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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歷來關於＜辨姦論＞作者真偽的問題，並沒有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學界至今仍存

在著歧見。部分學者認為不論本文是蘇洵所作或是邵雍的兒子邵伯溫託名蘇洵之

作，都同時把本文的寫作意圖歸向新舊黨爭，認為是舊黨為了打擊王安石所產生

的作品。另一派主張本文為蘇洵所作，持類似意見的有南宋呂祖謙、朱熹及近人

曾澤莊，他們大致認為：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

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之，洵獨不前往。因此，做＜辨姦論＞一篇以揭露王

安石乃是內藏奸邪的偽君子。 

 

筆者認為二者所據皆有其道理，從文章本身研讀，「辨姦論」所欲辨姦的對象，

亦不必然定指王安石，而可作為泛指，視其為對奸佞之士的統體之評，也可狹義

地認為，作者確實是掌握到王安石生活形象的一些人格特質，比附影射、乃至劣

義的惡意攻擊。1 

 

從特指的角度來說，這與北宋一朝的政治革新、新舊黨爭有關。『1069 年，王安

石出任參知政事，推出一系列的變法改革，諸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

新制。』（註一）翌年，升任宰相。在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廣泛地影響到地

主與既得利益的官僚，變法遭到強烈的反對。另方面，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幅度

過大、過快，致使一般民眾生活產生不利的影響。內外不調下，自然難有好評，

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

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

取得成功。兩次罷相，反對派的司馬光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但司馬光

亦有持平之論：『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

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註二）因此，若視本文所

欲臧否人物實為安石而論，則不由得使人信服洵有此「見微知著」之明，自有其

歷史背景。 

 

貳●正文 

 

一、細評＜辨姦論＞ 

 

二、 

所謂「辨姦」，即是辨別姦佞，一說譴責王安石。論辨姦，則在提供國君如何辨

別邪佞的為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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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段 

 

文章一開頭拈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註

三） 

 

的論題，探討世間萬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和結果，欲窺其堂奧，應就漸變過

程中所顯示的種種細微的跡象來加以認識和推斷。靜而能察變，這就從事物發展

的客觀規律中，闡述了「辨姦」的可能性，成為辨姦的綱領所在。文章緊接地以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註四）為喻，說明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在發生之前，必

然會有某種徵兆出現，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從自然之理類推即人事，蘇洵認為

人事的推移、理勢的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註五），即使賢

人也有所不知，最大的原因便在於『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註六）。「亂

其中」、「奪其外」的肇因是好惡、利害，這正說明「靜」的重要。這段文字順勢

而下，寫的一波三折，峰巒迭起。其中『其故何也？』（註七）一問為全文提挈

之綱，全篇即由此生發、展開，猶如御者駕車，執轡在手，可做縱橫馳騁了。 

 

2.第二段、第三段 

 

作者援引史實，來作為例證。西晉王衍和唐代盧杞是兩個不同的典型，王衍眉清

目秀，談吐溫雅；盧杞相貌醜陋，心懷叵測。二人在歷史上卻都貽害百姓，為敗

社稷，而山涛與郭子儀在其未成禍患時即預言二人將『誤天下蒼生』（註八）和

為自己子孫擔憂，可謂有識人之方、先見之明。蘇洵在政論及史論文字上，善於

歸納歷史上的盛衰興敗，予以總結性的說明，如＜六國論＞便以『六國破滅，非

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註九）作為總結式的說明，希冀作為執政當朝的

有力針砭。同理作者在此不僅援例恰當，為「辨姦」的論題提供的有力的證據，

而且用意非常深刻。作者舉王、盧二人，目的在於以賓形主，為後文提出「今有

人」做引線；同時他取雖有欺世盜名的才貌，卻無貪求仕進之用心和雖有嫉賢敗

國的奸險，卻無炫世動人的資本這樣兩種類型的人，目的在於『以分襯合，先分

後合，為辨今人之奸作依託。』（註十）正因為如此，作者抓住王、盧二人的不

同特點，借題發揮，認為他們原不足為患，而其之所以被山濤與郭子儀所言中，

關鍵在於有晉惠帝和唐德宗這樣糊塗的皇帝，這是山、郭二人所始料未及的。從

表面上看來，作者的這層剖析似與「辨姦」的主題無關，但仔細讀來，卻覺得這

段文字絕不可少。因為它和下文所謂『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註十一）

和『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註十二）之互相呼應，對於今人

之奸的難辨和危害愈烈做了最好的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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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段 

