景
深厚，但是生活俭朴，不以纨绔自居；对长辈的王凤也非常恭顺，王凤也非常喜欢他。这些在以孝廉
遴举秀才的汉代是一种莫大的资本。其次，王莽结交颇为广泛，班家与王家是世好，又都是学问大家
，这给王莽接触学问大家和社会名士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有利条件。也加上王莽天生聪慧，博闻强识，
很小的时候在名士之中就已经颇有清望。从这两点来看，王莽是个道德高尚、学问优秀、背景深厚、
知名度又高的年轻才俊。最终王家强大的外戚地位保证了王莽众望所归地拿到了大司马的职位。这段
日子的王莽过得基本上可以说较为顺遂。王莽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理念在这个时期基本确定下来。可以
想象，从王莽的少年时期的经历来看，儒家孝悌谦逊，克己复礼的教诲使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一
方面加深了他本人的儒家性格，另一方面深化了他对儒家社会和政治构想的信任。第二部分（第四至
七章）描述的可以说是王莽的蛰伏期，这一时期王莽的政治敌人以汉成帝的去世为契机开始对王氏打
击以及王氏的应对。其中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事件就是“尊号问题”（第四章）。简单地来说，这个问
题的导火索是对傅太后封号的确定，其实质是外戚新势力的夺权斗争，根本上也是西汉朝廷中法家和
儒家的斗争。这一事件其实对王莽的实际影响和打击并不是很大，他只是丢了大司马的官，归乡就国
而已。不过从没有经受过严重政治打击的王莽而言，这足以让他小心谨慎到风声鹤唳的程度。第二个
挫折就是“王获家奴事件”（第四章71页），即王莽的二儿子王获错手杀死了家奴，王莽愤怒之下令
其自杀的事件。这一事件不是政敌的蓄意加害，而完全是个突发事件。但是王莽却采取了非常极端的
行动，这反映了王莽不想再被政敌抓住机会的那种风声鹤唳的心态。第三个重要事件是在王莽复出之
后的“吕宽事件”（第七章）。这个事件反映了社会对王莽改革的抵触态度。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王
莽的政治观点，就教唆吕宽往王莽家门口洒狗血，结果后者被当场抓住。事件导致王宇自杀，吕宽被
三族，通过薛况的联系，王莽还处理的很多其他的主要政敌（敬武公主、王立、王仁等等）。这个事
件之所以说是对王莽的打击，是因为王莽虽然杀敌一万，但是也自损八千。王莽在铲除了政敌的同时
，也丢弃了盟友，丧失退路，从此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这三个事件联系起来可以看出王莽心态的
变化，他认识到儒家的美妙世界不可能通过温和的改革最终实现，为此强权和力量是必要的。他为了
这个决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次子长子先后都被他逼死了，王氏宗族的长者们也都被杀了，蛰伏期间
在新野老家经营的人脉也因为王立王仁的被杀损伤殆尽。这从另一个方面逼迫着王莽走向日暮途远，
倒行逆施的绝途。第三部分（第八至十五章）描述王莽改革的步骤、措施和结果。这一部分本书呈现
得最详尽。“吕宽事件”之后王莽的事业紧张还算顺遂，从安汉公到宰衡、九锡最后到登基称帝，没
有再遇到什么像样的阻力。王莽政权的失败起始于王莽改革的失败。王莽的改革最为实质的内容是对
土地、产业的重新分配和对货币制度的改革。从土地制度而言，王莽试图平均分配土地，使人受其田
。但是由于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本身的不平衡分配以及土地面积计算方法的落后，这种王田制的适
用范围极其有限，禁止土地买卖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的兼并，但是从另一方面固化了土地市场，
使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另外下级官僚的不配合使得政策贯彻教条而且不彻底。从产业国有化的角
度而言，“六筦”制度的设立意在控制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支柱产业，增加税收并且稳定政府；“

