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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杂说》（以下简作《杂说》）是王
安石早年的一部著作，成书后在当时颇为流
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郡斋读书志》引
蔡京《王安石传》称王氏“初著《杂说》数
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
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1〕刘安
世 《元城语录》 亦谓：“当时 《淮南杂说》
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2〕此外，
陆佃《傅府君墓志》、刘弇《上知府曾内翰
书》等都曾提及该书在当时士人间的流传与
影响。

《杂说》虽见称于当时，而亦不免于散
佚，不为后人所知。此前仅见《河南程氏外
书》、杨绘《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奏》曾征
引该书，保存共计五则佚文。

前人如邓广铭、漆侠、金生杨等已经注
意到这部分佚文，并据此分析《杂说》的思
想特色及意义。如邓广铭指出《杂说》的问

世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只是王安石在当
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初露锋芒，却已经奠定
了他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比较突出的
地位”，“王安石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始
终没有离开这一准绳”。〔3〕但前辈学者受客观
限制，寓目《杂说》佚文仅有数则，故下语
论断不免存在推测的成分。若要进一步展开
讨论，则需广泛搜集《杂说》的佚文，拓展
材料的范围。

岑天翔《王安石〈淮南杂说〉的辑佚与
讨论——以台北“国图”藏〈精骑〉的利用
为中心》曾从台北“国图”藏宋刻孤本《精
骑》中辑得《杂说》佚文二千余言，同时初
步考察佚文所体现的思想特色。〔4〕杨曦近作
《王安石佚著〈淮南杂说〉辑考》亦从《精
骑》辑录《杂说》佚文，更为全面地讨论了
该书的作年、影响及与王安石文集、经解之
间的关系。〔5〕

［作者简介］岑天翔，日本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摘要：王安石早年著作《淮南杂说》，曾颇流行于当时，但不免于散佚。今人曾利用《精

骑》辑得该书部分佚文，而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尚保存该书佚

文七则，可供补辑。现今掌握的《淮南杂说》佚文，反映出该书三方面的思想特色：推尊孟

子，接续道统；论究道德性命之学；回向三代，变革法度。王安石《淮南杂说》推动北宋中期

孟子学说的流行与学术地位的抬升，深化思想界关于心性学说的讨论，论述经世致用及复古改

制的观点，在北宋学术思想发展与演变的脉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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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淮南杂说》佚文补辑及其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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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精骑》以外，另从李霖《道德
真经取善集》（以下简作《取善集》）、刘惟
永 《道德真经集义》（以下简作 《集义》）
辑得《杂说》佚文七则，同时综合现今掌握
的《杂说》佚文，抉探王安石《杂说》中体
现的思想特色，阐明该书在北宋思想文化发
展脉络中的意义。

