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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刘黎辉 杨浩

6月的莘县，暑气已经塞满了大大小小每处
角落。天热得像火烤，树上蝉鸣不绝，沥青路晒得
软绵绵。

乘车从甘泉路往南，至大安街交汇处时再稍
往东，便到了东鲁街道群贤堡村。颇具文化气息
的村子名叫“群贤堡”，因北宋真宗贤相王旦及其
后世贤良而得名。王旦为官清廉恭谨，执政18年，
辅君缔太平。死后族人将遗骨迁至故乡，择隐秘
清幽处筑墓安葬，重建宗祠三槐堂。当地百姓感
怀他的功绩，岁时祭祀，以迄于今。

岁月流逝千载，瞬时斗转星移。悲天悯人、恤
民驱急的故事，已化为流布世间的铅墨陈迹，渗
入百姓记忆和血液里。而今王旦墓，前有土地硬
化平整，上铺谷物晾晒脱水。东南角有古旧凉亭，
旁有松柏郁郁青青，看谷人常坐其中，消暑休憩。
他们怀古思人，独享这片墓园的福荫。

“推重旦为远大之器”

“纵观王旦的仕宦生涯，为政品性可称守道
正直。这和其父王祜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三槐
堂王氏研究会秘书长王洪林说。

王祜身处五代乱世，却“少笃志词学，性倜傥
而俊”，与一般人性情相异。他以文章谒见后晋宰
相桑维翰，获称藻丽而才俊，为桑氏所重。有了宰
相的褒奖赞誉，王祜名动京师，藉此步入仕途。

王祜为官正派刚直，对沉冤负屈者往往竭力
维护，时人赞有阴德。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
太祖以王祜为知制诰，接替重臣符彦卿镇守大名
府。史书说符彦卿久在大名，“委政牙校刘思遇，
思遇贪而黠，招权黩货，军府久不治”，为太祖所
忌。太祖让王祜接任，搜罗查访证据。王祜反而替
符彦卿辩白叫屈，以五代君臣不相容劝谏太祖：

“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
下以为戒。”他还以自家百口性命，来担保符氏清
白。太祖见状只得饶恕符彦卿，转而把怒气撒向
王祜，贬其为护国军行军司马，整整七年不召听
用。

有人为王祜仕途受挫、未跻身宰辅而叹息，
他却不以己悲，自信地说：“祜不做，儿子二郎（王
旦）必做。”王祜于门厅旁手植槐树三株，寓意三
公之位，常对人言“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23岁的王旦举
进士及第。这一榜人才济济，先后涌现李沆、寇
准、王旦和向敏中四位宰相，贤明之臣更是不计
其数，后世称其为“龙虎榜”。

王旦中进士后，先授岳州府平江县知县。他
在平江县表现不俗，受两湖转运使赵昌言的赏
识。赵昌言喜欢推奖后进，一见王旦便认为他前
途远大，还将女儿许配给他。

王旦知县任满后，升任监潭州银场。知潭州
的何承矩待两个僚属李沆、王旦宽厚，认为他们
怀经世之才，有宰辅器量。何氏力荐王旦任著作
佐郎，参与类书《文苑英华》的编修。书成之后，王
旦出任郑州通判。任上他了解到，当地富商常趁
水旱蝗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盘剥黎庶，便“请天
下置常平仓，以抑兼并”。这次上奏，关乎民生福
祉，赢得了文学家王禹偁的称许。

王禹偁遇事敢言，喜欢臧否人物，“以直躬行
道为己任”。淳化初年（公元990年），他举荐王旦
任转运使。朝廷便将王旦召入京，试于朝堂，成绩
优异，来年拜为右正言、知制诰，仕途扶摇直上。

王旦在京期间，声望日隆，竟被认为是宰相
的后备之选。同为知制诰的钱若水夸奖他：“王君
真宰相器也……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
非吾所及。”同年李沆任吏部铨后，“推重旦为远
大之器”。另一同年张咏说：“深沉有德，镇服天
下，无如王公。”同科状元苏易简，也在太宗面前
极力举荐王旦：“臣见同年王某，有器识，远大不
可量也。”王旦广受赞誉的原因，一是自己才能突
出，赢得百官信任；二是其父善周人之急，声誉极
佳，他人投桃报李，互相援引。

有了众人的鼎力举荐，王旦仕途自然一帆风
顺。淳化四年，太宗授他知考课院，负责幕职州县
官政绩考核，掌铨叙之权。后来旦岳父赵昌言升
参知政事，王旦引述“唐独孤郁避权德舆”的典
故，主动要求解职避嫌。王旦不恋禄位的谦逊，让
爱才的太宗大为感慨，改任他为礼部郎中。第二

