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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汪长根 沈建洪

范仲淹
,

字希文
。

苏州吴县人
。

生于宋太宗赵灵端拱二年 ( 9 8 9年 )
。

少 年 和 青年时

期
,

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
,

二十七岁举进士
,

进入仕途
。

先后在 地 方
、

朝 廷
、

军

队任职
,

并三遭贬滴
。

范公一生忧国忧民
,

谓 “ 居庙堂之高 则 忧 其民
,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
,, ①

。

他以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②的崇高精神境界 和 治 政

、

治军的成

就
,

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
。

我国历史上
,

北宋庆 历 三 至四年

( 1 0 4 3一 1 0 4 4年 ) 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
,

被称为
“
庆历新政

” 。

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

家
、

军事家
、

文学家范仲淹
。 “

庆历新政
” 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

,

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

战事而告吹了
,

然而
,

这场改革
,

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

同

时
,

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
,

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

(一 )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
,

北宋王朝在内优外患中日益腐败
,

冗官滥吏
,

昏庸无耻
,

农民起义和

兵变不断发生
,

西夏元 昊也不断进攻
,

统治者既无能抵抗外来侵略
,

又无力平息农民起义
,

政治危机 日益加深
,

财政上十分窘迫
。

正如范仲淹的同时代人欧阳修说
: “ 天下之势

,

方若

敝庐
,

补其奥则隅坏
,

整其桶则栋倾 ; 支撑扶持
,

苟存而已③
。 ”

而对这种危机
,

以范仲淹

为代表的一些人
,

力图通过改革
,

来收拾北宋王朝的危乱统治
。

他依据 《 易经 》 理论
, “

穷

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

决意
“
更张以救之

” ④
。

一再向皇太后
、

皇帝
、

宰相上书
,

陈述

改革主张
。

天圣三年 ( 1 0 2 5年 )
,

上 《 奏上时务书 》 ⑥
,

他提出
“
救文弊

”
(改变靡丽文风以淳教

化 )
“
复武举

” 、 “ 重三馆 (昭文馆
、

史馆
、

集贤院合称三馆
,

又统称崇文院
,

是荟集文人

的机构 ) 之选 ” , “ 重赏直谏之臣
” 、 “

革延赏之弊
”

(革除滥赐官职的弊政 )
。

天圣五年

( 1 0 2 7年 )
,

范仲淹在为母亲守丧中上 《 上执政书 》 ⑥
, “

请择郡守
,

举县令
,

斥游惰
,

去冗

僧 (取消架床叠屋的机构和多余的互相牵制的官员 )
,

遴选举
,

敦教育
,

养将材
,

保直臣
,

斥按臣
,

使朝廷无过
,

生灵无怨
,

以杜奸雄
” 。

景枯三年 ( 1 0 3 6年 ) 范仲淹弹劫守旧派宰相

吕夷简 ( 因此获
“
朋党

”
罪贬知饶州 )

。

这一年
,

他写了四论
: 《 帝王好尚论 》 ⑦

、 《 选任

资能论 》 ⑧
、 《 臣下推委论 》 ⑨

、 《 近名论 》 L
,

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观点
。

我们认为
,

四论是我国古代人才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

庆历三年 ( 1 0 4 3 ) 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 )
,

一个以改革派为主要成员的新

政府成立了
。

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 (还有富弼 )
,

在赵匡撤象前
,

宋仁宗要范
、

富陈

,

李5
.



述 “ 当世急务
” 。

范仲淹退而列奏十事
,

题 《 答手诏条陈十事 》 L
。

这是范仲淹革除北宋积

弊的纲领
。

仁宗收到
“ 条陈十事 ” ,

基本予以采纳
,

颁行全国
,

称 为 “ 新 政” 。 “ 庆 历新

政
”
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

“
条陈十事

” 所列十事是
:

