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慶暦新政和煕寧墜法論韓碕的“保守”

韓　　鶴・孟　修祥

　　韓碕是北宋重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慶歴年間参與並支持萢仲滝主持的慶暦新政，属改

革派。後因反封煕寧攣法，在歴史上被錦為保守派。本文從雨次攣法的異同貼出螢，分析其在此期

間態度的前後轄攣，並得出韓碕是非簡軍的循薔尊古的保守派之結論。

一、北宋中後期政治攣革的時代背景和概述

　　西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鰹過四五十年的働精圖治，鰹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

景象，正如晃読之所論：“景徳、祥符問，斯民富且庶　。當是之時，人人樂業，盧裏之中，鼓樂

之音，遠近相聞，煕煕然殆不知帝力也。”①但男一方面，從宋太宗時就薙伏的社會矛盾開始集中爆

獲，至慶暦初己鰹演攣成嚴重的社會危機。統治階級内部傾軋門事愈演愈烈、為政官員階層大刮驕

奢浮華之風、朝野彌漫因循荷且之象。外部北有契丹尋塚，西北窯項堀起反宋，西南少敷民族動乱

不断。面封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嚴重，政治統治力量失衡及内困外乱的政治局面，虜於相封下

層的士大夫椚意識到宋朝己鰹不能再循薔章而無所作為的統治下去，必須採取措施以搦脱這場前所

未有的危機。此時，攣法改革凸現出時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北宋朝相纏出現了雨次

重要的政治攣革：慶暦新政和王安石攣法。

　　但由萢仲滝、韓碕等人積極宣導的慶暦新政前後僅實施了近雨年的時間，就於慶暦五年（1045）

因為其他朝臣的阻挑汚蔑而宣告失敗，其中“結黛”一読是促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煕寧九年

（1076），由王安石主持的攣法又因以司馬光、韓碕等為首的大臣椚的反封以及其他諸多内外部原因

而以失敗告終，這其中王安石的用人主張和他的個人因素成為改革失敗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

　　如若深究雨次攣法的失敗原因，通過査閲韓碕及其同僚在此期間的諸多上疏、奏章等可以看出，

北宋中後期的士大夫深知改革之必要，但由於長期深受儒家宗理之薫陶，就出現了既想改攣現有政

治奢迫之局面，但又無法完全接受背離或塀棄了祖宗理法的改革措施的局面。鐘穆先生曽読過：“無

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②但無論是慶暦新

政，還是王安石攣法，都在“人事”這一概念上犯有錯誤，存在敏陥。韓碕作為其中重要的“人事”

因素，在封待這雨次政治攣革的態度上，可謂週然不同。伴随著這雨次政治攣革的過程，同時完成

了他從革新派到“保守派”的轄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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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碕與慶暦新政

　　北宋慶歴年間，在多種消極因素悪性膨脹的宜接作用下，凸現出了如政治、財政和社會動乱等

各種深層次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最新覧醒的士大夫椚看到了北宋朝潜伏著的種種危機，並獲出改

革的呼聲。以萢仲滝為首，韓碕、富弼等人参與的慶暦新政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政治改革，官不僅代

表了宋仁宗迫切希望招轄國家面貌的需要，也代表了北宋朝屡改革派的官員，尤其是部分地位並不

是根高的官員高謄遠囑的能力。

　　北宋慶暦三年（1043）四月，北宋與西夏的戦事己経轄入到了“慶暦議和”的相持階段。在這

種邊界危機有所緩和的局勢下，共同屯駐浬州（今甘粛脛川）的韓碕和萢仲滝被仁宗召回京師。同

年七月，任命萢仲滝為参知政事，韓碕、富弼等為櫃密副使，欧陽修、票嚢、王素、蝕靖等人為諫

官。面封嚴重社會危機，韓碕上疏仁宗日：“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心不能革時弊而弼大患”。宋仁

宗頒怖手詔，責成萢仲滝、韓碕和富弼條陳奏聞可以實行的“當世急務”，以“興致太平”。在這個

全新的改革集團中，韓碕、富弼、欧陽修等曽分別向仁宗提出其改革方案。③九月，萢仲滝正式進上

《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條改革主張：明鶏渉、抑僥倖、精貢畢、揮長官、均公田、厚農桑、

