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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悠久的中国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改革遗产。与汉唐相比，宋代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并促使宋代社会出现了种种变化，这既是社会自身日积月累的进步所致，亦是人

们（包括其时的统治阶层和平民百姓）为适应社会进步而主动变革的结果。北宋中叶的“庆历新政”和“王安

石变法”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对宋代改革作出新的审视和反思，我刊与中国

宋史学会共同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当今，中国正在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奋力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从根

本上说，只有不断深化改革进程，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最终实现。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宋代改革的历史特点及后世影响（专题讨论）

［摘　要］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

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

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

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

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

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

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

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

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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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考察宋代的政治变革，或许可以从深刻影响这一

时代的“祖宗之法”谈起。“祖宗之法”是宋人口中、笔

下经常出现的提法，其实质是指宋太祖、太宗以来逐渐

形成的以防微杜渐为核心精神的基本治国原则，以及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诸多做法与说法。

所谓“祖宗之法”，无法逐一历数。就通常被肯定

的方面而言，主要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后妃、宗

室、外戚、宦官的限制，以及对于士大夫言事者的信用

与宽舒，等等；就其负面内容而言，主要有“守内虚外”、

“强干弱枝”的总体政策造成的国势不振，文武相制、内

外相维、上下相轧方针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于喜事

兴功的戒惕，等等。其中，有豁朗开明之处，也有因循

保守的方面；有理性务实的措施，也有荒唐混淆的做

法。而在今人眼中相互矛盾的这些表象，若就宋代政

治实 践 而 言，却 都 建 立 于 “专 务 以 矫 失 为

得”［１］（卷１２，《法度总论二》）的原则基础之上，共同渗透出宋人

意识中的“防弊”精神。“防弊”的针对性堪称具体，但

缺乏远见卓识与应变机制。在这一体制长期运转过程

中养育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倚重，而

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气魄器局不凡的政治改革家则往

往受到疑忌掣肘。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

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

变”［２］（卷１２８，《本朝二·法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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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

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

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

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

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

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

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宋代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封闭内缩。防弊是以

具体制度作为载体实施的。即以防范“壅塞”为例，转

对、轮对、召对等面奏方式，增多了君臣间直接沟通的

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之政绩考察渠道、社情民意搜集途

径的拓展，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开，

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

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

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趋向理性化、规范化的主旨较

为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政务运作方面，条规严密、易操

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序；人事举选方面，“以程文为去留”

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常调选任原

则；财务审计、鞫谳分司、磨勘复核等各项事务中浸透

的制衡精神；文牍档案材料的完备，技术性实施手段的

绵密；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

注，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凡此种种，体

现出官僚政治运行中防范弊端的自觉程度，也成就了

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事实上，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

治天下”局面的达成正是政治开放度大为增加的结果。

官僚政体取代此前的贵族政体，其优越性即主要体现

在士大夫阶层政治参与度的扩大上。这种参与度的扩

大，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更重要的是给宋代政

治增添了活力，进而给宋代社会增添了进步的动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转

折意义、牵动意义的重要事件；推动者一般比较自觉，

具有明确的对象与目标。而且，毋庸讳言，改革通常是

有官方支持作为动力的；即便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更革，

也需要上层的赞许与因势利导才能得以光大。相对而

言，基层、个体、局部的创新则可能是频繁多发而被视

为自然的。任何朝代中，重大的改革毕竟为数不多，从

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

而渐进的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衍化则可能发生于各

个角落，或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变化。突变的带动与渐

变的累积，构成为相辅相成的演变内容；惹眼的改革事

件，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就了一个时期的面貌格

局。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

看也是类似，即便是在学术界热谈的“唐宋变革”阶段

中，实际上亦是如此。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经分析过赵宋开国初

期的“大纲”与“节目”问题：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

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

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

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２］（卷１２７，《本朝一·太祖朝》）

在朱熹看来，兴弊拯坠是综合性的事业，其中关键

首先在于“大纲”的更革；而“节目”则要有所因循，逐渐

调整———“此方是英雄手段”。这种区分轻重缓急的错

落更迭，是宋初统治者们有效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所谓“保守”、“创新”，在

宋人心目中并未赋予特别的褒贬意涵。在当时，保守

多指保持守护，“保守祖宗基业”、“保守天下”是宋真宗

以来影响颇深的政治出发点。而创新则在许多情况下

背负着新建事项、开辟兴造之语义，有时会是警惕的对

象。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历史上缺乏创新之举，相反，

面向实际而不图功利的基本氛围，酝酿出了层出不穷

且影响久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

对于循守前规带来的“因循之弊”，宋代士大夫的

批评不绝于耳。像吴奎有关“朝廷之过，常在乎无事之

时 因 循 而 不 为，有 事 之 后 颠 沛 而 失

错”［３］（卷１７１，《皇佑三年八月已卯条》）的说法，周必大等人对于“稍

革因循之弊”［４］（卷１３４，《条具弊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呼吁，都

为人所熟知。宋人也时而称道：“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 有 的 认 为： “新 者 精 神 之 谓

也”［５］（卷１，《奏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有的强调：“天下旧而不复

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续”［６］（卷８，《进策五道·臣事下》）。勉

力通过变法改革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

弊”［７］（卷４１，《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者，则有北宋中期的范仲淹、王

安石等人。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北宋仁宗以来“士大夫

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时曾说：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问题）一天一天

