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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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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 1 0 41 一 10 4 8 )
,

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
,

史称
“

庆历

新政 ” 。

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教育等各个方面
,

但其影响较大的
,

还是

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

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
。

我们认为
,

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

是企图通过 限制官僚特权
、

裁汰冗滥官吏
、

改进选官方法等
,

以提高官员素质
、

改进政府工

作
、

减少政费开支
、

缓和社会矛盾
,

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
。

这次改革
,

虽然前后只持续

了一年多的时间
,

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

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

今天
,

我们分

析
、

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
,
还是有意义的

。

( 一 )

北宋王朝建立后
,
为了消灭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

、

武将专权
,

以便使北宋王朝长期

保持下去
,
赵匡 )6L 等采取 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

。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

是通过将地方权力

集中到中央
,

又将中央各政府机构的权力加以分割
、

限制
,
而最后集权于皇帝来实现的

。

为了防止大臣专权
,

北宋建立了一套重叠
、

庞杂的官僚机构
。

例如在中央
,

虽然依然 保

存了三省
、

六部等
,

但却无多少事可办
,

而另外设置了中书
、

枢密院
、

三司
、

谏院
,

审刑院

等掌握实权
,

正如 《宋史
·

职官志 》 所指出的
: “ 三省六曹二十四司

,

类以他官主判
,

虽有

正官
,
非别救不治本司事

,

事之所寄
,

十亡二三
。

故中书令
、

侍中
、

尚书令不预 朝 政
,

侍

郎
、

给事中不领省职
,
谏议无言责

,

起居不记注 , 中书常阔舍人
,

门下罕除常侍
,

司谏
、

正

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
。

至于仆射
、

尚书
、

垂
、

郎
、

员外
,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
,

十 常 八

九
。 ” 在官员的任命上

,

北宋又采取了官
、

职
、

差遣分离的办法
, “

官以寓禄秩
、

叙位著
,

职以待文学之选
,

而别为差遣以 治内外之事
。 ”

官只是一种虚衔
,

表示品级的高低
、

傣禄多

少
,

并无事可干 , 职是授以馆
、

阁学士之类的称号
,

表示是皇帝的近臣
,

地位清高
,

也无事

可干 , 只有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
。

因此
,

凡无差遣的人
,

只领取傣禄
,

并无事可

做
,

北宋这样的官员很多
。

为了拉拢地主
、

士绅
,

北宋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名额
,
广 泛吸收地主知识分子参政

。

北



宋科举录取人数很多
,

如仁宗夭圣二年 (公元 1 0 2 4年 ) 录取进士
、

诸科四百八十五人 , 天圣

五年 (公元 1 0 2 7年 ) 录取进士
、

诸科一千零七十六人
。

一经录取 的人
,

不必再经其他考试
,

就可以直接任官
,

因此
,

科举使北宋官员的数量逐年增多
。

北宋政府还规定
,

只要任职期间

不犯大罪
,

文官三年
,

武官五年
,

就可以照升一级
,

称为
“

磨勘
” 。

因此
,

当上了官
,

即便

饱食终日
,

无所用心
,

只要年限够了
,

也可以升为高官
。

另外
,

北宋官员还享有
“
恩荫

” 的

特权
。

所谓
“ 恩荫

” ,

即宗室
、

外戚
、

大官僚
,

遇到
“
郊祀

”
大礼或皇帝生辰等重大节日

,

均可奏请自己的子孙为官
。

高级官僚除荫子孙外
,

其亲属
、

门客
、

医生等也可以奏荫为官
,

如真宗时宰相王旦死去
,

一次就
“
录其子

、

弟
、

侄
、

外孙
、

门客
、

常从
,

授官者十数人
。 ”

( 《宋史
·

王旦传 》 )