一、《淮南杂说》佚文补辑

李霖《取善集》、刘惟永《集义》保存多
则《杂说》佚文，可供辑佚、研究。二书均
收入《道藏》，兹利用《道藏》本辑录《杂
说》佚文七则。

1. 《杂说》 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羲

皇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尧舜也；上义为

之而有以为，汤武也。上义，下德也。或

曰：汤武大圣人也，谓之下德，可乎？曰：

圣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

时也。大圣人者，易地则皆然。（《取善

集》卷六）〔6〕

2. 《杂说》 曰：正可以治一国而已，奇

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无事者，然后可以取

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然而汤放、武伐，亦可以无

事乎？曰：然则汤、武者，顺乎天，应乎

人，其放伐也，犹放伐一夫尔，未闻有事

也。（《取善集》卷九）〔7〕

3.《杂说》：无名者，太始也，故为天地

之父。有名者，太极也，故为万物之母。天

地，万物之合。万物，天地之离。于父言天

地，则万物可知矣。于母言万物，则天地亦

可知矣。（《集义》 卷一王安石 《老子注》

引）〔8〕

4. 《杂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则冲者阴阳之和也。阴为虚，阳为

盈，道之体则冲，而其用之则或不盈，其体

冲也。故有欲、无欲同谓之玄，其用之不盈

也。（《集义》卷九王雱《老子训传》引）〔9〕

5. 《杂说》：以其渊深，而常生于物也。

故曰：“似万物之宗”。（《集义》 卷九王雱

《老子训传》引）〔10〕

6.《杂说》：彼锐则挫之，纷则解之，光

则 和 之 ， 尘 则 同 之 。 非 有 也 ， 非 无 也 。

（《集义》卷九王雱《老子训传》引）〔11〕

7.《杂说》：动善时，盖因时而动，动之

善也。《书》 亦曰：“虑善以动，动惟厥

时。”《诗》美南仲，“薄伐西戎”，而言“喓

喓草虫，趯趯阜螽”者，以其动而则应也。

自非因时而动，孰能至于此乎？（《集义》

卷十三刘仲平《老子注》引）〔12〕

第一、二则佚文，采自李霖《取善集》。
李霖生卒年不详，但《取善集》书前有金大
定十二年（1172）刘允升之序，可知成书于
金代中期。王安石《杂说》见晁公武《郡斋
读书志》著录，后者最终成书于南宋淳熙七
年至十四年 （1180-1187），则当时《杂说》
尚存于世，李霖很可能曾寓目 《杂说》 原
书，故采录其与《老子》相关的解说，收入
书中。

第三至七则佚文，采自刘惟永《集义》。
这五则文字原为王安石 《老子注》、王雱
《老子训传》、刘仲平《老子注》所征引，后
又被刘惟永辗转收入 《集义》 之中。《集
义》成书于元元贞二年 （1296），此时《杂
说》或已散佚，故刘惟永应当未见《杂说》
原书，仅据他书转引。

新辑得佚文均以“杂说”标目，这与时
人如程颐、杨绘、刘弇等征引该书时径称

“杂说”的惯例相符。但对其是否出自王安
石著述，或仍有疑虑，以下略作辨析。

首先，就文句结构而言，新辑得佚文与
从他书中辑得的 《杂说》 佚文颇有相似之
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先引述第
三者的意见而后展开反驳的形式。这种形式
在《杂说》中颇为常见，如《精骑》存录佚
文的第八、九则分别引述“今徒曰”“或
曰”的观点，继而反驳并提出自己的论述。
新辑得佚文中亦存在同样的形式，如第一则
先引述“或曰”认为汤武圣人不宜谓之下德
的观点，而后提出圣人其心等同，因时而异
的看法，针对自己的“圣人”观展开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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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并置的判断句比较不同人事物之间
差别的形式。如 《精骑》 存录佚文第八则
云：“能言拒杨墨者，孟子也；能言拒佛老
者，韩子也。”〔13〕同书第九则云：“万物不能
忧者，至乐也；万物不能乐者，至忧也。”〔14〕

此为《杂说》中习见的判断句，后半句为某
一特定名词，前半句则是该名词的解释说
明，作者通过并置此类判断句来突显孟子与
韩子、至乐与至忧之间的差别。新辑得佚文
中亦有同样的句式，如第一则云：“上德无
为而无以为，羲皇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尧舜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汤武也。”无
论是判断句的结构，还是利用并置进行比较
的形式，皆与《杂说》佚文一致。

其次，就思想内容而言，新辑得佚文也
存在与王安石思想息息相通之处。以新辑得
佚文的第一则为例，其云：“或曰：汤武大
圣人也，谓之下德，可乎？曰：圣人之所同
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时也。大圣
人者，易地则皆然。”此论出自《孟子·离
娄下》，可见其受 《孟子》 思想影响颇深，
这符合《杂说》与《孟子》之间的承继关系
（详见后文）。此外，这则佚文与《精骑》存
录另一则佚文反映的思想颇为接近，后者
云：“见唐虞禅即以为公天下，见禹汤继即
以为私天下，以禅为公，则以继为私矣。此
小人不知圣人，而以利心量禹、汤、文、
武、周公，以为私其子孙而已，何其陋
哉。”〔15〕 王安石提出唐、虞、禹、汤、文、
武、周公皆为圣人，其心等同，因时而异，
故无高下之别，这与上引新辑得佚文中所谓

“圣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
者，时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两则佚
文均反映出王安石独到的“圣人观”。他在
《三圣人》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这一观念，文
中指出所有的圣人皆等同，没有任何差异；
各圣人表现在外的特色不同，是因时而变所
致，“因时之偏而救之”而已。〔16〕从《杂说》
到《三圣人》，可见这是王安石一以贯之的
思想。

