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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更注重细节与真实
记者：首先请谈谈您创作这部作品的

缘由或契机，为何给这一对君相立传？相较
于同类作品，您这部书有哪些特点？

吴钩：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缘由，我
在写上一部《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就
有这样一个规划，当时就想写四部北宋皇
帝的传记，一位是宋仁宗，在2020年已出
版；第二部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今年9月
份推出；下一部要写写宋太祖，最后再写宋
徽宗，通过写这四位北宋的皇帝，把北宋历
史串起来。
图书市场上，关于王安石变法题材的

书有很多，这是个热门题材，关于神宗皇帝
的书很少。但是如果谈到神宗朝，那肯定绕
不开王安石，也绕不开王安石变法这么一
个重要事件。相比同类题材的其他图书，我
个人认为比较突出的一个不同就是，其他
同类作品一般都采取鸟瞰式的视角，对王
安石变法的大体过程与大致内容，做比较
粗线条的勾勒，一般都是概括性的；然后再
对变法的利弊、功过进行评价。
我的写法是回到历史现场，更加细致

地把变法的全过程、它的全景图描绘出来，
我更注重去捕捉变法过程里面的一些生动
的细节，去讲清楚王安石变法到底是怎么推
行的，过程中受到了哪些阻力，当时所谓的保
守派与变法派是怎么博弈的？保守派提了哪
些看法，变法派又做了哪些应对？王安石做了
什么事？又有哪些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王安
石做的，但其实王安石并没有那么做，他的对
手又做了什么？做了一些澄清。
整个过程很有画面感与情节性，这个情
节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性比较突出。
阅读感受上，读我这本书类似在看一部电
影或者连续剧；如果看其他的写王安石变
法的图书，可能会像在看比较严肃的政论
片。这是我这部书跟同类作品相比最明显
的一个特点。

记者：请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
况，您如何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料文
献中爬梳和择选材料？

吴钩：我要还原当时变法的整个过程，
要写王安石宋神宗这一对人物的跌宕一
生，那肯定要按史料来写，虽然我注重情节
性或故事的冲突，但没有一个地方是虚构
的，全都是史实。包括人物的对话，我基本
上都是原汁原味引用史料的，没有一句对
话是我凭空想象出来。这就必须要依靠大
量的史料了，好处是史料还是很丰富的，并
不很难找。
我主要参考了三类史料。最重要的参

考，史料价值最高的是南宋李焘的《资治通
鉴长编》，里面收录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比较
多，包括神宗朝实录。但有几个年份遗失
了，需找相关材料弥补；南宋杨仲良根据长
编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清代
学者对史料进行整理，汇编为《续资治通鉴长
编拾补》。其二是宋朝时人文集，如《王安石文
集》《苏东坡文集》等。其三是宋代笔记小说，
宋代文人的笔记小说很多，大象出版社出版
过一套宋人笔记，但笔记小说可靠性比较低，
尤其北宋后期至南宋，批判王安石变法倾向
性明显，需比对官修史料辨析使用。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宋朝制度的原始资

料，如《宋会要辑稿》涉及到宋朝一些基本
的政治、经济的一些政策、制度，这些都必
须要参考。
概括地说，我的这部新书参考的史料

还是很多的，甚至可以夸一下海口，我个人
对王石变法的叙述是非常公正的，并不是
说为了吹王安石变法，或者为了是批王安

石变法去做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评价，我
争取以一种比较公允、公正的态度来看待
和书写那段历史。

爱宋朝纯属个人爱好
记者：您的“吴钩说宋”系列出到第六

本了，为何对宋朝情有独钟？在您看来，宋
朝文明何以迷人？

吴钩：我爱宋朝纯属个人爱好，按我的
了解，宋朝呈现给我的，无论是制度、社会
面貌、经济、商业，还是文化、生活等，与我
个人的价值观、审美、兴趣更吻合，所以就
变成一种动力，驱动我将精力花在这上面。
“宋朝文明”这个词概括性太大，很难
说透，可以分成很多方面说。司法文明方
面，宋朝的法律系统非常完备，套用现在的
说法，可以说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呈现。宋代
的立法是非常繁密的一个体系，非常完备、
非常周密，司法过程非常讲究程序，有非常
繁复的程序，有专业的职业化法官，在宋代
要当法官一定要通过司法考试。
商业发展方面，明清时民间商业繁华，

但官府警惕或压制，或不闻不问，很少助力
推动商业发展。这是很多朝代最常见的官
方态度。而宋朝官方高度重视商业发展，利
用政府力量帮助市场开拓。这是因为宋朝
的税收结构与其他朝代不一样。其他王朝
的税收大头来自于农业税，农业税起码占
70%以上；而宋朝来自商业的税收，包括国家
的专卖收入占了70%以上，农业税才占30%
以下。宋朝的税收结构刚好跟其他王朝税收
结构颠倒过来了。朝廷为了能够收到更多的
商税，必须去维护市场、开拓市场，主动积极
发展商业。宋朝的“重商”传统始自宋太祖，是
太祖立国之后顺应大势之举。
精神、文化上，谈及古典文学绕不开唐