(一 ) “
明黝阶

” ,

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升的磨

勘法
。

官员中有大功
“
高才异行

”
者

,

可特加任用
。

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
。

有罪者按情节轻

重处分
。

(二 ) “
抑侥幸

” ,

改变贵族宫员子弟
“ 恩荫

”
作官的旧法

,

严加限制
,

以减省冗

官
。

(三 ) “
精贡举

” ,

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
,

在科举考试中着重以策论和经学取

士
。

(四 ) “ 择官长
” ,

严格选择转运使
、

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
。

(五 ) “ 均公田 ” ,

各级

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
“ 职田 ” , “ 既使丰足

,

责其廉节
” ,

防止官 僚 贪 污
。

(六 )

“ 厚农桑
” ,

每年秋天
,

提倡各地开河渠
,

修堤堰
,

筑破塘
,

以利农业生产
。

(七 ) “
修武

\

备
” ,

招募兵丁
,

选配将领
, “ 以宁邦国

” 。

( /又) “
减摇役

” ,

裁并州县建置
,

使谣役相

对地减少
。

(九 ) “
覃恩信

” ,

朝廷发布赦令
,

各地必须执行
。

(十 ) “ 重命令
”
各地严格

执行朝廷统一的政策法令
。

从上述范仲淹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其内容涉及到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教育等各个方面
,

但核心是对官僚制度 的改革
。

他的改革主张又是以人才的培养
、

选拔
、

使

用为基点的
。

他的人才思想是与改革主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在范仲淹看来
,

如果不在用人

间题上革除旧制
,

就无法
“ 更张以救

”
宋王朝的危局

。

(二 )

正由于范仲淹的人才观点与他的改革主张关系如此紧密
,

因此
,

他的有关人才间题的宏

论无不带有鲜明尖锐的针对性
。

赵匡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

深怕将帅拥兵自重
,

效法 自己
,

夺取政权
。

又怕辅相掌握大

权
。

实行了一套在权力上严加限制而在政治
、

经济待遇上尽量笼络的兵制和官制
,

逐渐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
。

在兵制方面
, “

将不得专其兵
” L

,

结果是兵无常帅
,

帅无常兵
,

将领与部属缺乏应有了

解
,

常常是战火烧起来之后
,

才拜帅点将
,

弄得军队无力御敌
。

文官的设置
,

则是在位的无

权
,

有权的无位
,

弄得架床叠屋
,

有名无实或名不副实的虚职虚衙到处都是
,

官僚机构空前膨

胀
。

当时官吏的选拔晋升制度也是弊端百出
。

科举以诗文取士
,

以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政治

行政才能低下
。

更有甚者
,

文武官员的子弟
、

亲戚
、

朋友连科举考试也不必通过
,

光靠皇帝

老子的
“ 恩荫

”
便可得官

。

靠这种
“ 恩荫

” ,

甚至连未启蒙的学童和极概中的乳儿都可以得

官
。

在这种制度下豢养起来的官吏
,

其绝大多数尸位素餐
、

充当禄蠢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

范仲淹大谈选贤任能的重大意义
。

在 《 奏上时务书 》 中他尖锐指

出: “
自古帝王与按臣治天下

,

天下必乱
,

与忠臣治天下
,

天下必安
。 ”

在 《 选任贤能论 》

中
,

更是快人快语
: “ 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

,

失贤杰而天下乱
” 。

他列举秦汉
、

隋唐由于失

去和得到张良
、

陈平
、

房玄龄
、

魏征
、

褚遂良这些杰出人物所导致的灭亡和兴 起
,

作 出 论

断
: “

得士者昌
,

失士者亡
” 。

在 《 帝主好尚论 》 中
,

又 以 唐尧
、

虞舜
、

夏禹
、

商汤
、

文

王
、

周公
、

郑武公
、

燕昭王这些历史上以敬重爱护人才而著称的
“
圣帝明王

” 为例证
,

劝谕

当朝皇帝重用贤能
。

这些精辟的议论匡正时弊
,

时弊也反衬 了这些议论的精辟
,

引起了朝野

优国优 民之士的同感与支持
。



针对大批缺德少才的官吏
,

范仲淹提出并阐明了自己的选才标准
,

标以
“ 四科

”

心
,

一

日德行
,

二日政事
,

三 日言语
,

四 日文学
。

现在我们讲用人
,

往往讲德与才两个方面
,

范仲

淹主张的
“ 四科

”
与

“
德才

”
有什么不同呢 ?