再以第二则佚文为例，其云：“然而汤
放、武伐，亦可以无事乎？曰：然则汤、武
者，顺乎天，应乎人，其放伐也，犹放伐一
夫尔，未闻有事也。”此论出自《周易·革
卦·彖》“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7〕

以及《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8〕可
见，此说是发挥 《周易》 与 《孟子》 中的

“革命”思想而来。而这又与杨绘《论王安
石之文有异志奏》保存的一则《杂说》佚文
颇为相近，其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
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19〕二者均肯
定汤、武、伊尹、周公等上古圣贤之心志与
功业，认为他们顺天应人，无可非议。两则
佚文在思想上息息相通，当是同出于王安石
《杂说》。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 《取善集》《集
义》中存录的七则佚文确是出自王安石佚著
《杂说》。

需要说明的是，蒙文通曾利用 《取善
集》《集义》等书辑录王安石《老子注》佚
文，其中将部分 《杂说》 佚文作为 《老子
注》佚文收入。蒙氏著《〈王介甫老子注佚
文〉 前言》 谓：“刘惟永 《集义》 引 《王
注》中别有《全义》《杂说》《字说》，足见
介甫原书之体制，而王元泽注中有《新说》
一条，《集义》 中又有 《丞相新说》 一条，
知亦介甫书佚文，亦录入焉。李霖书中介甫
注外有 《字说》，有 《新说》，有 《杂说》，
知皆介甫书也，亦并取之。”〔20〕可见，蒙先生
认为“杂说”并非独立著作，而是王安石
《老子注》的一部分，是该书四种体制之一
（另三种为“全义”“字说”“新说”）。

但此说有可议之处。一方面，《杂说》
《字说》 均见 《郡斋读书志》 等书目著录，
可见其曾单行于世，不当与 《老子注》 相
混。另一方面，新辑得第一、二则佚文采自
李霖《取善集》，原书体例为在《老子》原
文下标注“《杂说》曰”云云。与之相较，
凡于征引王安石《老子注》处，皆标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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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于征引王雱《老子训传》处，皆标
注“王元泽曰”。由是可见，《杂说》当是与
《老子注》《老子训传》平行且独立的著作，
而非《老子注》的一部分。至于《老子注》
中为何出现 《全义》《杂说》《字说》 的文
句，这应当认为是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征
引自己早年的著述，以证成己说。

《杂说》与王安石经解之间存在语句相
似、内容相近的情况，如《精骑》中存录的
佚文与王安石《易解》《论语解》中的部分
文句相近。杨曦认为“出现《杂说》与王安
石经解重合的情况，应当是后出的经解采用
了早出的《杂说》造成的”，〔21〕此说甚是。

二、《淮南杂说》佚文的三重思想特色

本次新辑得七则佚文，加上此前从《精
骑》辑得的三十一则佚文以及《河南程氏外
书》《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奏》保存的五则
佚文，目前掌握的《杂说》佚文达到四十三
则，计有三千余言，远远超过前辈学者所掌
握的材料范围，据此可以更为全面深入地抉
探《杂说》及王安石早期思想的特色。

关于《杂说》的思想特色，杨曦曾指出
有“似孟与抑韩”“重 《易》 与道论”“引
《庄》与治心”三个面向，〔22〕但仍有未尽之
处。本文综合现今掌握的所有 《杂说》 佚
文，将该书反映的思想特色，归纳为三个方
面：一者，推尊孟子，接续道统；二者，论
究道德性命之学；三者，回向三代，变革法
度，以期与前人所论互相发明，更为全面地
呈现《杂说》佚文的思想风貌。

1.推尊孟子，接续道统
如前引《王安石传》《元城语录》所述，

王安石撰就《杂说》后，时人皆将他与孟子
相比，这显示该书与《孟子》的思想内容有
高度相合之处。综观《杂说》佚文，确实颇
可见早年的王安石对于孟子尊奉推举的态
度。如上文所述，新辑得佚文第一、二则所
论是继承《孟子·离娄下》与《孟子·梁惠
王下》，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圣人观与“革
命”思想。

再如《精骑》保存的一则佚文曰：“甚
哉，君子之难知也。故淳于髡得齐王于眉睫
之间，而不足以知孟子。（君子小人）”〔23〕此
处将孟子称许作“君子”，而对孟子不为世
人所知而感到遗憾。另一则亦曰：

