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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文思

孔子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应当承认， 我没有资格为岳年先

生这册书写序， 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从学养上来看， 他都是我尊敬的先生。 从三年前开

始读岳年先生的文字， 到后来有机会见到并聆听先生纵古论今， 我都只有敛首静听的

份儿。 先生是儒雅的人， 爱好读书，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将一点有限的个人时间用于

阅读与笔耕。 在现今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 所有出于爱好或耽于寂寞而愿意读书的人，

都令人欣赏， 所有在忙完了生计的时候， 有心与 《船山全书》 之类佳册相伴终老的人，

都值得尊敬。 因了这份敬重与欣赏， 我记起一句话， 叫做 “恭敬不如从命”， 是以， 尽

管没有资格， 仍然遵岳年先生之命勉为小序。 荀子说： “言而当， 知也； 默而当， 亦知

也。” 希望这篇非序之序言而有当， 默亦有当。

名士一词， 从广义上讲， 泛指有名之士， 但在中国古代， 名士另有特定的历史意

义， 专指那些才能过人， 却不愿为官的有风骨的一族。 《礼记·月令》 有 “勉诸侯，

聘名士， 礼贤者” 之句， 郑玄为 “名士” 做注即为 “名士， 不仕者”。 这类名士上可推

至老子与庄子， 他们虽然怀有经世治国之才， 却平心静气， 居于山野， 志于著述。 中

国历史上可称为名士时代的时期是魏晋， 那是一段黑暗的时代， 为争夺政权， 阴谋与

战乱并起； 那是一个绚丽的时代， 因政局不稳， 一些博学的人隐居以自保， 为抒写无

处施展的才略， 他们放浪山水， 斗酒狂歌。 在后来的历史上， 他们代表了那个时期的

正义， 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朝代的更替为这类名士的归隐创造了条件。 古时， 旧朝老臣归附新朝会被视做没

有气节， 隐居并拒绝为新朝做事是有骨气臣子的上乘之选， 张岱、 陈洪绶、 朱耷等

等， 皆是如此。 这类名士原本学识渊博， 又历经离乱， 对世界对人生常常有着更深邃

的思想和体悟， 在他们身上， 很有些可圈可点之事。

像王船山， 在明朝无可挽回地被清朝取代后， 拒绝清廷， 隐居在老家衡阳的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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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著书立言， 荒山寂寂， 风雨凄凄， 他的心念想来是苦的， 是无法拯救的苦。 可

是， 这苦并没有淹没他的气节， 没有夺去他的才情。 他不屈服于现实也不放弃自己，

而是将丝丝苦点点痛放逐在旷远天地间， 成绮思成妙想成绝唱， 他笔下洋洋千万言的

哲思给后世留下的是不朽是传奇。 与王船山这种孤独隐逸、 有风骨的名士相比， 与王

孝伯定义的 “但使常得无事， 痛饮酒， 熟读 《离骚》” 的魏晋名士相比， 赵普、 沈葆

桢、 梁鼎芬、 王闿运等人则为另外一种类型的名士， 他们虽然也生逢战乱， 却没有在

朝代更替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痛苦， 在朝为官则尽己所能为朝廷做事， 在野为民则心安

理得为学为师。

从古至今， 名士多则多矣， 岳年先生在读书过程中甄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约二十位

名士加以圈点， 成为册页间的文字。 这些文章有考证有议论有生发， 闲来阅读， 既可

消磨时光又能增加学问， 盖因所讨论的既有古人也有今人， 不管今古， 均无例外地有

着共同特点： 是真名士自风流。

2011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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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黄岳年