Page 4



《王莽》

五均”制度意图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总之这是一系列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个政
策是王莽改制中比较成功的部分。货币制度的改革方面，王莽发行了新的货币。对于改革的初衷不明
，反效果却相当明显。王莽在位15年就四次发行新货币。货币种类繁杂，交易变得非常麻烦，很多地
方甚至回复到了以货易货的形式，而且由于货币的铸造水平不高，防伪措施有限，私铸钱财屡禁不止
，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生活。王莽所有的改革措施还有一个和其它任何改革一样的弊病，就是它势必会
伤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遭到强烈地抵触和反弹。这个过程起先是抵触，使得政策不能上行下效
，后果是改革失败，人民变得越来越穷困。当人民揭竿而起的时候，抵触就开始变成反弹，国家也就
覆亡了。王莽失败的其它原因也有很多。比如失去了盟友的广泛支持。王莽遵行儒家之道，克己复礼
、仁爱孝悌本是行事之根本，但是移人宗嗣，盗人国家的行为为反对派立下了口实。逼死长子次子叔
父使得王莽失去了在新野积攒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刘秀在新野曾与王莽交好，最后却成了反对王莽的
急先锋。另外，王莽的外交也是失败的。本书专门有一节讲述了新与匈奴的外交。王莽倨傲自大，缺
少外交智慧和气度可见一斑。综合来看，本书基本上描述了王莽整个的心路历程，算得上是站在王莽
自己的视角看王莽自己了。若要说缺点的话，总的来说是作者没有把儒家和王莽的失败联系起来，详
细地讲主要有下面两点：第一，王莽改革注定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基于汉朝的地域和国家政治形势
已经和儒家传统思想中构架的国家形势截然不同。汉代国家幅员广阔，而儒家亲孝的理念不适宜在统
一的大帝国中调度和实施，尤其就古代科技和通讯手段极端落后的情况而言，只有统一又灵活的法制
制度才能高效地把国家团结起来。因此王莽的出发点本身就导致了他必定不能成功。不管上述观点正
确与否，王莽的儒家观念和其改革的失败之间的必然联系是本书应该谈及却没有谈及的问题。第二，
本书单纯地将王莽的改革动机归结于对儒家理想政府的构建，恐怕略有偏颇。如果说王莽在初入朝廷
做大司马的时候抱有这样的心态还勉强可以相信的话，那么经过了“尊号事件”、“家奴事件”和“
吕宽事件”的王莽绝对没有那么单纯地“复古”那么简单。那么王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就是本书留
下来的一个应该回答却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本书缺乏对王莽所在时代背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的描述。我个人认为这个基于时代的原因要比儒家的理想而言，是一个更可靠而确切地改革动机。至
于王莽其人，评价优劣，仍如开篇。历史的人物不需要后人去平反，因为他们并不忌讳我们加诸其上
的所谓恶名。反而是我们需要去更多地理解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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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章节试读

1、《王莽》的笔记-第20页

        身ごもった時、妻は月が腹に入るのを夢見たという。政君（せいくん）が元帝（げんてい）の
皇后（こうごう）となるまでには、これまた種々の不思議の話が伝えられる。かつて結婚の相手が
決まったのだが、輿入れ前に相手が死んだのである。また、東平（とうへい）王が政君を姫として
聘（まね）いたところ、まだ入内（じゅだい）しないうちに東平王が薨（こう）ずることになる。
王禁は不思議に思い、人相見に占ってもらったところ、「えも言われないほどの貴なる相でござい
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
王政君：即漢元帝元后，王莽的姑姑。
輿入（こしい）れする：結婚する。
人相見（にんそうみ）：相面先生

王莽把自己說成黃帝、瞬、田完的後代也算是能佔點光。可是這段說的怎麼說也不是好命吧？那看相
的根本就是在騙人吧。王禁你還真相信！

2、《王莽》的笔记-第131页

        然し王莽にとって、この（呂寛）事件はある意味で絶好の機会であったのだろう。強引すぎる
やり方の中に、王莽の決然たる意志を読み取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自己の理想の政治
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子供を自殺に追いやったり、政敵を追放することも止むを得ない、との判断
がそこには含（ふ）ま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彼の心中にある儒家（じゅか）的理想政治への思
いが、残忍な仕打ちを彼に強要し、やむを得ざる決断を彼に迫った、と言う解釈も可能なのではな
かろうか。
止（や）むを得（え）ない：そうするよりほかに方法がない （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仕打（しう）ち：態度ということ

得承認王莽是相當的政治天才，就呂寬事件，通過逼死自己長子從政治上把自己和周公等同，取得了
政治上的勝利。但是手段上真是及其地喪心病狂。王莽通過呂寬事件打壓傅氏、丁氏等政敵也就罷了
。瞞著元后報和敬武長公主的私仇就有點過分。再逼死長子王宇、叔叔王立和弟弟王仁上做得就實在
是過分。元后對這件事情一定是相當地不滿。當然王莽其實代價也很大。大兒子死於呂寬事件，二兒
子死於就國中的虐殺奴隸事件，三兒子是不器用的蠢材，就只剩下四子，最後也因為謀殺王莽而自殺
⋯⋯

當然王莽的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他所堅信的儒家理想（親信孝悌）和他崇尚的古風政治（親親尊尊）
。

3、《王莽》的笔记-第72页

        「彼も人間なんですよ。畜生（ちくさん）などと罵（ののし）られるのは恥辱としてこれ以上
のもの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ですから、私は彼が自殺を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危惧したので
す」と。光武帝（こうぶてい）の奴婢解放令（ぬひかいほうれい）の根拠となった、『孝経（こう
きょう）』の「この自然界の中に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のうちで、人間こそもっとも尊（たっと）い
存在である」という教えが、儒雅（じゅが）の士の劉寛（りゅうかん）の脳裏には厳然（げんぜん
）と存在していた。
兩漢間知識分子對奴隸的認識。

4、《王莽》的笔记-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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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

        樊重（はんじゅう）が死んだ時、数百万銭の貸借関係があったが、樊重はそれらをすべて帳消
（ちょうけ）しにするよう、息子たちに遺言（いごん）した。それを聞いた負債者農民は恥（は）
じ争（あらそ）って反債しに行ったけれども、樊家は受け取らなかったという。
這是多麼和諧的借貸關係啊！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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