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

中渐渐萌出。

与胡（瑗）、范（仲淹）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

神蓬勃四起。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

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

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

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

涌般不可遏抑。

应该说，宋代较之于前朝，不乏政治革新之举，士

大夫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力。适逢“合

变时节”，宋庆历时期的新政与熙宁时期的新法，都是

由士大夫主动推进的政治改革运动。范仲淹“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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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

浓墨重彩的篇章。

宋庆历改革过程中，“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

立场，以道自任与坦率无忌的态度，揭开了宋代历史上

富于生气的一页。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批评时政、

创行新政，是以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为其旗

帜。其中传达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而是对现实政

治的不满以及要求积极有为的迫切愿望。这使我们注

意到，对于“祖宗之法”的倡行与维护，不一定出自保守

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有些情况下，遵行“祖宗之法”，是

作为限制时下弊端、整饬政风的理论依据被提出来的。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在宋代，为什么不

仅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人物强调凡事依照祖宗朝的“既

定方针”行事，即便是主张变革更新的士大夫们，也时

常以“斟酌祖宗垂宪”为念。

对于“祖宗之法”，两宋朝野人士的态度并不相同，

有发掘借鉴者，有借重缘饰者，也有阳奉阴违的。但敢

立殿陛之前正面质疑，堂堂正正表明“至于祖宗之法不

足守，则固当如此”［８］（卷５９，《神宗皇帝·王安石事迹》）的，仅见于王

安石一人。宋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

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最直接的目标首

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衍化成集中而突出

的政争，关键是涉及到了对“祖宗之法”的更革，从而引

发出一系列深层次反应。

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有着明显的类似之

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

类似，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未能达致根本目标的结局

也算类似。二者亦有明显的不同：改革的纲领不同，入

手的方式不同，汲取的思想资源也不同；但给人印象最

深的是，二者对于宋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的不

同———“王安石变法”牵动幅面的深度及广度，非“庆历

新政”所能比拟，它像宋代历史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以

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后王

安石时代”［９］（Ｐ９）。就其评价而言，“庆历新政”尽管失

败了，却受到后世几乎一致的称扬；而对于“王安石变

法”，则在近代以前，批评之论远远多于赞颂与支持。

要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还是离不开对于“祖宗之

法”的认识。

改革变法运动对于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的历史走

势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这些事件，以往我们的关注

点大多在于改革的压力、法度的内容，而不大注意其终

极追求、其推展运作的方式，对其主导力量乃至影响利

弊，倾向于“打包”认识，切实细致的观察解析尚非充

分。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改革变法运动之所以在

宋代历史上激起巨大波澜，正是因为有悖于赵宋长期

以来平缓渐进的主调。

宋代历史的推移，伴随着对于“祖宗之法”不断的

再发掘、对于“祖宗”形象的再定位与再塑造。许多精

英贤达在寻觅向前的出路时，却采取着回头看的途径，

他们付出过执著的努力，试图开掘传统中的资源，希望

通过“回归”祖宗而达致再振时势的目标。他们中的一

些先进者曾不满于“祖宗法”的束缚，也曾求溯到先王、

三代这些更加资深的“老祖宗”，努力从历史的更深处，

从根本性的经典中探寻应对现实的新意。

对于“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

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体现着一

代代人对其时代责任特有的理解，也折射出一种整体

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

高，也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

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祖宗之法”作为整体被视为神

圣以后，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

发扬，将其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而乞灵依赖，形式上是

尊崇，事实上则将其置于难以再生之境地。

２０世纪初，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曾称：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

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

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

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１０］（Ｐ６６８）。

就政治气候及具体制度的渊源而言，很难说元、

明、清直接承继着宋代，但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

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

带来的影响大都深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这一份政治文化遗产，后来者需要认真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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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

耳！”［５］（卷１３０）朱熹的回答可谓是鞭辟入里。而且，揭示

了一个士大夫与君主关系的重大转变。宋神宗在熙宁

时期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其与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

夫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共治天下”，这种关

系的基础是，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反对派司马光等人尚

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他们的“得君行道”不是无条件

的，也就是说当君臣变法的大方向一致时就可以合作，

如果背离了大方向，君臣之间的合作或“共治”就可终

止。王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就与

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密切有关。从宋神宗的

角度来说，变法之初欲有所为而不知如何为，因而他需

要能帮助他有为的士大夫为他择“术”。所以，他们因

“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一起，又因为共同理想中

的不同旨趣而分道扬镳。特别是在学会了“许多伎俩”

后，皇权的独断专行便无须再有他人的牵制，“事皆自

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宋神宗如此，宋哲

宗、宋徽宗亦如此，甚至走得更远。宋哲宗绍圣、元符

时期的绍述派和宋徽宗时期的蔡京集团莫不是备左右

趋承的一等庸人。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

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

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

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

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

王安石变法表现在思想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

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因为王安

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免役、保甲、科举、青苗等新法，

在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及增损的情况下，均为宋朝以

后的历代所延行，说明王安石变法符合中国历史的发

展趋势，但是对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没有产生

质变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从思想精

神层面来观察，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士大

夫们首次运用儒家政治理念重建社会秩序的一次有益

尝试，他们为实践“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力图建立

一个较为平等社会的努力，在变法中表现出的“天变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

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

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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