负暄翁张中行谈到太湖石的时候， 透过其形体的可爱， 想到小民的汗水甚至血泪。

他后来是谢绝去看秦始皇的兵马俑了， 说对于以李斯、 赵高为左右手， 焚书坑儒， 想

拥有万世统治权的暴君一向没有好感， 及于兵马俑， 他看见会想到已经死了的在上者

仍在横行霸道， 小民则在下俯首听命， 唯忍， 忍， 忍。 他觉得还会想得更多， 如人性、

历史， 俟河之清， 难免要痛心。 于是遵循汉高帝吕后的高明见解， 以为人生短促， 不

宜自苦， 躲开也罢。 他奉劝自己， 为了养生， 还是随缘看看太湖石， 少想些秦始皇吧。

愚意与负暄翁， 并无二致。 惜乎身处僻壤， 欲寻太湖石而不得， 遂于断墨残楮间

网罗一二， 为追思贤者之乐。

闲来饮茶， 与友人聊起书。 改坡翁句云， 戏作小字君莫笑， 从来佳书似佳人。 友

人怂恿者再， 说翰墨文字， 诗酒佳意， 于可有可无间见性情本色， 亦人生苦短中一乐

也。 于是莞尔， 在册页间涂鸦， 戏题翰苑茗香。 虽不免僭越狂妄之嫌， 但心向往之的

愿望， 却是真的。

时光荏苒， 三复其年。 过去只是贵族享受的文明文化， 现在是深入寻常百姓中了。

套用摩登话说， 这是时代发展、 社会进步、 科技发展所赐。 只要愿意， 人人可以饮上

品茶， 读翰墨书。 大家都是雅人了。 生逢其时， 常兴三生有幸之叹。 回望往昔， 读书

人或宦或隐， 或读或耕， 历历可讽。 徘徊于文字记录的历史中， 今之视昔， 亦犹后之

视今者也。 右军一语说中了历史， 也说中了现实。 且去翻书， 且去品茗， 莫论其他。

然而真实的文化， 无不关乎人生， 关乎性情， 关乎民生。 性情须要陶冶， 生命亦

当升华。 圣贤如王船山， 高道如刘一明， 词客如顾太清， 学者如王壬秋， 宦游如梁鼎

芬， 读书如陆心源， 前贤名士， 事或可入茗， 作茶余酒后谈资， 而人， 则已然千秋。

虽是任人评说， 却并不寡淡无味。 且胡思乱想， 信马由缰， 做一回自由的自己。

忙碌于生计， 或许忽略了人生和历史的滋味， 何妨借书起兴。 《旧约》 有言：

“已有之事将来必有， 已行之事将来必行， 太阳底下无新事。” 人生太过匆忙， 文字几

成呓语。 但话总还是要说的。 于尘封的书册中找寻意趣， 不失为人生快事。 是为序。

2011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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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王船山：元明两代一先生

2004年，方克立给他的博士们荐书时，推荐了《船山全书》。 方先生说：“我老了，不知

道还能做多少事情！ ”在完成已承担的一项研究计划之后，如有时间和精力，他表示很希

望能回到王船山，与《船山全书》相伴终老。 他还说：“王船山是中国古代最渊博、最深邃

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但是宋明理学，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

者。 我很欣赏侯外庐把他比做中国的费尔巴哈，对其思想和人格有一种特殊的敬重。 ”

四十年从事哲学与文化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博导，要把剩余的岁月许给王船山，是

够让我们回想一阵的。 从1982年至1996年，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了船山遗著，以《船山

全书》为名印行，共16册，计46种。 1998年11月，《船山全书》共16册成套推出第二次印刷
本，印数为1 500册，定价为880元。

《船山全书》的责任编辑杨坚先生曾经在书印出后，陆续把出来的书赠送给当世名

家，以征询意见或结缘。 当年，孙犁先生收到书后，于1991年5月10日写了《读〈船山全

书〉》一文，孙先生说：“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

坚同志。 每出一册，必蒙惠赠。 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谊，使我感念不已。 我

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

对船山先生的评价，很多很多，不过，最能为我们所理解，并且最为亲切的，还是孙犁

先生的话：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

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

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

人所能有的。 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

（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

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

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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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

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

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

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

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

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

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深谙写作三昧的孙犁，对船山先生及其著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谭嗣同称船山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

而已”。

王船山《题长乐石仙岭船山祠》诗云：“一代先哲开生面，万古流芳启后贤。 ”他的《自

题湘西草堂书室》联语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就是说，生命已经成为

一种累赘， 只有把它奉献于华夏文化传承， 才是惨淡的生命获得意义与升华的唯一方

法。 他写下的文字，五经四书、老庄佛道无不涉及，每一部都是顶峰之作。 他是中国的百

科全书式人物。

1675年，王船山写下了《走笔赠刘生思肯》的七言绝句：“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