随着历史 的发展
,

北宋官僚制度所存在的一些弊端
,

也日益发展
,

终于带来许多不良后

果
,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

首先
,

随着官员数量的逐年增多
,

很快出现冗官滥吏的局面
。

官

僚王禹孵
,

曾经在一次上疏中
,

论述过地方官冗滥的情形
,

他说
: “ 臣本鲁人

,
占籍济上

,

未及第时
,

一州只有刺史一人
、

司户一人
,

当时未尝阔事
。

一

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
,

太平兴 国

中
,

增置通判
、

副使
、

判官
、

推官
,

而监酒
、

榷税算又增四员
。

曹官之外
,

更益司理
。

问其

租税
,

减于囊 日也
,

问其人民
,

逃于昔时也
。

一州即尔
,

天下可知
。 ” ( 《宋史

·

王 禺僻

传》 ) 十几年的工夫
,

官员竟增加六倍之多
。

中央官员
,

同样也很快增多
,

李枚指出
: “

太

平兴国之初
,

朝臣班簿才二百人
,

至咸平初四百人
,

元圣元年乃逾千人
。 ” ( 《宋朝事实》

卷九 ) 四十多年的时间
,

官员增加五倍之多
。

第二
,
按年限升级的

“

磨勘制
” ,

带来了官员

因循守旧
,

庸庸碌碌
,

什么事也不想干
,

再加以机构重叠
,

职责不明
,

官员之间
, 互相推委

,

相 互 牵 制
,

因 而造成公务积压
,

行政效率极低
。

真宗时
,
这方面的问题 已经很突出

, “
三

司官吏积习依违
,

文牌有经五七年不为裁决者
。

” ( 《续资治通 鉴长 编》 卷 四十八
。

以下

简称 《长编》 )
。

至仁宗时
,

更加严重
,

如陕西永兴军
,
同时设三位知军

,

均为正职
, “

一

府三守
,

公吏奔趋往还
,

不胜其扰
。

” ( ((长编》 卷一百三十二 ) 每件公务
,

必须三位长官

都点头才能办理
,

因而使许多工作不能迅速处理
。

第三
,

由于只要父兄 当官
,

或与某位大官

拉上关系
,

不论有无才能
,

均可通过恩荫当官
,

因此享有恩荫特权的子弟
,

根本不把学业放

在心上
,
正如孙涌所指出的

:
这些人

“

不限才愚
,

尽居禄位
,

未立极根
,

已列答绅之列
,

… …

父 兄 不 敦 教训
,

子弟不修艺业
,

伸之从政
,

徒止害民
。 ”

( 《长编》 卷一百三十二 ) 这就

造成了官员素质极为低劣
。

第四
,

还应指出
,

冗官滥吏也使国家财政十分窘迫
。

北宋官员人

数很多
,

待遇也特别优厚
,

官员除正傣外
,

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
,

如四季衣料
、

元随兼人衣

粮
、

餐钱
、

茶
、

酒
、

厨料之给
、

薪
、

篙
、

炭
、

盐之给
,

还有所谓公用钱
、

职钱
、

给券等等 , 更

有 各种 名目的恩赏
,

动辄几千两
。

冗官滥吏也消耗了大量 财富
,

造成 了国家财政的困难
,

正

如欧阳修所说的
, “

方今天下凋残
,

公私困急
,

全由官吏冗槛者多
。 ”

(欧阳修
: 《再论按

察官吏状 》 )
。

北宋官僚制度中的种种弊端
,

加深了社会矛盾
,

至仁宗庆历年间
,

便出现了政治危机
。

农民起义和兵变不断爆发
, “

横行千里
,

旁若无人
” , “

张海等入金州
,

劫却军资甲仗库
,

盖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
,
所 以放贼入城

。

及张海等到邓州顺阳
,

县令李正 已用鼓乐迎贼入

护

一

…



县饮晏
,

留贼宿于县厅
,
怒其劫掠

,
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

。 ” (欧阳修
: 《论京西官

吏非人乞黔按察使陈泊等箭子》 ) 面对农民起义军
,

州县官员束手无策
。

元昊也不断进攻陕

西
,

北宋陈兵三十万
,

却连吃败仗
。

北宋王朝既不能有效地抗击辽
、

夏的侵扰
,

也无力镇压

农民起义
,

财政上又十分窘迫
,

它时刻有灭亡的危险
,

陷于严重危机之中
。

( 二 )

