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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圖強的改革家王安石傳略── 
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王安石先生（1021-1086），係我國宋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

學家。在宋朝中期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他憂國憂民，提出一系列的財經、國防、

人才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史稱「熙寧變法」，雖然變法失敗了，但是他所提出的

改革政策，還是有值得肯定之處。另外，他在教育上的學說與實踐，對中國的教

育有一定的影響力。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蹟，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述

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羅克典（1983）、張白山（1986）、王明蓀（1994）、廖吉郎（1999）、百

科百科（2022）的論述，王安石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 少年恃才傲物，及長立志向學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縣）人。宋真

宗天禧 5 年（1021），進士出身的王益時任江軍判官，他的第三子王安石就在官

衙內誕生。隨著王益在各地任官，王安石乃有機會在少年時期隨著家人到過不少

地方，從粵江流域、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都有他的足跡，讓王安石除了讀書

之外，增長了不少見聞。 

王安石的少年時期的生活如同一般的仕宦子弟，難免意氣風發而吟弄光景，

以為憑藉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唾手可得功名利祿，絶不致像孔孟一般的終身飢寒。

大約到了十七、八歲左右，隨著父親在江寧（今南京市）安居下來，忽然頓悟人

生如過客，「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於是在生活上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從此謝絶一切無謂的交際應酬；開始發憤苦讀，努力研究先聖先賢治理天

下的學術，並且以要達到媲美堯舜的賢臣后稷與契一樣地匡助人主，成就大事業

為志。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王安石年 18 歲，他的父親以 46 歲之壽死於江寧

通判任上，王安石服喪三年後，於慶歷元年（1041）入京應禮部試。慶歷 2 年

（1042），王安石 22 歲，便以第一次應試進士及第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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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在地方歷練，為人民謀幸福 

慶歷 2 年（1042）王安石任簽書淮南判官，作為地方官府的幕僚，一度曾是

北宋名臣韓琦的屬下。王安石在任內一方面勤於讀書寫作，往往通霄達旦而不息。

但是他對自己應負的職務，也深入鑽研，且敢於與上司辯論判案是否得當。 

慶歷 5 年（1045）王安石任滿淮南判官一職，有機會經由求試館職，任職中

央單位，但是他自動放棄了。慶歷 6 年（1046），王安石離開淮南入京師。在京

師，他從不奔走於權貴之門，也不希望在朝中獲得官職，他一再請求外放一個偏

遠的州縣，以便施展其抱負。終於獲得當局的同意，於慶歷 7 年（1047）出知鄞

縣（浙江鄞縣）。 

他在鄞縣任內，政績卓越，不但深入民間，瞭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而且是

即言即行、劍及履及的實幹者。《宋史本傳》有云：「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

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外，推行保伍法，興廟

學以教育子弟，並聘名儒慈谿杜醇主持縣學。這些舉措實為其後在「熙寧變法」

中所動的農田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興學等之雛型。 

王安石在知縣任滿後，於皇祐 3 年（1051）調任舒州（安徽懷寧縣）通判，

職掌是副貳知州以掌一州之政，有「監州」的權責。舒州為一偏遠地區，但王安

石還是多方了解地方實情，找機會多與各地方人士接觸，以瞭解民瘼。此時，他

除了不斷地充實自己的學識之外，更全神貫注於掌握時弊，而亟思如何正本清源

地加以改革。 

(三) 短暫任京官，復歸地方 

由於官聲頗佳，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

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了。歐陽修

舉薦他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

命他為群牧判官。從至和元年（1054）的群牧司判官到嘉祐元年（1056）的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王安石在京城任官的時間並不長。嘉祐 2 年（1057）始得

其志，回歸地方，知常州（江蘇武進縣）。 

在常州知州一年的任內，王安石的施政重點還是在於民生經濟的興利措施，

計劃開掘運河，但由於未受到上級轉運使的支持，又逢工程進行時，遭逢連綿下

雨，民役苦病者眾，而被迫中止。 

嘉祐 3 年（1058），王安石調任提點江東刑獄，這是江南東路最高司法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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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他在任內的大事就是罷除了茶葉由國營專賣的榷茶法。他上書指出榷茶法既

不能杜絶私販私市之弊，而且官茶品質粗惡，利亦不多，只是徒增獄訟，不如取

消官茶專賣之利，改由商營抽稅之法。 

(四) 再任京官，上書改革 

嘉祐 5 年（1060）王安石奉召入京擔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指鹽鐵、度支、

戶部，號稱「計省」，專掌國計民生，其中度支司負責全國財賦之歲入和歲出。 

王安石進京述職之後，即提出了史上被梁啟超稱為「秦漢以後第一大文」的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有系統地提出了變法國強的主張。 在此次上書

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行政經驗，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象在於：經

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認為問題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