梦中身。 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 ”他是在“窹寐岂不思，力弱无能任”的无奈

之下，在1677年作出最后选择，走著述终老之路的。 终其一生，船山都是一个民族主义

者。此后，他在石船山下以“顽石”自况，潜心于中华学术的研究弘传。他后来在《庄子通·

自序》中说：“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 ”太可怕

了，在场相当于不在场，生命已经埋葬在了过去。 1685年，船山先生在《楚辞通释·九昭》

里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 ”他说屈原“放窜之余，念

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 “寒夜萧静，一念忽

兴。 神驰楚塞之外，而所以雪耻振威西吞殽函者，皆若惟我之驱驰而得志然。 ”他是在梦

里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这便是孙犁说的“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

多带感情”了。 他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

孤灯，读十三经。 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

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 ”船山于1691年完
成了最后一篇作品《船山记》。 逝世前夕，他为自己撰写的碑文为：“有明遗臣，行人王夫

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

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他还对儿子王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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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 止此不可增损一字。 ”以东晋名将刘琨、宋代大贤张载

自况，是船山最后的心情。他的绝笔诗是这样写的：“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

鬓，飘零忆五湖。 差是酬清夜，人间无一字。 ”这是一个对恢复故国有着强烈愿望，在“留

发不留头”的高压下至死保“全”，并以此自慰的“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 这是大清的一

个死敌。 他说过并坚持以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 ”

清朝末造，船山著作成了革命党人的武器。 有意思的是，授予大家的武器竟然是曾

国藩先生。 曾国藩最先从真正意义上发现了这位同乡先贤的巨大学术价值，他在金陵节

署本《船山遗书·序言》里说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

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而不见知而无所于悔”。 他应该是船山的知音。 曾夫子

杀人无算，再造大清，是为中兴名臣。 船山先生从来则是大明孤臣，中华文明的传人。 可

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将船山之作全面结集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这两个处在极端、

论理应该水火不容的人，为什么成了隔世知己？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又看到了章太炎

的《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章太炎引用了当时人们的议论，说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想法在

本质上是一样的，洪急曾缓，目的都是赶走满人，理由是曾国藩以后，汉人开始手握兵

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最后武昌起义，清廷命

革。 曾国藩实在是赶走清廷的发端者。 “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

也。 ”章太炎说：“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祆教、保桑梓为言。 或云檄文宜称大举

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 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 ”消灭洪杨后，清朝“权柄

已移，所谓制人不制于人，其计抑或如论者所言。 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 独于胡虏丑

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虽然，论国藩者，如《公羊》之贤祭仲，《汉

史》之与平勃可也。 自君子观之，既怀阴贼以覆人之国，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谲之

甚矣。 狄梁公为武氏相，卒复唐祀，其姑犹以事女主为诮。 国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妇人

哉？ ”“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 ”这一评价是到位的，也说透了“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

蔽清宗”的曾国藩的心思。 船山的名字在漫长的清王朝一直湮没无闻，曾国藩以后的百

余年，船山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学术评价，与黄宗羲、顾炎武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

家。

郭嵩焘曾为王船山题有一联，极有名：

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廉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如今，远在长沙的段炼兄，给我邮来了《船山全书》整整十六巨册，是1998年11月的成
套本。 触手爱书，想起的，是方先生的话，我也愿意在忙完了生计的时候，“与《船山全书》

相伴终老”。

2006年8月16日晚10时许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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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和“半部《论语》治天下”

说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头就会被记起来。然而，治国竟然是如此这般的

容易吗？ 这话对吗？ “从来如此”，就对吗？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最早是南宋人说的。

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只）《论语》……太

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 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

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

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 ”在这段话下面，有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

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

此外，黄震的《黄氏日钞》，王称的《东都事略》，蔡绦的《铁围山丛谈》，吕中的《大事记

讲义》，这些南宋著作中都说到了这个事。

罗书成于1251年，黄为1256年进士，蔡为蔡京季子，王是高宗、孝宗时代人，吕生活在

理宗时代，几乎和罗、黄同时代。

元代脱脱等编修的《宋史·赵普传》（卷二百五十六列传第十五），有如下记载：

（开宝）六年，帝又幸其第。 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在左

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帝顾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海物必佳。 ”