“
德行

”
的提法与一般提

“
德

” 不同
。

郑玄注 《 周礼 》 日
: “

德行
,

内外之称
,

在心为

德
,

施之为行L
。 ”

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德
,

同时要求行动要与良好的思想
、

言论相一致
。

对于

德的含义
,

范仲淹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哲学含义
。

他在 《 四德说 》 中讲
,

德有四个标准
:
元

、

亨
、

利
、

贞
。 ” “

元者何也? 道之纯者也
。 ” “

亨者何也? 道之通者也
。 ” “

利者何也? 道

之用者也
。 ” “

贞者何也? 道之守者也
。 ”

对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

范仲淹主张
“
察其言之所谓

,

观其行之所修
” L

,

他提出的衡

量德的标准
,

是从思想
、

言论与行动的结合上提出来的
。 “

元
” 、

,’1豁” 、 “
利

” 、 “
贞

”

的要求是很高很全面的
,

但范仲淹对此解释说
: “ 四者未能兼行

,

则出乎彼而入乎此
,

出乎

此而入乎彼
,

周旋进退
,

不离四者之中
,

如是则其殆庶几乎 ! L”
他不主张求全责备

,

在共

体的时间
、

地点
、

事件中
,

能做到四条中的一二条而又不远离其他要求
,

也就可以认为是好

的了
。

“

政事
”

就是行政才能
。

这是衡量官员称职不称职的决定性标准
。

他对各种官员的行政才

能要求都有论述
。

如充实相府的人才
,

要有能力
“
固邦本

,

厚民力
,

重名器
,

备戎狄
,

杜奸

溉 明国听
。

O
”