修武備、減揺役、輩恩信、重命令。這扮從整頓吏治、鞍展経濟、加強軍備三個大方面分別提出具

艦改革措施的方案，得到了仁宗的基本認可，並連績頒楼五道詔令開始施行，慶暦新政就此拉開序

幕。

　　韓碕也己深切認知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僅稲讃範“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

小則革累弊”，④且全力支援萢仲滝的新政改革。此後，韓碕多次向仁宗提出新政的具髄方法、建議

等。慶暦三年（1043）七月，韓碕上疏條陳“所宜先行者七事”：

　　一、清政本。韓碕主張橿密院、中櫃之間鷹互通資訊，小事鋸有司，椹密院鷹專議國家大事。

二、念邊事。建議仁宗在上朝時專門留出一些時間討論慮理邊防事務借此引起大臣椚封軍事的重

視。三、擢賢オ。韓碕認為封於人オ的任用慮不拘一格並善於破格重用，激働更多人オ為朝廷所用。

四、備河北。韓碕強調不磨放嶺封遼的戒備，加強守備，派專門官員整頓河北邊防。五、固河東。

宋夏交戦造成了麟州（今陳西神木縣）和府州（今陳西府穀縣）的孤立無援，韓碕提出慮　宋夏議

和之際在河東地匿修城墨、儲食糧，以加強河東之軍備。六、牧民心。重鮎提到朝廷鷹骨豊血常年受

戦事苦難的邊防百姓，廣開金用之庫，安撫民心。

　　此後，韓碕又上“救弊之術”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豊財利、遇僥倖、進能吏、退不オ、

謹入官、去冗食⑤，作為封前七事之補充和完善。這“七事八術”的提出不僅鯛及到了北宋中期官

僚制度的弊端，且與萢仲滝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的改革方案遙相呼鷹。韓碕還認識到治理

國家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人而非天，他指出“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此天乎

哉？必在人而　”⑥在當時封建專制統治思想下，實難能可貴，具有一定的進歩意義。

　　慶暦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並講具膿措施在短時間内就付諸實施。一方面，國家關於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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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吏貧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同時整改措施也在根大程度上損害了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使改革

派在新政實行初期就遭到了以前朝老臣夏疎為首的反封派的強烈抵制。“朋黛”説是反封派孤住了

最高統治者的執政軟肋，並籍以抵制新政的有利武器之一。因為“朋黛”説鯛動了統治集團的敏感

神鰹，宋仁宗失去了封改革派的信任。慶暦四年（西元1054年）六月，仁宗下詔，遣萢仲滝宣撫陳

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二人空留有参知政事和椹密副使之職谷口不再参與朝政。慶暦五

年（西元1055年）初，萢、富二人又以更張綱紀，紛擾國鰹等罪名被反封派攻撃，仁宗再次下詔罷

萢仲滝参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邪州，兼陳西四路縁邊安撫使；富弼罷櫃密副使，知郵州、兼京

東西路安撫使。而此事也牽祉到了宰相杜衛，杜衛罷相，出知衰州。代表了有進歩思想意義的慶暦

新政如曇花一現般宣告失敗。

　　新政實施的阻力不僅來源於外部，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誤也激化了其中錯綜複雑的人事矛盾，

以及改革派内部出現的長期或短期由於政見不合而引起的紛事。如在萢仲滝入京参政後議生的水洛

城之畢，實際上就是萢仲滝的主守派與韓碕的主攻派之問不同政見事論的延績，此類事件也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改革派内部的封外門事力量。萢仲俺曽在《遺表》中封慶暦新政天折的原因倣出了分

析和総結：“然而事久弊則人揮於更張，功未験則俗稻為迂闊。以進賢援能為樹蕪，以敦本抑末為近

名。泊添二華之行，愈増百種之諺”。⑦

　　慶暦四年，韓碕不顧個人安危為萢、富力辮。十二月，韓碕上《乞別白朋蕪奏》為萢仲滝等人

辮白。慶暦五年三月，韓碕再上書為富弼進行申辮：“若事有幹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豊可愉