面对政治危机
,

北宋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
,
依然因循守旧混日子

。

但是
,

也 有 一 些

人
,

看到了形势的严重
,

在痛感政治腐败的同时
,

也希望通过改革
,

摆脱当前的危机
,

范仲

淹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

范仲淹 ( 9 8 9一 1 0 5 2 )
,

字希文
,

苏州吴县人
,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中进士
,

后在 地方 和

朝廷为官
。

他认为
,

再按老样子办事是不行的了
,

必须进行改革
。

为此
,

仁宗天圣五年 l( 0

27 年 ) 他就向朝廷送上一份长达万言的 《上执政书》
,

向宰相们指出
,

当今急务 乃
“

固 邦

本
、

厚民力
、

重名器
、

备戌狄
、

杜奸雄
、

明国听也 ” ( 《范文正公集》 卷八 )
,

要求从六个方

面进行改革
。

但由于当权的宰相们都是一些
“
务因循而重改作

” “

不思变其道
,
而但维持岁

月” 的守旧派官僚
,
因此他的建议没有被界纳

。

景枯三年 ( 10 3 6年 ) 范仲淹又弹劫守 旧派宰

相吕臾简
,
要求改革

,

结果被加上私结
“ 朋党

”
的罪名

,
赶出朝廷

,

贬官知饶州
。

许多主张

改革的官员
,

也同时被贬
。

范仲淹虽然被贬官
,

但由于他主张改革
,

因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却

颇受尊敬
, 其声望也日益提高

。

后来
,

朝野官员纷纷为范仲淹
“

辨诬” ,

并要 求 重 新 起用

他
。

康定元年 ( 1 0 4 0 )
,

仁宗乃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

主持对西夏的防务
。

由于在防

御西夏中有功
,

范仲淹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

回到朝廷为官
。

在政治危机面前
,

以宰相 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官僚们
, “

不更一事
,

以姑息为安
” ,

腐败

无能
,

束手无策
。

仁宗感到再依靠他们是不行的了
,

必须对官员进行调整
,

实行改革
,

才能

摆脱危机
。

于是
, 乃于庆历三年 ( 1 0 4 3年 ) 初

,

将宰相 吕夷简
、

枢密使夏辣
、

参知政事王举

正等守旧派官僚陆续免职
,

同年八月
,

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

其他改革派官员也被安排到

重要官位上
,

在朝中组成 了以范仲淹
、

杜衍 (枢密使 )
、

富弼
、

韩琦 ( 均为枢密副使 2
、

欧阳

修
、

王素
、

蔡襄
、

余靖 (均为谏官 ) 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新政府
。

当时章得象
、

晏殊 虽然身为宰

相
,
但这两个人是有名的好好先生

,

一个不讲话
,

一个遇事绕道走
,

从不发表什泛
、

意见
,

因

此
,

改革派在朝廷中占了优势
,

这就为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
。

范仲淹上台后
, 很快向仁宗皇帝送上一份 《答手诏条陈十事》

,

提出当前应从十个方面

进行改革
,

即。
一明黔阶

、

二抑侥幸
、

三精贡举
、

四择官长
、

五均公 田
、

六厚农桑
、

七修武

备
、

八减摇役
、

九覃思信
、

十重命令
。

可以看出
,

在这十项改革措施中
,

他是把官僚制度的

改革作为重点的
。

范仲淹的改革建议
,

很快为仁宗所采纳
,

并大部分以诏书的形式颁发全国

施行
,

这就是所谓
“
庆历新政 ”

。

“

庆历新政
”
中

,
有关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改革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1 ) 行

`
按察

之法
” :

由中书
、

枢密院共同研究选出各路按察使
,
分赴各地

,

对现有官员进行考核
,
择有



才能
、

政绩者为知州
,

再让知州择知县
。

凡老病不能工作
,
或不学无术

,

无办事才能
, 以及

昏庸腐朽不称职者
,

一律罢免
,

而贪赃枉法者
,

则加以惩处
。

当时曾派出张温之
、

王素
、

沈

遮
、

施昌言
、

李绚等人为转运按察使
,

他们到达各路后
, “

老病昏昧之人望风知惧
,

近日致

仕者渐多
。 ” (欧阳修

: 《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状》 ) 那些腐朽无能官僚们
,
心惊胆战

,

纷纷

要求退休
。

范仲淹对各路监司官员
,

更是注意选择
,

他
“
取班簿

,
视不才者一笔勾之

。 ”
富

弼在旁
,
颇有风趣地说

: “

一笔勾之甚易
,

焉 知一家哭矣 ! 仲淹曰
: `

一家哭
,

何如一路哭

耶 r
’

