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年 12 月 14 日擬】

                  【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北宋時期】

一、唐宋之間是否出現歷史上的一大變革？「內藤假說」指何而言？

1、唐末五代演變的主要趨勢為何？權力集於何處？--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

2、門第是怎樣消融的？社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從階級社會到平等社會

3、「綠色革命」與「火力革命」各指何而言？----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

4、儒學因何而復興？思想觀念出現怎樣的特色？----從絢爛外鑠到淡雅內省

    宋代繪畫展現了事物的內在意義，也表達了藝術家的內心經驗。花卉不是自

然的寫生，而是傳達它純潔優雅的屬性，遠山高峰是記錄藝術家內心豁達孤

傲的感覺，而晚鳥歸林則描繪出暮暉漸退之際潛存心頭的那股惆悵。（《簡明

中國歷史》）

    參考閱讀：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序章》（聯經）

              錢鍾書著：《宋詩選註．序》

              繆鉞、葉嘉瑩合著：《靈谿詞說．前言》

二、契丹是怎樣建國的？遼、宋處於怎樣的情況？

1、遼何以是第一個「征服王朝」？何謂「征服王朝」？

2、「青牛白馬木葉山」是祖先傳說嗎？3、「澶淵之盟」是怎樣締定的？影響為何？

   參考讀物：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

三、何謂士大夫的「自覺精神」？此一精神之意義為何？

1、「自覺精神」是怎樣出現的？以范仲淹與胡瑗為例。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一種感覺，

感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榜樣。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的一個道院中讀書。



相傳胡瑗接家信，苟有「平安」二字，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讀十

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自信而去。這都是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

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裏「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無疑是在

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

上的模範宰相，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

於在此起了絕大的波瀾。（錢穆：《國史大綱》）

    北宋四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張載字子厚，……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群，喜談兵。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公知其遠器，責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卷，授焉。遂翻然志於道。

已求諸釋考，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於先生為外兄

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饜服之。因煥然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皋比，講易京師。聽從

者甚眾。先生謂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即日

輟講。（《宋元學案．橫渠學案》）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2、何謂「慶曆改革」？何以未能成功？

   慶曆改革的失敗，考其原因，大約有三：一是多數官僚在行政上予以反對阻

礙；二是改革派本身也有缺點；三是遭受政治中的陰謀破壞。……改革派的

缺點，可分四項來說：第一是議論多而實際的條件未具備；第二是個人的性

格和作風也有影響；第三是他們樹黨樹敵的毛病；第四是其中人物往往好標

奇立異。（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參考閱讀：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之「從政」部分。

四、「熙寧變法」指何而言？影響為何？

1、王安石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宋神宗何以重用他？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

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

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

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

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比其

所以為堯、舜者也。若使四凶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

以終身乎？」（《宋史．王安石傳》



   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風襲萬物，歡聲連

四夷。此時無一杯，真負鹿鳴詩。（王安石詩）

2、變法的主要內容為何？制置三司條例司、青苗法、免役法、保甲、保馬法等。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

如王介甫（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得學術不正，遂誤天下。使神宗得

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

何惜！（《朱子語類》卷 127）

3、變法的結果如何？何以如此？

4、變法失敗是造成北宋覆亡的主要因素嗎？

   從改制而用幹才，用幹才而造成弄權的機會，王安石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

南宋史家，念亡國餘痛，認為新法誤國，也有其理由。不過，舊黨以德治為

重，既不能改善行政，裨益國計民生。又不能以道德轉換和領導因循型的多

數官僚，眼看他們依附弄權的蔡京，又何嘗不負相當的責任？新舊兩黨各有

不同的儒家理想，卻都沒能成功。北宋晚期政治的失敗，也可以說是北宋各

種儒學，經世致用，在政治上始終沒找到出路。這也是南宋學，一轉而高談

理性的原因之一。（劉子健，〈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