诗宋词，宋词是古典文学另一座高峰，一个
革命性的发展。唐诗都是唐朝受过教育的
大诗人创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市井文化在
宋以前比较微弱，宋代可谓出现了通俗文
化的大爆发，出现了专门为市民日常文化
享受进行创作的人，如柳永给歌伎写词，
“凡有进水处，皆能歌柳词”，类似于今天的
流行歌曲。到宋朝中后期，苏东坡这些大文
人介入之后，宋词才独立成为一个比较高
雅的文体。
宋朝还有一些民间文艺，如说书的，杂

剧表演，都是在宋代城市里面蓬勃发展起
来的。宋朝的绘画作品也常可见画市井面
貌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清明上河图》。
所以说，宋朝司法、政治、社会、文化、

经济、商业等都有突出表现，是最接近于今
天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时代。

立足史料评价事件或人物
记者：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您持

怎样的观点？对王安石与宋神宗有何评价？
熙丰变法缘何被认为是近代化的转型？

吴钩：王安石变法自古争议不断，很多
人批判或赞成，在我看来都是出于自己的
价值判断和立场，很少有人对王安石变法
的前后过程、它的具体主张、当时遇到了什
么阻力、推行的整个过程、整个细节了解之
后做出判断。我个人建议，无论赞成还是反
对王安石变法，都应建立在史实之上，先去
真正了解相关史实。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
评价应建立在史实之上，尤其公众言说，不
能仅凭个人好恶。
我在《宋神宗与王安石》一书的叙事过

程中是比较克制的，没有使用情绪化、倾向
性词语，最后有一些观点要表达，就写一篇

两万多字的结语，“补充说明”阐述了我的
观点，对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做了个人评价，
不知道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这个留
待读者评价。
至于我对王安石变法、或对王安石与

宋神宗怎么评价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只
代表了我个人的看法，你也可以坚持你自
己的看法。只要保证讲述的事情是真实的，
是有史料记载的，比对之后可靠的，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

记者：相较于我们从历史教材上了解
的内容，您在书中是否给我们展示了不一
样的“双男主”？变法过程中，宋神宗和王安
石个人性格及能力是否起到了重要或关键
作用？

吴钩：很难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每个
读者心目中的王安石变法是怎样的，到底有
没有跟我一样，这个很难说。但我可以很负责
任地说，我讲述的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故事是
真实的，王安石变法整个过程是非常详细的。
我不是事先预定人设，然后根据这个人设去
裁剪资料，肯定不是这样子，而是先把他们的
故事讲完，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神宗皇帝继位时20岁，是个青春热血

的年轻人，有冲劲有魄力，想改变国穷民困
危机四伏的现状，君相达成共识推行变法，
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支持者。新法能推
行首先离不开神宗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固执、执拗，认死理，但性格百

折不挠，因而能全力以赴推动变法；但因其
执拗也未顾虑当时的反对意见。看书后你
会知道，王安石的人格魅力很大，几乎没有
道德瑕疵，不贪财、不揽权、不爱享受、不好
色，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理想形象。而且口
才很厉害，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某个论点，从
事实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反驳。这个
反驳我个人特别佩服。

记者：您创作过多部关于宋朝历史的
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宋感兴趣的？最
初有过构建自己的“宋史江湖/世界”
这样的构想吗？您最感兴趣/喜欢
的人物有哪些？

吴钩：大概20年前开始
写宋朝历史，起初并没有什
么完整的规划，是在写了第
一本之后反应可以，又有未
说完的话要说，于是写了第二
本、第三本……写《宋仁宗：共
治时代》时有了清晰的规划，
要为北宋四位帝王立传，将北
宋历史串起来。
我喜欢的肯定是我之前

写过的这些人，比如有宋仁宗、
范仲淹、王安石、宋神宗、苏东
坡。苏东坡是一个缺点很
明显、优点也很突出的
人，前面的文章或多
或少提及他，这一本
《宋神宗与王安石：
变法时代》里面，苏
东坡也是一个比较
重要的人物会登
场；以后会专门写
一部苏东坡的个
人传记。

记者：当前
创作规划可否
透露一下？

吴钩：先
完成计划中
那两部作品，
宋太祖和宋
徽宗。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吴钩说宋”系列第六本《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宋史热”推
手、“中国好书”《风雅宋》作者吴钩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写作，讲述千古君相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跌宕人生，全
景再现那场激荡11世纪、闪耀至今的变法大潮，勾勒出宋神宗时代的文官群像与政治生态，解析了北宋
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9月7日，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吴钩表示，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本书
在创作过程中更注重情节性，但立足史实无一处虚构，人物对话都是按照史料原汁原味呈现。吴钩强调，
怎样看待王安石变法、怎样评价宋神宗与王安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们的评价应建立在史实之上，
尤其公众言说，不能仅凭个人好恶臧否人物。

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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