遂悉罢之
。 ” ( 《宋史纪事本末》 卷 二 十 九 ) ( 2 ) 更 定

“

磨勘法
” :

为了奖励官员

勤于职守
, 改变过去那种不论政绩好坏而循资升级的办法

,

规定
: “

凡有善政异绩
,

或劝农

桑有美利
,

鞠刑狱雪冤枉
,

典物务能革大弊
” ( 《长编》 卷一百四十四 ) 这样的官员均可提

前升级 , 而对那些无善政或有赃罪者
,
则延期升级或停职

。

对待制以上的高级官员的升级
,

实行从严掌握
,

六年才能考虑升级一次
,

并且至谏议大夫止
。

少卿
、

监以上官员
, 必须

“

清

望官五人保任
,
方许磨勘

” ,

并限额七十员
,

有缺乃补
。

这就防止了升迁中的论资排辈
,

从

而
“

人人自劝
” ,

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

改变因循守旧的腐朽作风
。

( 3 ) 更定
“

荫子法
, :

为了防止任官冗滥
,

范仲淹还对恩荫加以限制
,

规定
: “

自京见任前任两府 及 大 两 省以上

官
,

不得陈乞子弟
、

亲戚馆职
” ( 《长编》 卷一百四十五 )

,

废止圣节恩泽 , 三年郊祀奏恩荫

者
,
长子不限年岁

,

诸子孙必须年过十五
,

弟侄年过二十
,

才能陈乞恩泽 , 凡得到恩泽者
,

还必须在半年内赴尚书省参加考试
,

考试及格后
,

还要有三名京朝官保举推荐
,

才能正式任

官
。

当时杜衍
“

务裁侥幸 , 每内降思
,

率寝格不行
, 积诏 旨至十数

,

辄还帝前
。 ” ( 《 长

编 》 卷一百五十二 ) “
自是任子之恩杀矣” ,

从而大大减少了恩荫的人数
。

( 4 ) 改革
“
贡

举法” :
范仲淹认为

,

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

除裁汰冗滥外
,

还必须注意对人材的 培 养 和 选

拔
,

他说
“

慎选举之方
,

则政无虚授
,

敦教育之道
,

则代不伐人
。

” 现行的贡举制度
, “

专

以词赋取士
, 以墨义取诸科

,

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
,

虽济济盈庭
,

求有才有 识 者
,

十无一

二 ” ( 《长编 》 卷一百四十三 ) 这种制度必须改革
。

为此
,

他提出
“
兴学校

,

本行实
” 的主

张
,

规定各州县皆立学
,

应举者必须在校学习三百天以上
,

并有人证明其品行端正
,

才能参

加秋试
,

旧曾应试者
,

亦须在学校再学习百 日
,

才能报考
。

对考试办法
,

也改为
“ 三场

,

先

策 、 欢论
、

次诗赋
,

.

通考为去取
,

而罢帖经墨义
。

… …士子通经术
,

愿对大义者
,

试十道
。 ”

( 《长 编 》 卷` 百 四十 七 ) 同时还废止了过去的考卷弥封
、

誊录等办法
,

对考生 注重品德

修养和治国从政实际能力的考查
。

这样
,

就使那些只会作诗赋
,

而不知政令
、

案犊为何事的

人不能进入仕途
,

从而使官员的素质有所提高
。

由上述
,

可以看出
,
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

在裁汰
、

防止冗官滥吏
,

限制大官僚特

权
,

提高官员素质
,

改进政府工作等方面
,

都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的
,

因而是应当肯定的
。

但

是也应指出
,

这些改革只不过是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某些环节作了一些修修补补
,

在限制封建

特权的同时
,

他依然保存了封建特权
。

其改革的最终目的
,

也是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
,

这

是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
也是不足怪的

。



(三 )