年赵昌言罢参知政事，太宗当日就恢复王旦旧
职，并“班在知制诰之首”。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太宗病逝。新继位的
真宗更加器重王旦，决意启用他作辅国重臣。

“与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

新老皇帝交接，是权力重新洗牌的关键节
点。新帝初即位，意欲有所变更，却乏左膀右臂，
建立施政班底的意愿强烈。而那些职微才显的官
员，是网罗的重点。真宗为藩王时，就听说王旦恭
俭有贤名。钱若水曾对真宗言：“旦有德望，堪任
大事。”不久，王旦任中书舍人，数月后召为翰林
学士。

王旦处理政务兢兢业业、细致谦逊，却往往
将功劳归于上，真宗对他印象极佳。王旦奏事下
殿后，真宗目送之，口中称赞：“与朕治平天下，必
此人也。”启用王旦治国辅政，成为君臣的共识。
王旦很快迁工部侍郎，任参知政事。

考验王旦施政能力的危机接踵而来。景德元
年（公元1004年）七月，北方的契丹南侵，兵锋抵
达澶州，北宋朝廷慌乱无措，战和两派争论激烈。
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放弃东京，南逃金陵组建临
时朝廷；大臣陈尧叟主张“请幸成都”，避地蜀地，
真宗一时不能决。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敦请真宗
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并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
以衅鼓，然后北伐耳。”真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銮
驾到达澶州前线。

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用床子弩射杀辽
军统帅，辽军锐气大折，有议和北归之意。北宋与
辽展开和谈，决定北宋每年输送辽银十万两、绢
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

真宗身在前线，每日为后方安稳心忧如焚。
出征澶州前，他特意让皇弟雍王任东京留守，负
责稳固后方局面。但雍王病重体弱，难以视事，东
京隐现乱象。真宗让王旦迅速回京，接替雍王职
务，掌管一切权力。这是真宗对王旦的信任，也是
期许和考察。

一向儒雅示人的王旦，在危机面前，迅速换
了一副面孔。他火速秘密回京，不进家门，而入宫
禁，立刻颁布严格命令，迅速稳定混乱政局。他的
安抚计划秘密且成功，直到真宗还朝时，家人才
知道他已提前归来。

平素谨慎小心、临危敢于任事的王旦，妥善
消弭了可能出现的动乱。高超的政务能力，颇合
真宗心意。景德三年，寇准罢相，当日王旦即被拜
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辅重臣。
任命制词中，颇见真宗对他的赏识：“作朕股肱，
斯为辅相，询求谠议，精擢宝臣，允符审象之求，
乃降即真之命……”

王旦长期担任宰辅，对真宗一朝政治军事外
交影响深远。真宗朝能沿着健康轨道运行，尔后
开创仁宗盛世，为后世赞叹羡慕，王旦居功至伟。

“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

“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历史老生常谈的
话题。君权依赖相权，却又排斥相权，君相关系微
妙复杂。能像王旦这样，和君王相处融洽，令别人
无机可乘，是极为罕见的。这既和宋朝君王较为宽
仁有关，也和王旦良好的修养分不开。”王洪林说。

王旦任宰相后，把廓清官僚队伍、“进贤退不
肖”，作为施政首务。他常对人说：“宰相应当做
的，是举荐贤人，屏退庸才。”

王旦善于识人，如能察觉盛度“不愿处繁剧”，
不愿知开封府；以任中正接替张咏知成都，保持地
方繁荣安定。王旦能做到这些，是因平时对人才的
观察留意。司马光曾记载：“真宗时，王文正旦为
相。虽然满座宾朋，但没有敢说私情的人。王旦察
觉到有才华的，便让属吏询问此人的居处。数月之
后，观其所擅长方面，秘密记下姓名。后来这个人
再来，就谢绝不复见了。”正是有认真调查、详细询
问、仔细观察，王旦举才每每恰当适合。

宋时官员任用，可由皇帝提名，但须有宰相
副署才生效。宰相的用人权力很大，如果不加以
善用，完全可能成为结党营私手段。王旦任宰相
后，把举荐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但绝不滥用权力，
而是持慎重态度。

对于找门路求官者，王旦反感厌恶。宦官刘
承规病且死，请求封个节度使，否则死不瞑目。真
宗心软，对王旦说：“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却认
为不可：“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难道也要同意
吗？”此后宦官加封官职，都不超过节度使观察留
侯一类的虚衔。