固邦本
,

就是选择一大批称职的县令郡守
,

以解救老
一

百姓的苦难 ; 厚 民力
,

就是有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

精简多余的官职
,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

让老百姓过富裕的

生活 , 重名器
,

就是发现
、

培育
、

荐举杰出的人才
,

使各种重要官职后继有人 , 备戎狄
,

就

是培养选拔将才
,

巩固边防
,

不使夷狄入侵
;
杜奸雄

,

就是要使朝廷不发生过失
,

老百姓对

朝廷没有怨恨
,

不使造反者有作乱的机会
,
明国听

,

就是要保护忠臣
,

驱逐奸臣
,

帮助国君

做一个有道之君
。

对于县令郡守的行政才能也多次论及
,

要能均摇役
、

禁游惰
、

劝孝梯
、

中

刑罚
、

恤姚寡
,

要能为民兴利除害
,

等等
。

范仲淹蚕力反对
“ 恩荫

”
滥授官职

,

也就是因为

那些滥官实在缺乏行政才能
。

他认为皇亲国戚的授职一定要加以约束
,

任命官员务必量才录

用
。

严肃地对待用人间题不是吝惜恩惠
,

而是为了避免招致祸乱
。

能力小的人 担 负 重大职

责
,

就会乱用权柄
,

破坏法度
,

使朝廷增加过错
,

而且还会使怀有非分之想的人萌生野心
。

“
言语

” ,

就是要有说话的才能
。

范仲淹以他的政治生涯体验
,

大胆把口才列为选用人

才的标准之一
,

委实有真知灼见
。

金殿之上
,

皇帝御前
,

作为大臣要陈述自己的主张
,

遇有

文武百官中不同政见
,

则不免激烈辩论
,

没有口才不行 ; 出使邻邦
,

出席谈判
,

作为使者要

指陈利害
,

据理力争
,

以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

没有口才也不行 , 至于日 常 理 政
,

断案折

狱
,

辨明是非
,

研究讨论
,

没有口才同样不行
。

说话才能被称为口才
,

实质上更重要的是思

维才能的表现
。

说话有条理的人
,

思路必定清晰
;
讲话一语中的

,

首先需要在复杂纷纭的事

物中抓得住要领
,

理得出脉络
,

把握得住重点
。

此外
,

还要具备冷静
、

沉着
、

深思等心理和

性格方面的品质
。

在 《 范文正公集 》 里
,

在许多推荐人才的状子中
,

有
“
精思剧论

” 一类的

评价性措辞
。

“
文学

”
的本意是古代文献典章

,

作为选才标准第四项的
“
文学

”
就是要熟悉文献典章

和制度
。

为什么要求人才必须熟悉古代文献典章呢 ? 范仲淹认为
: “

圣 人 法 度 之 言 存乎
《 书 》 ,

安危之机存乎 《 易 》 ,
得失之鉴存乎 《 诗 》 ,

是非之辩存乎 《 春秋 》 ,

天下之制存



乎 《 礼 》 ,

万物之情存乎 《 乐 》 。

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
,

则能服法度之言
,

察安危之机
,

陈

得失之鉴
,

析是非之辩
,

明天下之制
,

尽万物 之情L” 。

由具有这种丰富学识才能的人来辅

佐君王
,

是一定会行王道的
。

这实质是提出了选任官员的学识标准
。

由于古代没有完备的法

制
,

统治者常常把上古传留下来的文献典章当作金科玉律
,

因此
,

强调人才要熟悉古代文献

典章
,

还有一层意思是强调依
“
法

”
办事

,

反对贪赃枉法
。

通观范仲淹的人才思想
,

选才标准是他的独到见解
。

他在 《 四民诗
·

士 》 中说
: “
先王

诏多士
,

咸以德为先L
。 ”

如果说
“ 以德为先

”
是他对前人选才标准的总结

,

那么 我们可

以用
“ 以德为先

,

以才为重 ,, 来概括范仲淹的选才标准
。

这种对德与才的辩证观点是十分值

得重视的
。

(三 )

为了刷新北宋腐败的政治
,

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刷新人事的观点
。

他在当政的时期内
,

“ 以天下为 已任
,

裁削幸滥
,

考复官吏
,

日夜谋虑
,

兴致太平
” ,

雷厉风行地实践了自己的

用人观点
。

庆历三年任参知政事后
,

与枢密院两位负责官员韩琦
、

富弼锐意整 顿 吏 治
。

一

次
,

他们研究各路监司官员
,

范仲淹取过班簿
, “
视不才监司

,

每见一人姓名
,

一笔勾之
,

以

次更易
。 ”

富弼是范仲淹亲手提挚过的晚辈
,

平素对范仲淹十分尊重
,

看到他的行动
,

可能

觉得过头
,

因劝道
: “

范六丈公则是一笔
,

焉知一家哭矣 ! ”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说

: “ 一家

哭何如一路哭L ? ”
他坚决罢免了那些不称职的监司

。

范仲淹对待官员的处分又是极主公道的
,

坚决反对草率罢官和乱加刑 罚
。

庆 历 三年
,

“
劫盗张海横行数路

,

到劫淮南
,

将过高邮
。 ”

高邮知军晃仲约估计官兵抵挡不住
,

责令财

主富户拿出金银布匹
,

摆出酒席
,

派人迎接张海
,

张海感动了
,

借道而去
,

没有骚扰活动
。

皇上知道了这件事后
,

大为震怒
。

枢密院富弼认为应处死晃仲约
。

范仲淹竭力辩解说
,

朝廷

在太平年景不肯为郡县加强防守力量
,

官员要求修整城垣或扩充军队
,

要以狂妄治罪
。

现在

出了事情
,

我们这些做京官的不引咎自责
,

反而治地方官以死罪
, “

实有愧于青史也@
” 。

晃终于免于死刑
。

这种勇于为人辩诬的做法无疑也是对封建制度栽害人才的一种抗争
。

他对

于一些取得初步功名成就的青年人
,

更是关怀备至
,

给予指点
,

他劝张载读 《 中庸 》 L
,

敬

点将军荻青学 《 左传 》 L
。

他一生荐举过许多晚辈
,

如富弼
、

欧阳修
、

苏舜卿等等
。

诚然
,

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
,

最根本的是
,

他作为大臣
,

无法彻底扫除赵宋王朝在用人

方面的积弊
,

他本人更无法跳出阶级与时代的局限
。

庆历新政流了产
。

他的许多改革观点和

人才思想
,

不可能一 一实施
。

但是
,

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他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

也不能

由此否认他对于改革与人才的精辟见解
。

相反
,

从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
,

我们可以得到发

人深思的启示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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