范仲淹的改革
,
虽然只是限制大官僚的利益

,

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封建特权
,

但也依然

遭到了守旧派官僚们的反对
。

范仲淹刚调到朝廷为官
,

还未进行改革
,

就受到守旧派的攻击
,

他们说
“

仲 淹 迁 阔
,
务

名无实 , ,
要求仁宗不要重用他

。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
,

他们的攻击就更激烈了
, “

及按察

使多所举劫
,
人心不自安

,

任予恩薄
,

磨勘法密
,

侥幸者不便
,

于是谤毁浸盛
” ( 《长编 》

卷一百五十 )
。

监察御史刘提
,

首先出来攻击按察法
,

说转运按察使在各地
“

椅披州县
,

苛

束官吏
,

人不得骋其材
” ( 《长编 》 卷一百五十一 ) 弄得州县官吏缩手缩脚

,

无所适从
,

不

能发挥作用
,

损害了政府 的工作
。

还有的人在地方上公开对抗
,

如京西转运使陈泊
、

张升
,

即
“
违废诏书

,

并不按察部下官吏
”

(欧阳修 《再论陈泊等前子》 )
。

监察御史刘元瑜则攻

击磨勘保任法是
“
适长奔竟

,

非所以养士廉耻也
,

望酌祖宗旧规
,

别定可行之制
”