或曰：“能言拒杨墨者，孟子也；能言拒

佛老者，韩子也。吾以谓韩子之功，犹孟子

也。”亦尝闻伐燕之语乎？以燕伐燕者，韩

子也，为天吏以伐燕者，孟子也。（言）〔24〕

或认为孟子、韩愈分别排拒杨墨、佛老
学说，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俱是有功，故将
韩愈与孟子相比。但是王安石对此并不认
可，他引孟子曾言“以燕伐燕”的典故，〔25〕

指出韩愈虽攻讦佛老有功，但自身学说亦有
不纯粹之处，于儒家学说的阐释发明无多
（具体可能是指性命之学方面）；而孟子则是
“天吏”，排拒杨墨，昌明正学，功绩远非韩
愈可比拟。“天吏”一语见于《孟子》“无敌
于天下者，天吏也”，赵岐注曰：“天吏者，
天使之也。为政当为天所使，诛伐无道，故
谓之天吏也。”〔26〕王安石是将孟子视作尊奉天
道，受天之所降大任的人，是儒家道统真正
的与传承者。

欧阳修曾称许、期勉王安石：“翰林风月
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27〕在北宋初期的
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的语境中，与韩愈相提
并论已属最高等级的评价。但是王安石对此
不以为然，在《奉酬永叔见赠》中回应道：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
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28〕从中可以
得见早年的王安石便已不屑文章声名，而是
期冀超迈韩愈，径直接续孟子的道统绝学。

另外一则佚文更可见王安石的思想与孟
子息息相通，其曰：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假今之世不为管仲所为，则民左衽，君子为

之乎？曰：“不为也。”不为可谓仁乎？曰：

“天将必大任我乎，吾不必为管仲所为。必

为管仲所为，而后可以免民左衽，则吾虽不

为管仲，其忧非管仲乎？”（仁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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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上》载，弟子公孙丑问
孟子：假使得以操柄齐国，是否会为管仲之
政？面对弟子将自己与管仲相比，孟子颇为
不满，直言：“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
子为我愿之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于管
仲的轻视。〔30〕而在《公孙丑下》中，孟子亦
言：“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
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
乎？”〔31〕更是进一步表达了对于管仲的不屑，
以及自己“不为管仲”的坚决意志。

此则佚文与公孙丑问孟子的语境极为类
似，而王安石也给出了与孟子一样的答案：
不为管仲。王安石隐含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屑
于管仲的“以力假仁”的霸道，他期待的是
继承孟子志业，接续道统，昌明仁义，实现
王道。

王安石《杂说》推尊孟子，有着重要的
思想史意义。在先唐时期，孟子其人其书的
地位并不尊显，《孟子》的经典化与孟学地
位的抬升，“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周予同于
《群经概论》中将此过程称作“孟子的升格
运动”。〔32〕《杂说》的写作时间大约在皇祐三
年至五年间，正是北宋“尊孟”思潮兴起与
发展的关键阶段。王安石在《杂说》中极力
推尊孟子，肯定孟子传承儒家道统，对推动
当时士人“尊孟”的思想潮流，以及孟子圣
贤地位的形成皆有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既已明确宣称尊奉孟子，期冀继
承道统，则势必在《杂说》书中对于孟子的
思想有所阐发。孟子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是有关心性与治道的阐说，围绕这方面的
讨论自然是《杂说》一书题中应有之义，以
下两点便是此倾向的体现。

2.论究道德性命之学
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论，孔子很少直接谈

论性命相关的议题。但到了孟子的时代，关
于性命的讨论则成了当时人普遍关心的话
题，《孟子》书中亦可见颇多论究性命之学
的内容。

王安石《杂说》对于孟子思想多有继承

与阐发，佚文中即可见多处讨论性命话题的
内容。《精骑》保存的一则题为“义命”的
佚文，〔33〕可见《杂说》中原有一篇专门讨论

“义命”的问题。“义命”之说是儒家思想的
核心论题，但“义”与“命”二者对举，最
早出自 《孟子》 一书。《孟子·万章上》
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
也。”〔34〕关于这则材料的诠释，诸家意见歧异
颇多，此处不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王安
石《杂说》中倡言“义命”问题，应当是受
到《孟子》的影响，书中对于孟子关心的话
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就该则佚文的内容而论，王安石关心的
似乎是“天命”与“符瑞”的问题。王安石
肯定了“符瑞”存在的合理性，认为“符
瑞”正可展现“天命”不能以力违拗，奸人
也会因畏天命而停止矫托以欺世。但“天
命”与“义”的关系与联结为何，由于文献
散佚，该则佚文未能完整地展现。

