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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知道近代化改革，《中国改革史》从改革原因，措施，结果，历史功绩等
各方面对我们改革的历史做了全面的回顾，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既有利
于我们从变革的角度研究和探索中国历史，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是我们尽量的减少甚至
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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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漆侠：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
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辽宋夏金史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现兼
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
历史》历史学家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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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开创时期，秦的统一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开端，如何
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采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摆在秦汉　　统治者面
前的两大课题。
这两大课题也成为秦汉时期探索与改革的中心内容。
　　（二）“武周革命”　　随着关陇士族集团的衰落，武则天借助于庶族官司僚力量的支持，其统
治地位愈益巩固。
弘道元年（683）唐高宗病逝，宣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军固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按唐高宗的遗诏，皇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
次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另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唐睿宗。
唐睿宗慑于母后之威，奉表固让，于是武则天继续临朝。
这时武则天已完全控制李唐政权，唐中宗、睿宗形同傀儡。
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临朝称制，而是要从幕后走到前台，改朝换代，为了证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她
一方面利用历史传说“河图洛书”和推崇佛教，宣扬天命，另一方面则进行了一些维新活动，嗣圣元
年（684），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台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
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
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基的第一步。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大享明堂、布政维新，进一步提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尊其父武士彟为周
忠孝太皇，妣杨氏为忠孝太后，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成为武氏外戚中第一个宰相。
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初一，武则天下令改元载初，颁“改元载初赦”以示维新：“始用周正，改永
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
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凤阁侍郎问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太后自名‘瞾’，改诏曰制”。
通过这些维新活动，武则天铲除了一些反对派，赢得了广泛支持，牢牢控制了朝廷大权，为改朝换代
铺平了道路。
　　载初元年（690），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做天子。
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
接着，以武承嗣和李旦为首的文武百官及各　　色人士数万，在洛阳请求武则天登皂帝位。
武则天以民心所向“愈哉！
此亦天授也”，遂在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戴皇冠，穿龙袍，成为我国历　　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打破了干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格局。
武周代李唐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大事件。
　　武周政权建立后，武则天继续推行唐初以来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有因有革，所谓“不改旧物，
天下惟新”。
　　武则天主持朝政很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州县境内，“垦辟田畴，整修水利”，使民“家有余粮”
，则予以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罚。
她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
还在称制的垂拱二年（686）四月，她将所撰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天下，以后唐朝历代皇帝将进呈
她的农书定为制度，“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僚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进
奉”，足见她编删农书，在唐朝影响很大，　　此外，武则天还积极向边远地区推行屯田、营田，注
意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由于她的维新活动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
续发展，表现在户数增长上，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万户，到她去位时增至六百一十五万余户。
史称武则天统治时期虽“僭于上而治于下”。
　　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注重提高妇女的社会
地位，对以往的清规戒律和一些陋习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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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服饰上，规定妇女出行，不必著幕罗，戴帷帽即可。
凡大朝会，妇女可以与百官杂处，鼓励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
当时，妇女骑马、打球、射箭、穿男人服装，多习以为常。
她还曾组织文士撰《列女传》一百卷，为妇女树碑立传，表彰她们的业绩；撰《内范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传》一卷。
引进妇女参预朝政，如令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唐代女子相对自由解放以及婚姻的开放风气，虽说是受北方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
所致，但与武则天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陷入困境。
她以武周代李唐就是想把帝位传给武氏后代，但朝廷大臣们不同意，因为在他们眼中周皇帝是李姓的
皇太后，没有人会认为武氏诸　　王是合法的继承人。
虽然武承嗣、武三思极力想做武周的接班人，可朝臣们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
直到圣历元年（698），武则天才决定立李显为太子，取消李旦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
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宗昌等，拥唐中宗李显即
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
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
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现综合本章前面的叙述，对宋代改革的历史作用作一简要的概述。
　　两宋时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地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进行调整或调节，借以巩固和稳定其统治。
这是封建统治阶　　级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
因此，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成为衡量和评价宋朝封建国家所进行的各种形式改革方针、政策及其
措施得失的出发点，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宋朝封建统治者所进行的
改革是否适应宋代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就成为评价其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准。
由这两点而论，宋代的改革有得有失，但总的说来；其改革效果是显著的。
　　首先，北宋初期为了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割据局面不再继续出
现，宋太祖、太宗所进行的诸如以文臣出知地方长宫、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一系列强干弱枝的改革
措施，不仅使宋王朝没有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而且重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
割据局面，并使这样的局面从此未再出现，对元明清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统一局面的形成，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开辟了道路。
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所以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到空前的高度，是与宋代处于一　
　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分不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初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
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宫”、“冗兵”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对此，叶适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他说：　　有大利必有大害⋯⋯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
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
⋯⋯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 以天下之大而畏人。
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
　　因而，以防弊之政所作的立国之法，又成为北宋中期“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力图改变的主要
内容。
　　其次，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终极反映。
历代统治者都把防范农民起义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宋朝封建统治者亦如此。
宋太祖在改革五代以来的兵制和对内加强防范农民起义时，实行了招募饥民为兵的政策，并把它视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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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百代之利”的传统政策加以推广和发展。
客观地讲，宋代的灾荒之年流民问题不像新莽末年、唐末和以后的明朝后期时那么严重，也没有爆发
过像新莽末，唐末、明末那样大规模的全国农民战争，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宋代封建统治者实
行的募饥民为兵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饥民流徙，因而阻止了农民起义的扩大发展，所以在维
护宋代封建统治上，这种政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起义因饥民被招募而被削弱，但随着军队数额的膨胀，士兵与封建国家的
矛盾日趋突出，兵变次数有增无减，成为宋代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宋代封建统治者始料
不及的。
　　另一方面，养兵人数逐年增加，以至于到宋仁宗后期达一百二十余万人，于是养兵费用常占到宋
封建国家财政的十分之八，成为宋朝财政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为了解决军费开支问题，宋代对赋税制度、盐法、茶法、酒法、矿业政策、货币金融业、国内外商业
政策等等一系列的变革，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而展开的。
这些变革对支持宋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改革促进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
唐朝，成为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说明宋朝经过不断改革所确立的多　　种经济制
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
，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
前发展。
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么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
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尽管变法在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复辟活动中以失败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选的历史影响，
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第四，在基本肯定宋代社会改革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应看到某些改革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
。
譬如宋初在铲除唐五代藩镇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
守内虚外”、“重文　　轻武”的政策，有效地维持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却又造成了对外军
事能力的软弱状态。
在与北方辽国的抗衡中，宋朝处于劣势，后被新兴的金国夺占了北方半壁山河，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
灭亡，宋朝不武以致于令后世扼腕长叹。
故宋朝堪称是中华文明的昌盛时代，但不是富强盛世。
　　再如，因改革而引发的党争，成为宋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在“庆历
新政”时期的朋党之争和王安石变法期间的新旧党人之争，尚属坚持变革与反对变革的斗争，其实质
是代表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利益的要求革新势力，同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守旧势力的斗争，那
么到“元祐更化”后，新旧党争则演化成残酷的权力之争。
他们以变革或反变革为名，而行互相倾轧、打击报复之实，残酷的党派斗争使当政者消耗了大量精力
，使得斗争双方均遭到攻击、诬陷，给当时的政治改革带来了极大的灾害。
虽然崇宁时期以徽宗和蔡京为首的政治集团所开展的党禁活动，宣告了元祐党人和熙宁党人的共同毁
灭，但北宋党争之余波依然影响到南宋的政治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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