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 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着知之，当奏

闻而却亡。 ”上笑曰：“但取之，无虑。 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 ”

这赵普，收受贿赂，皇上竟然还不怪罪。这皇上不怪罪的主要原因，是“彼谓国家事皆

由汝书生耳！ ”那么，皇上眼里受贿的赵宰相，也还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 赵普被看做书

呆子，是不是这皇上的头脑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读《论语》，人

大约是“呆”不了多少的。 看来，赵普读书的情况，还是值得认真考量的。

今之视昔，昔亦犹今之实也。从现在的现实看，某些官当大了之后，就会大兴土木，治

宅建第，弄个豪宅或者别墅住一住。 从传记上看，大宋的赵普也不例外。 传记中说：

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

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权三司使赵玭廉得之以闻。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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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促令追班，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

好家伙，看来我们大西北今天的黄土高原，童山濯濯，他赵大宰相也是要负一番责任

的。 是他派人“顶风作案”，破坏生态，买树砍山，坏了我们千百年的大好河山。 皇上没有

把他收拾掉，真要算他命大福大。 千载之下，身处沙尘暴肆虐中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还不禁愤愤然。

赵普的脑袋是特别好使的，他常常念叨自己的短处。 未发迹时的缺点，更是他说事

的由头。 也就是说，他很擅长于搞自我批评、自我作践这一套，大约也说了“我不是人”之

类的话（说过之后，是人不是人的也必然没有人来追究），效果果然也不错，自然取得了

皇上的谅解：

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 太祖豁达，谓普

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 ”自是不复言。

在官场中，年轻时候的赵普不过是个小吏世家出身的人。 身处动乱，读书不得，这是

可以理解的。 只是此人运气好得厉害，“东征西讨，无不如意”，勋业赫赫，最终做上了宰

相。 传记写道：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 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

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 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

十篇也。

这就又回到文题了。这里说的“学术”，指的是对书本知识的不熟悉，不是说他的实际

工作能力。 赵普的实际工作能力，那应该是很强的，不然开国宰相的位子，他是得不到

的。就因为这段话，流传甚广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有了正史依据。这似乎成

为古往今来的美谈之一。 其好处一是显示赵普的谦逊，学问不多，仅通半部论语；二是显

示《论语》的伟大，仅半部即可安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三句《论语》看人生。 ”故事

和神话编了一千年，人们也信了一千年。人其实是很容易上当的。赵普少年当小吏，对于

学术所知甚少，当上宰相后，压力就来了，宋太祖常常劝他读书，晚年的赵普，读书已到

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宋太宗在他御制的《赵普神道碑》里说：“（赵普）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

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 ”这可是

不得了的事情。 有宋一代的重文风尚，或许也是出于此种原因。

张其凡曾经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一文，谈过赵普的问题。赵普的读书，有两

个条件：第一个是十四年之久的中枢生活，“有丰富的官藏图书可以供他阅读。 这是有利

于赵普读书的环境条件”；第二个是“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也常劝勉臣下读书，这也有

利于赵普的读书学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称赵匡胤“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

军中，手不释卷”，建隆三年二月，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令尽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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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事实》卷二记载，太祖有“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慨叹。 赵普是太祖的心腹、肱股之臣，

怎么可以置圣命于不闻呢。 《玉壶清话》卷二里说：“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

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 ’普由是手不释卷。 然太祖因是广阅经史。 聂崇义，建隆

初年拜学官，河洛之师儒也，赵韩王尝拜之。 ”这种情形下的赵普，不学也不行，不换脑子

就换人，他肯定是不会拿身家性命当儿戏的。 赵普不但从此转而好学，而且还拜了名师，

做了高徒。 这位皇帝的好学生，做出的成绩自然不俗，传记上这样记述赵宰相的能耐：

普性深沈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

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

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 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

复奏如初。 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 普坚以为请，

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 ”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

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

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对自己认准了的事，赵普简直是“死缠烂磨”。 只是这个“死缠烂磨”，用正面的话说，