佚文中尚有多则讨论“心”的文字，体
现王安石重视心的作用，主张在心上做工夫
的思想特色，《精骑》保存的另一则佚文曰：

今徒曰：“无心则莫怨，莫怨则莫害”，

是亦不足以为知矣。夫莠之败田，无心也，

田者不怨也，而岂能使之勿耨乎？夫苟无心

而已，则其不得戕于物也，幸矣。（治心）〔35〕

王安石借由对话问答的方式，反对有人
提出“无心则莫怨，莫怨则莫害”的观点，
他以莠草败田，虽出于无心，却仍遭耕耨为
例，指出“无心”只会“得戕于物”。其中
隐含的意思是人不应走向老庄主张“无心”
的虚静无为之论，而是应当积极地主理内
心、主宰自我，应当讲致用而重有为。

另有一则同样体现王安石重视心的作
用，曰：

人之所学，学改其观而已矣。夫楼船之

载，其物如山，及船一转，则如山之物莫不

易向，心亦如是。夫平生之多闻广见，博学

详说，皆聚于心，心观忽迁，则曩之多广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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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者，尽随而改。〔36〕

此篇强调的是“心”与“学”的关系，
提出倘若心观忽迁，即便学识多广详博，也
不免尽随而改，故王安石仍是强调人应该主
动积极地治心、主理内心，唯以努力在心上
做工夫，方能意志坚定，学问坚实。

王安石此说实承自孟子之说而来，《孟
子·告子上》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

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

矣。〔37〕

孟子认为，耳目之观，应接于物，故往
往随物而迁，为利欲所蔽；唯有“立乎其大
者”，在心上做工夫，树立心的统帅作用，
方能不被物欲所蔽，而成就“大人”。王安
石的论说与孟子颇为相似，由这则佚文可
见，王安石心性学说实与孟子一脉相承。

王安石重视“心”的观点，还散见于
《临川先生文集》 之中，如他在 《易泛论》
中言：“心，体之主也。”〔38〕《礼乐论》言：

“气之所禀命者，心也。视之能必见，听之
能必闻，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诚之
所至也。……诚生于心。”〔39〕这些论述可以与
《杂说》佚文互相发明，足见王安石主张在
“心”上做工夫，重视“心”的统帅作用的
思想倾向。但若细究源流，《杂说》一书是
王安石最早表现这些思想的文献，是他重视

“心”的思想的源头，足见《杂说》的价值
所在。

3.回向三代，变革法度
传统儒家素有“内圣外王”之说，即在

道德性命的内圣学说的基础之上，得以发展
出政治事功的外王事业。上文述及王安石关
于道德性命之学的讨论，属于“内圣”即

“体”的一面，而其政治主张与作为则属于
“外王”即“用”的一面。“经世致用”是王
安石思想的重要面向，正如夏长朴所言“检
讨王安石的思想，可以发现积极有为与重视

致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40〕而王安石
确实是宋儒中最接近“得君行道”的一位，
在熙宁间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
践，变法立制。

据余英时的研究，仁宗朝以来的士大夫
群体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即“回向三
代”，回复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道德风
俗；而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则可被
视作这一思潮的最后结晶。〔41〕但王安石“回
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很早就已见雏形。在他
早年所作的《杂说》中，便可见颇多对于上
古三代的尊奉推举。如其中一则曰：