名士张师德想晋职，先后两次拜访王旦，都
被拒之门外。张师德以为，有人在王旦面前说坏
话，便求向敏中帮他解释。王旦说：“我多次在皇
上面前说张师德是名家子，品行好。没想到他竟
两次到我家走关节。一个人状元及第，重用只在
须臾之间，安心等待就可以了。如今他四处奔走
求情，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向敏中便把张师
德的隐忧告知王旦，王旦这才说：“张师德不了解
我。”向敏中说：“现在有机会，还是不要漏下他。”
王旦说：“我不过是暂时缓一缓，叫他知道不应该
这样做，也借以告诫大家不要贪图升官，改变不
良风气。”张师德知错能改，先后担任知制诰、吏
部郎中、谏议大夫，都是王旦推荐的。

王旦用人秉承“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
贤且材矣，必久其官。而众以为宜某职然后迁”的
原则。对言语间流露才华的人，先不忙于推荐，而
是暗中观察，数日后叫来谈话，询问对朝政利弊
看法，合适则行文呈奏。王旦举荐人才不图回报，
所以外人很少知道其中内情。他死后，史官撰修
实录，检阅内廷保存奏章底稿，才发现朝臣大多
是王旦提拔的。王旦去世前推荐十位大臣，只有
两人没有当上宰相，其识人知人可见一斑。

王旦不仅识才，也善保护人才。某年宫禁失
火，真宗叹息“两朝所积，朕不妄费，一朝殆尽”。王
旦却对答：“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
令赏罚之不当。”王旦上表待罪，真宗被他感动，也
下诏罪己，准许内外上疏言事。后来有人告发，火
灾因宫女盗窃失火所致，百余名知情不报者被判
死刑。王旦谏言说：“火灾后，陛下罪己安天下。今
反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
经过王旦的劝说，受牵连的人都免于处罚。

后来有个占卜的人，上书妄议宫禁之事，被
判死刑。抄没其家时，发现许多询问吉凶的书信，
都出自朝中官员之手。真宗大怒，想把他们交付
御史问罪。王旦进言说：“询问吉凶乃常情，所谈
不涉朝廷事，不足以论罪。”但真宗怒气不消，王
旦便将自己曾经问过占卜的书信拿来，说：“臣少
贱时，也问过占卜。如果要论罪，请将我付狱惩
办。”真宗怒气始解。王旦随即到中书省，焚毁查
抄书信。后来有人想构陷他人，已没有证据了。

王旦一面求贤若渴，一面对亲人毫不偏袒。
女婿苏耆参加科举，殿试时真宗问王旦苏耆才
学。王旦不置可否，苏耆最终未被选中。枢密院知
事陈尧叟埋怨他：“公一言即可，缘何闭口不言？”
王旦答：“国家以才选士，自有标准。我身为宰相，
岂能徇私荐亲？”他的另一个女婿韩亿献文应试，
真宗欲召试加官，王旦力辞得免。后韩亿按惯例
派往蜀地任职。王旦对女儿说：“韩亿入蜀，尔可
回家住，不必忧虑。我虽身为宰辅，却不能私自让
他在朝中做官，都要按律法行事。”

“匪卜匪筮，公为著龟”

王旦不仅善于识人，处理大事也能左右兼
顾。北宋时，边境不宁，处理周边事务，考验宰相
执政智慧。真宗时，西夏主赵德明上表，谎称天旱
民饥，乞求借粮数百万斛。真宗将奏折遍示众臣，
臣子都非常愤怒：“德明刚纳款称臣就敢背盟，妄
自有求，可下诏责问。”只有王旦说：“不如让我发
手诏予他，说尔土灾饥，理应赈救。但边境储粮，
屯戍者众，花费糜多。朝廷在东京积刍粟百万，可
差人来取。”真宗大喜，夸奖这计策两全其美。赵
德明受诏后，望阙再拜说：“朝廷有贤人，我不该
这样做。”

后来契丹提出于岁输外借钱币若干。王旦认
为契丹此举，是为刺探朝廷态度。决定于岁给三
十万内各借三万，但表示将在明年岁输扣除。契
丹得到讯息后，认为宋室守信重诺，非常惭愧。

