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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文／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杨忠恕中国人民大学

雏一个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并不是
布司马光，而是苏辙。
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实施的当月，

苏辙就上书指名道姓反对王安石和青苗法：

青苗法是一种变相税收，钱财“在官何若在

民”；城郭财富分配不均确实会导致土地兼

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间贫富总有变数，

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远冠绝于

世。但是，倘若官家插手，财富就只有一个

流向——封建官僚，而且过程不可逆!

由于青苗法盘剥过甚，苏辙预言了靖康

之耻：天下有事，当何以处之?结果奏折被

王安石“留中” (扣住不给皇帝)。

与苏辙相比，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式

其实相当温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是同事，二人也曾

因文学造诣而惺惺相惜，司马光希望能私下

劝阻王安石。

于是，他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

位昔日的同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

财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搂

钱上(大讲财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

若亲见父子离散之惨状，当知亡秦之迹已

现!

书信向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

友之间的正常沟通，司马光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规劝王安石。

对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

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

名”，后来发展到逢人就骂。随着王安石的

骂声，司马光的来信内容被公诸于众，成为

茶楼酒肆的话题：青苗法使得“贫者既尽，

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富人，

到时候朝廷又去那里收取租赋呢?

明朝坏到掉渣的大太监魏忠贤曾经一

度把持了朝政，这个人渣采用简单而粗暴

的手段控制朝臣，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

厂” “西厂”，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

何敢当众非议他们的人。

干出如此坏事的不一定只有宦官里的文

盲、人渣，还有对皇帝自诩周公的王安石!

秀帅l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所谓判

官，就是州级衙门里一个有职无权的文员，

职级是从六品。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李

定来京拜见老师，他对王安石说：有人提醒

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论新法得失，以免惹祸上

身，我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谈论新法好

处对我有害。这句话深得王安石赏识，王安

石下令，李定立刻升迁为谏台御史中丞——

从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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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

路，此前大宋王朝从未有宰相直接任

命言官首领的先例。吏部对这道命令

的回应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为，

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无人再可制

约相权。

王安石的回应是：罢黜吏部一切

敢于反对李定任命的人，罢黜一切在

台谏不与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没有让王安石失望，到

任后，立即搜集韩琦、吕公著、欧阳

修等新法反对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

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诬陷欧阳修与

儿媳有染!

数月之间，台谏旧人去之一空。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

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

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

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

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

税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

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

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

国强兵。

也许是听了韩琦的话有所悟，也

许是为了调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也

许是为制衡王安石的权力，神宗下令

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要求司马光

协助王安石修订新法条款。

司马光的回应是：一日不罢黜

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

炉(不可同朝，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

处)?宋神宗慨叹：无论别人如何辱

骂司马光，能坚辞副枢密使的，自朕

即位以来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叹司马光高风亮节，

王安石却不这么想：不是说冰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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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同炉吗?那么，我是风儿你是

沙，我来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斡旋下，司马光被外放

陕西永兴——让一个书生上了西夏前

线。幸亏当时北宋和西夏没有大规模

开战，否则，我们极有可能见不到今

天的《资治通鉴》。

熙宁四年四月，远在永兴的司

马光挂冠而去，声称自己从此“绝口

不论时事”，回到西京洛阳专心撰写

《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鸿篇巨著《资治通鉴》

的作者，不要说当时的北宋，就是后

世千年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也已尽在

其中，至今无出其右!司马光从一开

始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智慧正

是源自对历史脉搏的精确把握：治理

天下如同修补一间宫殿，要拆梁换柱

就必须有巧匠和良材，现在既没有巧

匠，也没有适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

人要拿走宫殿的材料，那么，这间宫

殿很快就连普通风雨都不能庇护了。

司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

机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

拆走宫殿的封建官僚。这些人可以为

一己之道废弃惠及天下人的善政，为

一己之财遮挡天下人的财路，为一己

之名废弃天下人的生命，结果，天下

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财不免于亡，

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封建官僚一面高

喊“重农抑商”，一面成为获利最大

的“官商”，断绝天下人财，天下人

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王安石终于搬开了一块最大的绊

脚石，新法真的为朝廷搂了很多钱。

熙宁四年，北宋王朝的岁入比熙宁元

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创新高，到熙

宁六年前后约为熙宁元年的五倍，仅

青苗钱一项就足抵熙宁元年的所有岁

入。

神宗用这笔钱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桩库”。

封桩库始建于宋太祖年间，朝廷

每年在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专用于

赎买燕云十六J'l、|o随着宋辽两国定立

檀渊之盟，封桩库早就名存实亡了。

熙宁六年开始，神宗重建封桩

库，青苗钱全部收归封桩。南宋年间

的史学家洪迈曾这样形容封桩库：神

宗愤恨狄夷，共建52库以平之，皆存

满金钱，有了这些钱即使20年不收赋

税，亦足天下所需。

20年朝堂之需，这得是多少生民

之血!!!

对此，就连王安石也数次上书要

求罢黜封桩库，神宗的答复却是：敛

财的目标就是积攒财富，不积攒起来

就违反了“理财”的本意。

神宗积攒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对西夏用兵。

仁宗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议和，

此后数十年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

却都是西夏土匪与北宋豪强之间的械

斗，再未升级为战争。现在，神宗

重建封桩库，要彻底制服这个已经与

北宋王朝称兄道弟数十年的异族帝

国——西夏，从此，大宋帝国真的陷

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FI

(下期刊登《青苗法川：朝廷的

个体工商户贷款》。更多内容敬请关

注陈雨露、杨忠恕《天下之财》)

编辑杨筱

E—mail：yangxia0201 31 O@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