 

正因為有了上文的襯墊，文章在進入正題即提出今有人之奸時才顯的自然醒目，

有使人不賭不快之感。作者先描寫此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註

十一），且『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註十三），一副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樣子，

接著刻畫他的『與人異趣』（註十四）之處，『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

面而談詩、書』（註十五）。正是抓住其凡事『不近人情』（註十六）這一點，從

旁引出春秋時齊國的奸臣豎刁、易牙和開方。這三人以砂子、自宮和奪親等最不

近人情的方法取寵固位，最後害君亂國，是不近人情而為大奸的典型例子。作者

蘇洵引此為例，目的在於引起人們的警覺。 

 

接下去文章斷言，憑藉這個人在當時的盛名，日後必為朝廷所用而他將造成的危

害，是王衍和盧杞二人所不能相比的。這個結論反應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同

時也回應、照應的前面的論述。 

 

蘇洵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註十七）意思是：大凡一

般人臉髒了不會忘記洗掉，衣服髒了不會忘記浣淨，這是人之常情，是十分自然

的事。現在情形卻不是這樣，穿著異國的服裝，吃豬狗的食物，頭髮蓬亂有如囚

犯，臉面不洗好像居喪，卻大談詩書，這那裏合乎常情呢？由此蘇洵見微知著，

推知王安石將來必危害天下，後來安石因為變法，果然引發新舊黨爭，此禍延綿

至北宋覆亡。 

 

蘇洵在＜辨奸論＞的結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話不要應驗。其言不中，人們僅僅認

為他的話說過頭了；其言不幸而中，他雖然會獲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則將『被

其禍』（註十八）。全文都是圍繞著『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註十九）展開論

述的，中心是強調「辨姦」，認為王安石是「大姦」，希望朝廷“見微而知著”，

不要“舉而用之”。不論蘇洵對王安石的看法多麼偏激，不管蘇、王個人之間的

關係是如何緊張，從＜辨奸論＞總的精神看，並不是在發洩個人私憤，而是在為

「天下慮」。（註二十） 

 

參●結論 

 

總結來看，這篇文章有所指而不明言，但讀了以後，多少都會讓人一望而知道在

指誰。其用意和行文都有獨到的地方。這是一篇論說文，他的論點明確，推論合

理，所具自然現象、歷史故事也淺近貼切，恰到好處。所以辨別今人之奸，以小

見大，多處著筆亦頗費苦心；為其所據僅僅衣食儀態一點而論，辯論的證據似稍

嫌不足。文章中，最可注意的是『文章結構的嚴謹，筆墨多變』（註二十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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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看似斷而實聯，曲直正反無不得心應手，既有從大處利益的氣勢，又有綿密周

到的筆致，這些也 

是許正很多書本將它作為論說文的典範而加以推崇的原因所在。 

 
肆●引註資料 
 
（註一）大紀元文化網。3/19。http://www.epochtimes.com/b5/1/9/6/c5200.htm 
（註二）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三）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四）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五）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六）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七）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八）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九）顏美雲（2002）。古文觀止導讀（再版）。台南市：晨光 
（註十）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一）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二）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三）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四）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五）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六）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七）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八）張高評（2005）。古文觀止。台南市：南一書局。 
（註十九）維基文庫。2009 年 3 月 28 日，取自網站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 
（註二十）知識奇摩網站。2009 年 3 月 23 日，取自網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711130542 
（註二十一）知識奇摩網站。2009 年 3 月 23 日，取自網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711130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