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

人才教育政策。 很可惜的，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五) 辭官講學，建立荊公新學 

王安石入朝為官後，歷任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等職。嘉祐 8 年

（1063）仁宗駕崩，英宗即位。同年，王安石的母親吳氏病逝，王安石因而辭官，

往江寧守孝。英宗在位四年期間，王安石皆未應召出仕，而是留在江寧講學。 

江寧講學四年期間，王安石對於當地杏壇有一定的影響力，也培育了許多的

人才。陸佃、李定、龔原、蔡卞等人都是他在這一時期所招收的優秀學生，他們

在日後，無論是在學界或政界皆頗有成就。其中，陸佃（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祖

父）便認為王安石的學說係「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他認

其師的學說繼承了孔子的餘緒，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心性方面作了比荀子、揚雄更

好的詮釋。 

王安石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

—「荊公新學」，為他的熙寧變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論基礎。在哲學上，他概

括了北宋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成就，繼承了李覯的唯物主義思想，建立了以「氣」

一元論為基礎的本體論。他認為宇宙的起源，不是在空間上相互間斷的物質微粒，

而是一種綿延連續的物質—「元氣」，然後由「元氣—陰陽—五行—萬物」的宇

宙生成理論。宇宙的本質是變動的，但變動係「天人不相干」的，而是根據事物

內部有「藕」、有「對」的辯證法則。在認識論上，則提倡深入調查和體驗學習，

主張學而知之、勤思好學的反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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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熙寧變法，新舊黨爭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駕崩，宋神宗即位。宋神宗久慕王安石之名，起

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獲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神宗為擺脱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

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

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並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政經社會問題及解決

之道，深獲神宗的認同。熙寧 2 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由王

安石主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理。王安

石啟用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熙寧 3
年（1070），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

法，在財政方面有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

在軍事方面有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軍器監法等；在人才教育方面，則有太

學三舍法、改科舉、並設立武學、律學、醫學等新式專科學校。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具有政治

上的理想性。然而新法的理想落實到政治的實際中，難免會產生許多問題，也會

觸犯到既得的利益，而遭到保守派的強力反對。這時，很需要政治上的溝通和妥

協。然而，王安石本人個性頗為拗直，執著於理想之實現，失去人和；失人和則

政策不易推動，當朝臣紛紛求去時，惟有啟用新人，於是有「新黨」的產生，與

反對變法者（舊黨）形成嚴重的對立面。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

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這對於政策的推動以及政治的穩定皆產生

不利的影響。 

(七) 新法盡被廢，在憂思中逝世 

熙寧 7 年（1074），王安石在政治紛擾中辭去相職。熙寧 9 年（1070），王

安石歸居江寧，居於鍾山不復出，似乎在迴避世事而潛心於學問之中，他的名著

《字說》就是在這段隱居時期所作。 

元豐 8 年（1085），神宗駕崩，哲宗即位，支持舊黨的太皇太后高氏臨朝，

起用司馬光為相，不久盡廢新法。隨後，哲宗親政，新黨回朝，政爭更為激烈，

直到靖康難起，北宋覆亡，方告止息。 

當王安石獲知新法盡廢，每日在家繞行大聲嘆息，有時終夜不能成眠，飲食

銳減，其受刺激之深與憤慨之情無法克制。終日憂思，不能自拔，遂於宋哲宗元

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 年 5 月 21 日） ，一代改革家鬱然病逝於鐘山，享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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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 

三、教育學說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可從主持熙寧興學、崇尚實用的教育思想、系統的

人才理論等三方面，加以說明如下（孫培青，2000）： 

(一) 主持熙寧興學 

1. 改革太學，建立三舍法 

除了大力擴建太學校舍以及充實和整頓太學師資外，主要在創立「太學三舍

選察升補之法」，簡稱「三舍法」。三舍法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三舍法」

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外舍 2,000 人，內舍 300 人，上舍 100 人。

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入學，而平民子弟則經由考試合格而入外舍，然後每一至二

年，經過嚴格的平時行藝的考察與升舍考試的通過，可以逐級升至內舍和上舍。

上舍的肄業生再經過嚴格的篩選後，上等者（平時行藝與考試成績俱優）授以官

職，中等者（平時行藝與考試成績一優一平）免禮部試，直接參加殿試，下等者

（平時行藝與考試成績全平或一優一劣）免貢舉，直接參加禮部試。後來地方官

學也類推此法，不但反映了學校教學的特色，也把養士和取士結合起來，提升學

生學習的積極性。 

2. 恢復和發展州縣地方學校 

北宋普遍設立州縣地方學校，始於「慶曆興學」。但由於主事的范仲淹不久

即被保守派擠出中央，興學乃夭折，州縣學校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為了改變這

種狀態，王安石執政後，即奏請恢復和整頓地方學校。 

3. 恢復和創設武學、律學和醫學 

從熙寧 5 年（1072）起陸續恢復武學、創設律學、整頓醫學，使北宋的專科

學校教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4. 編撰《三經新義》作為統一教材 

設經義局，訓釋儒家三部經典：《詩經》、《尚書》、《周禮》，作為士子必須學

習的官定統一教材，而且也是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 

5. 改革科舉考試制度 

廢除明經諸科，進士科考試罷詩賦、帖經、墨義，改試以經義、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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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崇尚實用的教育思想 