安固禄，隠而不言？”“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誠，敦肯為國家之用？”並且，韓碕在其上書

中還指出男外一關鍵貼，即“近日臣僚多務攻撃忠良，取快私忽，非是國家之福。”但是，由於反封

派的勢力過於強大，韓碕力辮未果。慶暦五年二月，韓碕罷椹密副使，出知揚州。

　　総的來読，慶暦新政在内容上有根大的局限性，改革派錐操之過急但更大意義上代表了在國家

出現危機時，來自中下層士大夫椚改革的呼聲與意願，且政治攣革的主張與憂患意識緊密聯繋在一

起，是順鷹社會攣革的必然要求。錐然慶暦新政僅施行了一年多就以失敗而告終，但為下一次更大

的政治改革充當了先導作用，是二十多年後王安石攣法的前奏。韓碕作為慶暦新政積極地宣導者、

支持者和参與者，有著不可磨滅的歴史功績。

三、韓碕與煕寧攣法

　　煕寧二年（西元1069年），神宗任王安石為参知政事，正式施行攣法以緩解封建政権所産生的

政治、軍事、鰹濟危機。攣法具髄内容包括：1、経濟方面：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

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2、軍事方面：保甲法、裁兵法、置將法、保馬法、軍器監法；3、教育

方面：太學三舎法和貢畢法。

　　與慶暦新政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不同，王安石將攣法的重鮎放在理財上，且宋朝財利確有所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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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顯示：煕寧六年的青苗鐘利息是二百九十二萬貫，煕寧九年的免役寛剰鐘（即支付役銭以後

的純結鯨）是三百九十二萬貫，雨者相加約為七百萬貫。但實質上，攣法中財政牧入的増長並不是

主要依皐接大生産來議展鰹濟，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而青苗還息和免役納

銭，負据最重、受害最深的還是被迫以實物交換貨幣的廣大中下貧農。在政策具禮實施中爆鞍了無

法避i免的矛盾，尤以鰹濟領域上的青苗法為甚。

　　北宋初期，為了避免地主富商擾動糧食債格，傷農損民，朝廷特設常平倉和廣恵倉，其中廣恵

倉是由韓碕在宋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任櫃密使時建議設立，旨在將閲散土地集中由官府雇

人耕種，所得銭款專門用來賑災和救濟老弱病残者。煕寧二年（西元1069年）九月，王安石頒怖青

苗法，將常平倉和廣恵倉費出陳米的銭款為本銭，規定在毎年夏秋雨牧前，凡州縣各等民戸可到當

地官府借貸此銭（即青苗鐘）或糧穀，以補助耕作，取息二分。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當年借貸分

春秋雨次鞍放，實際取息高達四分之多。且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標準不一，有的地方利息寛達到

了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之高。甚至各地方為完成或超額完成王安石下達的放貸取息任務，宜接違背

“

願預借者給之”的原則，使硬性撚派成為青苗法實施所帯來的又一弊病。青苗法實施的最初目的是

為了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貸的剥削，増加國家財政牧入，緩解廣大中下貧農的境況。但實行後的真正

結果是，中小地主階級受到嚴重打撃百姓背上了更況重的負推，各府官吏　機敏鐘，食汗受賄之

風大犀盛行，導致北宋的財政問題更加嚴重。

　　煕寧二年（西元1069年）九月，青苗法一経推行之時，時判大名府韓碕就上疏神宗，認為青苗

法“是官放息銭，與初詔抑兼併、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戻……百姓皆不願投状”。⑧煕寧三年（西元1070

年）二月，時任河北安撫使的韓埼再次就青苗法上書神宗：“興利之臣紛紛四盧。條文錐然禁止抑

配，但イ尚不抑配，上戸必然不願借，下戸則借時甚易，還時甚難，將來必有同保均賠之弊。”⑨神宗

見奏，封宰執大臣読：“碕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

強與之？”⑩

　　封於青苗法取息高達年利百分之四十一事，王安石在《答曽公立書》中曽以《周禮》為例謹作

出回鷹。封此，韓碕亦上書神宗加以駁斥，指責王安石及其一派以《周禮》為謹侶言，曲解《周禮》

取息標準，且實際執行情況與其所説“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預想相差甚遠。韓碕進言読：“臣矯以