((( 长编 》

卷一百五十四 )
,

要求废止这项 改革措施
。

对新的贡举法
,

他们也不放过
,

知制浩杨察说什

么
“
诗赋声病易考

,

而策论汗漫难知
,

故祖宗莫能改也
,

且异时尝得人矣
,

今乃 释 前 日之

利
,
而为此纷纷

,

非计之得
,

宜如故便
。 ” (《长编 》 卷一百五十五 ) 借 口策论不易评定考试

成绩
,

要求废止新贡举法
。

面对守旧派的攻击
,

改革派官员们虽然也曾对各种谬论进行过批驳
,

在朝廷上也曾据理

力争
,

但从总的看来
,

对守旧派官僚的斗争
,

是软弱无力的
。

范仲淹没有能够对守旧派组织

有效的反击
,

而宋仁宗也很快动摇
,

终于使改革失败
。

宋仁宗的动摇
,

是不足怪的
,

这是他的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 的地位决定的
。

他希望通过

改革摆脱困境
,

因而支持范仲淹
, “

赐手诏
,

趣使条天下事
。

又开天章阁
,

召见赐坐
,

授以

纸笔
,

使疏于前
。 ” (欧阳修

: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 急切地向范仲淹征询关于改革的意

见
,
并让他全面主持改革

。

但是
,

当守旧派全面攻击新法
,

特别是 当放出谣言
,

诬称范仲淹

在朝中专权
、

私结
“
朋党

”
时

,

仁宗便怀疑起来
,

深怕
“
朋党” 会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

,

因

而由猜忌范仲淹
,

进而怀疑改革
。

他先是对派往各地的转运按察使
“

降诏约束
” ,

进而又下

令
“

自今按察官吏
,

毋得差官体量 以致生事
” ( 《长编 》 卷一百五十五 ) 废止了按察法

。

仁

宗的动摇
、

妥协
,

进一步助长了守旧派官僚们的气焰
。

范仲淹身为这次改革的领导者
,

但他却没有能与守旧派作坚决地斗争
。

正如苏舜钦批评他

时指出的
: “

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议
,

召阁下入政府
,

天下之人踊跃咏歌
,

若已得之
,

皆曰

朝廷用人如此
,

万事何足虑 I 日倾耳侧目
,

望足下之所为
。

未及半年
,

时某自山阳还台
,

己

闻道路传云
:
阁下

`

因循姑息
,

不肯建明大事
’ 。

… … 今议稍喧矣
,

阁下若更畏缩循默
,

则不

唯国计渐嘛
,

亦恐祸患及身矣
。 ” ( 《苏学士文集》 卷十 《上范公参政书》 ) 在 守旧派的攻

击之下
,

他退缩了
。

富弼因受到夏谏的攻击 陷害 (夏伪造材料
,

诬弼曾欲废仁宗 )
,

也 “
不安

于朝
” ,

他们非但不能领导对守旧派的斗争
,

反而一再
“

乞罢政事
” ,

要求外任
,

企图逃避斗

争
。

庆历四年 ( 1 0 4 4年 )六月
,
范仲淹与富弼同时出朝

,
改任河东

、

陕西宣抚使
,
终于离开了朝廷

。



范仲淹离开朝廷
,

守旧派大官僚们并不罢休
,

他们由攻击新法
,

进而打击陷害改革派官

员木身
。

以御史中垂王拱辰为首的守旧派们
,

时时在寻找可以用来打击陷害的机会
。

庆历四

年十一月的一天
,

进奏院祭神
,

监院苏舜钦将院内久存的一些废纸卖掉
,

用此 经 费办 了酒

席
,

祭神之后大吃大喝一场
,

席间还召来一群妓女作陪
。

一大批改革派官员都参加了
,

大家

即席赋诗
,

青年官员王益柔
,

乘酒兴写了一首 《傲歌》
,

内有
“
醉同

、

北极遣帝佛
,

周公孔子

驱为奴
”
句

。

王拱辰知道了这件事
,

感到这是打倒杜衍
、

范仲淹的一个好机会 (苏舜钦为杜

的女婿
,
系由范引荐为官 )

,

立即指使谏官鱼周询进行弹劫
,

给他们加上了贪污公款
,

与妓

女染坐
,

侮辱圣人周公孔子等的罪名
,

交开封府审理
。

在审判过程中
,

王拱辰甚至提出
: 王

益柔侮辱圣人
,

应处以死刑
。

结果
,

监进奏院刘龚
、

苏舜钦被撤职
,

永不录用
。

其余王侏
、

刁约
、

江休复
、

王益柔
、

宋敏求等十多人
,

一律贬降
。

不久
,

杜 衍 只 好 自请免官
,

出知充

州
。

范仲淹也提出了解除参政的申请 (庆历五年正月正式免职 )
。

王拱辰高兴地说
: “

吾一

举网尽矣
。 ”

杜衍
、

范仲淹
、

富弼等外任后
,

朝廷重 臣中
, :

就剩下枢密副使韩琦一人了
,

他

上书仁宗
,

要求重新起用范
、

富
,

仁宗不理
,

他也只好自请免职
,

出知扬州
。

在改革派官员中
,

欧阳修是一位敢讲话和有斗争性的人
,

杜
、

范
、

韩
、

富相继罢官后
,

他向仁宗送上一份 《论杜衍
、

范仲淹等罢政牢状 》
,

指出四人罢官是小人陷害
。

这 当然是王

拱辰等人所不能容许的
,

可一时又没有打倒他的借口
,

只好等待着机会
。

适巧
,

欧阳修的外甥

女张氏
,

因与家奴通奸
,

被告到了开封府
,

王拱辰等人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

乃指使谏官钱

明逸进行弹劫
,

诬称欧阳修也与张氏私通
,

并盗用 了张氏的家财为自己购买土地等等
。

这凶

狠
、

毒辣的一招
,

果然奏效
, “

诸怨恶修者
,

必欲倾修
” ,

纷纷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

欧阳修

有口难辩
,

只好引退
,

于庆历五年八月免官
,

出知滁州
。

随着改革派官员的贬降
,

王拱辰
、

陈执中
、

贾 昌朝
、

张方平等守旧派
,

又在朝廷中取得了

统治地位
。

范仲淹所主持的改革
,

也一项项被废除
,

庆历四年十一月
, “

诏罢夭下学生员听

读 日限
” , 庆历五年二月

,

恢复旧磨勘法及恩荫法 , 三月
,

恢复旧贡举法
。

庆 历 年 间 的改

革
,

进行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

就失败了
。

这次改革
,

虽然失败了
,

但却为以后王安石的变法作了尝试
,

并肠七独扒了丰富的历史

经验 `
·

(上接 2 9页 )

亦有错误
,

但为求得历史真实
,

故不避井蛙

之嫌而尽言所知
,

谨此求教于张明福同志和

史学界师长
,

望赐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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