1. 學校應該培養具實際才能的治國人才 

王安石十分重視學校教育對於治國安邦的重要性，所以所培養的人才，首先

要有道德修養，其次要能為國家社會所用，不能與社會的實際需要脫節。 

2. 教學內容應該是「為天下國家之用者」 

所謂「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主要是經術和諸子百家之書、朝廷禮樂刑政之

事、以及武事。 

(三) 系統的人才理論 

1. 「教之之道」，即人才的培育問題。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學校，教學內容以

「實用」為準則，以造就有實際才華的治國人才為培養目標。 

2. 「養之之道」，即人才的管理問題。「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

就是說，使官吏有較高的俸祿，讓他們能養活自己並且遠離貪污腐敗。然後，

明確規定各種標準規定來約束他們的行為以防止放蕩、奢侈，如果這樣做，

還不能使官吏不違反法律，那就只能依法來嚴懲了。 

3. 「取之之道」，即人才的選拔問題。人才應該由下而上推薦，根據其才德大小

授予相應的官職，考查人才也不能以偏概全，要察其言，觀其行，試之以事。 

4. 「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使用問題，要做到適才適所，任職也應該要相對穩定。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王安石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現代教師學習的地方。在事蹟上，

王安石能博覽群書並建立自己的學派—荊公新學，是令敬佩的。同樣的，做為一

位老師，必須多方充實自己的教學知能，並能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反思與修正，建

構起自己的教學實務智慧，這樣才能達成「經師」的基本要求。 

要進一步做到「人師」的地步，除了要有教學實務智慧之外，更要像王安石

那樣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全心全力愛學生、為學生服務。愛與服務的普世

價值，不僅展現在政治上、在宗教上，更彰顯在教育上。有了教育愛，再加上卓

越的教學能力，才能成為人人尊敬的好老師。 

王安石勇於變革的精神也是值得學習的。就像王安石所說的：「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教育上，隨著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不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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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育改革有其必然性；在教學上，教師要體認到「世界上唯有一件事不變，

那就是變本身」，而能守經達變。也就是說，要一方面恪守教學的原理原則，另

方面則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上求新求變，以滿足學生多

方面的需求。 

但是變革難免會遇到困難或阻力。是故教師在推行變革時，必須事先考慮變

革的阻力。謝文全（2012）指出組織成員抗拒革新的原因主要有四：(1)慣性的反

彈；(2)害怕造成利益損害；(3)改革本身不合理；(4)因誤解而反對。是故教師在

實施課程、教學、班級經營上的變革時，首先要考慮變革本身是否合乎理性，是

否合乎學生的需要與學習程度，如果是的話，那就要在實施前對學生充分解釋與

說明變革的理由和實質內涵，這樣學生的接受度就會大大的提高了。 

在學說上，王安石能在一千年前就倡導廣設學校以取代科舉制度是非常有前

瞻性的。如果我國能於北宋時期就能普設地方學校以及建立起高等教育系統，則

我國學校教育的普及，將比西方的發展早了好幾個世紀，這樣就不會有在清末民

初時因為國民又愚又貧又弱又私，以致流於慘遭西方列強瓜分的次殖民地位。教

育可以救國；良師可以興國，誠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 

其次，以人才培育取代科舉制度也是切中時弊的。傳統科舉制度有其優缺點。

其優點在公平，貧窮的人有出頭的機會；其缺點為考試的內容及方式太僵化，導

致讀書人視野較小，沒有創造力，更因只憑考試取才，而忽視了學校教育的發展，

是故以人才培育取代科舉制度，或者人才培育與科舉制度並存，確實是一個較佳

的政策。很可惜的，在古代中國，由於更動科舉制度，牽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以

致引起保守派的反彈，而功敗垂成，令人唏噓不已。就教師而言，這個歷史經驗

也提醒當老師的我們，要以培育人才為要，避免做升學主義的幫凶，例如不惡補、

不過度考試、不以考試成績做為看待學生成就的唯一標準。 

再次，就像辦學要根據社會需要發展特色一樣，教師的教學也要根據學生的

學習需要並考量自己的人格特質，發展自己的教學風格或特色。教學有了特色，

自然可以吸引學生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增進學生學習的成效。 

教師在教學時，教學內容應以「實用」為準則，也就是說，教學內容宜符合

社會的實際需要，不要產生與社會脫節的現象，造成學生所學無用武之地。當然，

在教學方式上，除了理論的講解之外，應該著重將理論應用在實務上的實作與討

論，使學生學到後能在生活上加以應用。 

教師的教學除了傳授知識之外，更應重視德育的培養。道德修養誠為立身處

世的根本。術德兼修、文武兼備才是良好的教育。就好像王安石在〈至一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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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 

五、結語 

王安石，這位中國 11 世紀改革家，一生憂國憂民，致力於變法圖強。很遺

憾的，其人其事，在宋史中並未獲得公允的評價。筆者閱讀了諸多關於王安石的

傳記，與之神交，深感其人品之高潔，用心之良苦，視野之前瞻，使命感之沈重，

足為後世所效法。在教育上，即便以今日之眼光，觀其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政策也

是非常適用於當代的社會。是故，筆者比較認同的是梁啓超（1978）對他的評價： 

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

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

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

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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