应该叫做“有毅力”。 这里的“久之”一词，需要引起注意，逆了龙麟，还要等着，伴君如伴

虎，心里面的忐忑，要有一阵子了。 所以，赵普的心理素质，不能不让人为之叫好。

以下是关于赵普功业的盖棺定论：

真宗咸平初，追封韩王。 二年，诏曰：“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

彝，才高王佐，翊戴兴运，光启鸿图，虽吕望肆伐之勋，萧何指纵之效，殆无以过也。自

辅弼两朝，周旋三纪，茂岩廊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谋猷可复，

风烈如生。 宜预享于大丞，永同休于宗祏，兹为茂典，以答旧勋，其以普配飨太祖庙

庭。 ”

这是许多年后当朝皇帝的评价，所给的待遇是很高的。 赵普比魏征幸运得多，既没

有被毁坟，也没有被抄家。 这或许要归功于他和他的皇帝培养并遗留下来的温文尔雅的

风气了。

《宋史·赵普传》记载：

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

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

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理势或然。 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

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 及其当揆，

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 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

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

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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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

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

与有力焉。 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 君子惜之。

这里又一次说到了他读《论语》的事。但说得更多的是他的事功。利国利民的赵宰相，

也帮了自己的忙。

1962年，邓拓曾写过一篇文章，把“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一个读书少而精的例子

加以推崇，此文后来收入《燕山夜话》。 但从实际考察的情况来看，赵普读的不仅仅是半

部《论语》，开了他胸襟和眼界、帮了他忙的，还有许多的书；是这些博览过的群书，成就

了他的功业。 当然，《论语》应该是他最熟悉的书。

2006年8月13日晚间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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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之奸

谁是大圣大贤？ 在不同的人那里，标准大约不会统一。 前日的英雄，后来成了匪徒；

当日的匪徒，后来成了主人。 是与非，有时候还真有些不大好分。 在宋真宗的诏书里，赵

普被“配飨太祖庙庭”，算得上圣贤者流了。 可读《船山全书》，感觉又全然不是这样。

宋太祖赵匡胤从黄袍加身开始，一统江山，赵普是谋士之一，立了大功。 后来宋太祖

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以至于赵普收受吴越王钱俶贿赂十坛“海产”，

也就是十坛“瓜子金”，太祖都没有追究。

赵普弄木料，为自己营造府第，在秦、陇关山伐木，联巨筏运到京师使用。他的部下又

私自在东京贩卖秦、陇大木，违犯朝廷禁令。 虽然没有被立即追究，但此后赵普却失去了

皇上的欢心，接下来就是触霉头，再接下来就丢了相位。

王船山读《资治通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读通鉴论》。在其中的《宋论》里，把宋朝称

做“弱宋”。 对宋朝的领导人，多有论述。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他在卷二《太宗》里专立一

节，题目就是《赵普之奸》。 之后几节里，也还有连续的申说。 船山说：“唐亡以后，鄙夫以

成奸之习气，薰（熏）灼天下而不可浣。 ”赵普是受到熏染最严重的人。要不是爱读书的宋

太宗大量起用文士救弊，宋朝也会同五代一样，“同其速亡”。 他是把赵普列入为奸“鄙夫

之尤”，“鄙夫充位为之”，从而使五代列朝“一传而遽斩”，“与冯道等”的人物行列的。

在船山笔下，赵普是一个“阿附朋党，倾危善类”“密谋行险，戕害天伦”“陷于大恶而

不能自拔”之人；和导致隋朝灭亡的杨素一样的人物，是一个“不仁之人”。 船山并且声

明，这是不是过头之说，“非苛责之也”。

赵普之奸，表现在哪里？

船山说：“谋焉而当，决焉而断，与之言而不泄，处危疑而不移者也。 而其残忍以陷我

于戕贼，则独任之而不恤。 呜呼！ 天下岂有劝人杀其妻子兄弟而可托以社稷乎？ ”赵普的

能力极强，具备了做帝王心腹的重要才干。 但是，“劝人杀其妻子兄弟”，伤天害理，无所

不用其极，又是他最拿手的长项。 换言之，赵普是一个才干高，人品却极低的小人。

其奸一：迫害功臣，阻止统一。

“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赵普原为村学究，

无甚远见卓识，却提出“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他生怕武将功高，妨碍自己的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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