三代之法律，不若汉世之密；三代之境

土，不若汉世之广；三代之取敛，不若汉世

之巧；三代之宫室，不若汉世之侈。以汉世

修法律之精工，议三代之礼乐；以汉世开辟

境土之劳苦，讲三代之田禄；以汉世务取敛

之奇巧，论三代之赋役；以汉世修宫室之功

力，复三代之制度，吾见其有余矣，惜

哉。〔42〕

在该则佚文中，王安石将汉代的礼乐制
度与上古三代进行比较，对汉世未能复古而
感到惋惜，一方面蕴含了“汉唐”远不如

“三代”的历史观，另一方面隐微地表达出
变革当下的社会制度，期冀回向上古三代礼
乐制度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如何“回向三代”，在王安石看来，显然
是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变革法度，建立新的
政治秩序。《杂说》作为王氏早期思想的代
表著作，其中出现了多处关于变革现行法
度，意图恢复三代之治的论述。其中有一则
佚文曰：“治世之法必有可革，乱世之法必
有可因。”〔43〕这则佚文中体现一种辩证的思
维，即使是乱世，其制度法令仍有可学习之
处，反之即使是治世，其制度法令仍有可待
改革完善的空间。日后，王安石在主持政治
改革时，往往遭到旧党人士以“祖宗成法、
尽善尽美”为名的政治攻讦，王安石“治世
之法必有可革”的说法是为其政治改革
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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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以经典诠释作
为思想资源，为其改革变法提供一种理论上
的支持。如佚文中有一则曰：“九三不如九
五之得尊位大中，未占有孚，是以言而后能
革也。不待言而能革者，革之上也；待言而
后能革者，革之次也。（革言三就）”〔44〕该则
佚文末题曰“革言三就”，出自《周易·革
卦》，可知此篇是针对《革卦》而展开的义
理阐说。王安石《易解》中存在一段类似的
论述，可与之对读，其曰：“三过中，是以
言而后能革，革之次也；九五尊位，盛德不
言而能革，革之上也。”〔45〕

孔颖达疏解《革卦》曰：“革者，改变之
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曰革也。”〔46〕可
见，“革”字蕴含对旧事物本质的改变之
意，在易学中尤其与改革、革命相联系。而
《杂说》中针对《革卦》的诠解材料，特别
呈现王安石关于如何改革、如何革命的
意见。

所谓“革言三就”，一般将之解释为实施
社会改革应审慎对待，经多次舆论宣导而取
得众人的信服后，方可着手进行。王安石在
前人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经
舆论宣传后方才实施改革，乃是改革之次
者；圣人居位而主持改革，不待舆论宣导而
自成改革之功，才是改革之上者。前者按部
就班、审慎推进，虽然不失稳重，但也容易
陷入议久不决的困境，导致无法克服因循苟
且的惰性，故而他转而主张改革者应当具备
强大的意志，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有
为，勇于任事。王安石针对易卦的阐释，拓
展了经典原有的意涵，其目的在于表达自身
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
略窥王安石早期的政治改革理论，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到他作为政治改革家所具有的超乎
寻常的胆识与气魄。

结语

《取善集》《集义》等书中保存王安石
《杂说》佚文七则，可以进一步补充、丰富
学界关于该书体例及思想特色的认识。《杂

说》佚文丰富了学界关于王安石思想早期形
态的认识，对于研究王安石思想的发展与演
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佚文反映出王安
石主张在心上做工夫，重视心的统帅作用的
观点，可以说是日后王安石心性学说之滥
觞。同时，佚文关于经世致用及政治改革的
论述，特别集中体现为“回向三代，变革法
度”的观点，与王安石之后的变法思想以及
政治上的具体施为，同样是一脉相承。

若将《杂说》置于北宋学术思想发展的
脉络之中，同样体现重要的意义。佚文中多
次提及孟子，表现出安石推尊孟子、期冀接
续道统的职志，也正因如此，书成后时人皆
将其与孟子相比。《杂说》可以认为是北宋
中期“孟子升格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了孟子学说的流行与学术地位的抬升。
同时，《杂说》 开两宋讨论心性之学的风
气，由于成书后在士人阶层间颇为流行，推
动了北宋中期士人谈论道德性命学说的风
气，以至于“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
性命之端”，在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脉络中
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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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ation of Wang Anshi's Huai Nan Za Shuo and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Therein

Cen Tianxiang

Abstract:Wang Anshi's early work Huai Nan Za Shuo was quite popular dur⁃
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it has been lost for a long time. Be⁃
sides Jing Qi, Li Lin's Dao De Zhen Jing Qu Shan Ji and Liu Wei⁃
yong's Dao De Zhen Jing Ji Yi also contain seven paragraphs of Huai
Nan Za Shuo. The paper collects these lost texts from these two books
and analyzes the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Huai Nan Za Shuo according to
these lost tex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Wang Anshi's Huai Nan Za Shuo
promoted the popularity of Mencius Theory, deepen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thesis of political reform,
which ha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Wang Anshi; Huai Nan Za Shuo; compil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ought

082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