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居正，字习之，又字刚

中，号瑞凤，是抗金丞

相李纲的女婿。北宋元祐二

年（1087）生于江苏扬州，绍兴

二十一年（1151）辞世于海南

琼山，海南王氏尊称其为“悦

公”。

王居正自幼聪慧，嗜学勤学，

工文辞，入太学，时习《新经》《字

说》。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王

居正参加省试中举人，宣和三年

（1121）殿试二甲进士第一名，同年

四月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复

审定为“二甲龙图”，即探花之后的

传胪。建炎四年（1130）王居正任

翰林院编修，参加国家文史编纂工

作，三年后被封为兵部侍郎。嗣

后，又被封为文华阁大学士兼枢密

使，赠太师，与宰相共同负责军队

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

《宋史》在王居正传略的末尾

特别提到，其学问以六经为根基，

颇受理学大师杨时（1053-1035，程

颐、程颢的弟子）的器重。杨时曾

将自己所著的《三经义辨》给王居

正看，说：我来起头，你来完成我的

目标吧。王居正受到激励后，先后

用了10年时间，著成《书辨学》13

卷、《诗辨学》20卷、《周礼辨学》5

卷和《辨学外集》一卷。

后来，王居正进献自己的著作

7卷，而杨时的3卷《义辨》也列入

“祕府”（古代皇家藏书之所），“二

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

就此来看，王居正也堪称为理学

大师了，只是他的个人名誉反而被

卷帙浩繁的儒学经典埋没了。

王居正进入太学读书时，那些

学习王安石所撰的《新经》《字说》

的人，都得到主管人事任免者的重

用，于是他对别人说：或贫穷，或发

达，一切皆有时机和际遇，心中的

是非观怎能随意改。

由于不苟同王安石的《字说》

和其推行的“新政”，王居正愤然离

开太学，流落民间近10年。此后，

国子监“司业”黄齐看到他的文章，

认为他有辅佐君王之才，到了贡举

考试时，准备擢举他为魁首，给士

子树立典范。不料，其他考官坚持

将他列为第二名，选调江西“饶州

安仁县丞”、湖北“荆州教授”，王居

正都不赴任。河北大名和江苏镇

江的两名守帅，征聘他到当地府学

任教，王居正予以婉拒。

建炎三年，金兵大举南下，朝

廷内外惶惶不可终日。丞相范宗

尹便招来正在江苏阳羡山中避乱

的王居正，寻求帮助。王居正说：

时势如此危急，你不倾尽所学救国

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等谁呢？便

将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通。范宗尹

惭愧地致谢后，入朝将王居正的观

点转述一番：今日的局势，朝廷上

下都觉得难，却当有容易之处，国

弱敌强，都因为昔人在难处中勉强

为之，今人觉得难而不再有所

为。等待天意，实则是强敌而

自毙。宣和（1119-1125）末年

的时候，十有五六人觉得难，

到了靖康（1126-1127）年间，

与宣和比，谁更难？靖康末

年，十有八九觉得难，到了现

在的建炎（1127-1130），与靖

康比谁更难？由此可见，今日虽难

于前日，怎知他日不难于今日？正

是因为在宣和的时候以为难，才有

靖康之祸；靖康以为难，才有了今

日之忧。

宋高宗赵构听罢，大为赞赏，

对范宗尹说：像王居正这样的人

才，我一生中能得一人，就足够

了。于是，王居正被任命为太常博

士，不久升为礼部员外郎。

宋高宗曾经广开言路，开诚纳

谏。王居正便集结史上帝王纳谏

的事例达15卷之多，以广播赵构

的旨意。高宗还就时务问题遍访

群臣，王居正则上了一篇数千字的

奏疏，论节省行政开支，尤其显得

迫切。

绍兴初年，由于秦桧的排挤，

再加上侍御史沈与求的参劾，范宗

尹被外放知温州，王居正也因此受

到牵连，他自请外放，但是没有得

到允许。王居正最初和秦桧的关

系很不错，两人经常纵论天下大

事，观点鲜明尖锐。但是秦桧当上

宰相后言行不一，王居正认为他过

于诡诈，非常反感，就坚决批评秦

桧。这种公然批评使得秦桧怀恨

在心，找了个机会将其外放为婺州

（今浙江金华）知州。在担任地方

忧国忧民王居正忧国忧民王居正
文文 ||王恒扬王恒扬

为国分忧 刚正不阿

著作颇丰 理学大师

为民请命 屡遭排挤

南海撷萃 HAINAN TODAY || 2024年第08期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