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剥民取利之理……《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

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己不為多，是欺岡聖聴，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辮也。”韓碕根擦史實

指出，除“王葬而外，上自雨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銭取利之法……謂放青苗鏡取利乃周公太

平己試之法？此則謳汗聖典，蔽惑容明，老臣得不太息而働実也1”⑪為了進一歩表達封新法的反封，

韓碕請辮河北安撫使一職。

　　再如市易法，韓碕認為此法“内外置市易務壷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功，

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⑫韓碕任宰相期間，克服重重困難終止了自唐中期以來的三百年

茶葉專費制度“暦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構頒”。⑬從韓碕難得的重農亦不輕商的思想，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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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市易法成為必然的結果。

　　煕寧攣法在軍事改革上的成果也差強人意，以致有人読新政富國有術而強兵無力。甚至軍事素

質低、戦門力差的弊病也未有所改攣。在教育改革和科畢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就在於罷詩賦、明

鰹諸科而以経義、論策試取。這種改革措施造成的後果就是抑制了學術繁榮，累多士人思想禁鋼於

儒學，進而形成了儒學墾断的文化專制，封於至此以後近千年的中國文化、文明等諸多方面來説，

都是弊大於利的。就連王安石晩年也深感其失，鞍出“欲攣學究為秀オ，不謂攣秀オ為學究也”⑭的

歎息。就連高度讃揚王安石攣法的梁敵超在《王荊公傳》中也不得不感歎此改革措施為“沿襲数百

年以毒天下，悲夫ビ⑮網的來論，在國家施政的重要環節上，王安石制定了比較正確的指導方針和

原則，但在貫徹和執行上往往不能堅持原則。在煕寧攣法中，如青苗法一様在實施時偏離“用天下

之力，以生天下之財”的指導原則，違背立法條文本意的具膿措施還有根多。導致新法偏離了有利

於鞍展生産的前提，成為不揮手段和無限制追求財政牧入的法令，再加上各地方官吏渾水摸魚，　

機大獲非法不義之財，原用來福國裕民的“新法”，攣成了富國而貧民的新剥削工具，這就必然危及

攣法事業的順利推進，並成為導致攣法失敗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從現代角度剖析王安石主持攣法的指導思想，不難看出，王安石從國家本位出鞍，強調的是君

王的統治権益，維護的是朝廷財政的充裕和國家軍隊的強盛，而百姓並不在此次攣法権益維護的範

園之内。錐然我椚不能以現代的観貼和角度去苛求古人，但過分理想化的信頼官府執政能力，鋏乏

群累基礎確是煕寧攣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封財政危機王安石將兼併之家及大地主剥削來的一部分財富轄化為官有財産，緩解朝廷鰹

濟困境。但不置可否的男一貼是，王安石攣法策略中財政的主要來源伍然是宜接來自工商階級和下

層百姓。這與韓碕積極参與的慶暦新政的相關政策和宗旨有著根大的不同。韓碕多年地方官的鰹歴，

使他深諸下層百姓的生活疾苦。一方面，作為封建官僚韓碕積極主張維護皇権，憂慮朝臣大事，

欲以慶暦新政一改時代乾坤。男一方面，他從民情出鞍，反封煕寧攣法中宜接危害農民利益的改革

措施，而非盲目地全盤否定。煕寧三年（1070年），韓碕在回答宋神宗關於河北防務問題的奏章中

説到：“臣願朝廷加意選揮一路守臣、將官，若浸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予

之事，益以修畢也。臣賭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為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総治牧事。又各

有幹當公事官三数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歳年，則可見其敷。”⑯由此可

見，韓碕封於新法内容中如置將法、保馬法等持賛成的態度，予以正面地肯定。韓碕反封的都是一

些與民事利的具膿措施，主要是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看實事實例，都不能將凡反封煕寧攣法

者統一規劃為守薔的反封派，更不能將韓碕簡軍地婦列於思想頑固的保守派。

① 《嵩山文集》・巻一《元符三年慮詔封事》

② 鐘穆中國歴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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