在内政上，王旦也能提出妥善之策，帮助真
宗摆脱困境。许州知州石普违法，朝廷想派人审
理。王旦却说：“石普为武将，性情粗暴，不明典
宪。突然派人去审，怕他自恃有功，妄生事端，于
国不利。应慎重行事，召他回朝问罪。”御史吕夷
简按王旦的方法办理，很快就让石普乖乖认罪。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奉旨征兵，因军令过于
严苛，导致士兵阴谋哗变。真宗获悉后，询问处置
之策。王旦说：“若加罪张旻，恐今后帅臣难以服
众。如施以镇压，又怕事态扩大不可控。陛下可调
张旻任枢密副使，既解其兵权，又平息众怒。”真
宗升任张旻，其他将帅也渐次升迁，哗变隐患很
快平息。真宗觉得王旦处事得体，当众夸奖说：

“王某善镇大事，真宰相也。”
王旦善于举荐人才，更对人才寄予厚望。薛

奎任江淮发运使，来向王旦辞行。王旦只说一句
“东南民利竭矣”。薛奎退谓人曰：“真宰相之言
也。”后果对百姓秋毫无犯。张士逊任江西转运
使，也来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
迭更他职，每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
使识大体。”

王旦事君以忠，但不是向寇准那样“疾风扫
落叶”的疾言厉色，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文尔
雅。若君王有过，王旦每每委婉曲谏，于不知不觉
中影响君王。

由于王旦处世有道，故能长得君王信任。宋
人吴处厚感叹说：“世传真宗任旦为相，常倚以决
事。故欧阳少师撰旦《神道碑铭》曰：‘国有大事，
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著龟。’公虽荷真宗眷
委之重，每慎密远权以自防，故君臣之间，略无纤
隙可窥。”

“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

时人所论“君臣之间略无纤隙”，其实更像是

美化之语。
真宗前夕，君臣尚能相知相惜。到了后期，在

王钦若等人的怂恿下，真宗封禅泰山，广修庙宇，
劳民伤财。王旦内心虽有不满，却难以公开表达，
只能隐忍不发，常自叹嗟。

“天书封祀”是真宗时的一场喧哗闹剧。起初
真宗为“澶渊之盟”而津津自喜。王钦若却别有用
心地说，这是春秋时的城下之盟，诸侯尚且都感
到耻辱。真宗听后闷闷不乐许久。王钦若窥探帝
心，先以兴兵北伐相鼓动，后以“封禅泰山”相怂
恿。他向真宗表示，唯有封禅，才能“镇服海内，夸
示夷狄”。

真宗心动，又担心王旦不同意，便让王钦若
私下找王旦传达旨意。王旦见圣意已定，只能将
不满埋在心底。

此后，为营造祥瑞氛围，王钦若开始导演“天
书”降临的丑剧。真宗为显郑重其事，还特意改元
为大中祥符。每次降天书，作为百官之首的王旦，
都要违心率朝臣庆贺。回家之后，他心事重重，郁
郁不乐，连朝衣也不脱，就在静室内独坐叹息。

东封泰山后，真宗觉得意犹未尽，又西祀汾
阴，访华山，玩洛阳，还在各地修天庆观，耗费惊
人，百姓困苦。

封祀期间，王旦作为大礼使，一直跟随左右。
对于所见所闻，他内心虽厌恶，却“欲谏阻惜木已
成舟，想致仕却有所不忍”，一直处于进退两难境
地，只能始终“沉默”以对。

王旦的“沉默”，为他招来了后世非议。苏辙
便评价说：“王旦为相，材有过人者，然至此不能
力争，议者少之。”

王旦也时时流露厌恶之意。封禅泰山，他受
命撰《封祀坛颂》，加官兵部尚书，但他愁眉不展，
心怀凄凄。祀汾阴时，又奉诏撰《祠坛颂》，但这回
进秩，他却坚决不受，苦求得免。真宗在京师赐宴
庆贺，王旦借故拒绝参加，并一再强调自己未曾
亲见天书。他的这种情绪波动，为当时史官觉察，
他们记载道：“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
以行，恒邑邑不乐。”

这种长期的情绪压抑，慢慢传导到身体上。
自东岳封禅后，王旦健康逐渐恶化，他便以多疾
为由请求辞职。真宗先是下诏褒奖挽留，后来又
当面劝说，特许王旦五日一上朝。真宗越是挽留，
王旦请辞越是恳切。后真宗见王旦形容憔悴，才
准许其辞去宰相职务。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重，他向真
宗推荐寇准为相，但未被采纳。病重期间，真宗每
三四日遣使问候病情，还亲手调制汤药。弥留之
际，王旦请好友杨亿撰写进呈遗表：“我辱为宰相
辅臣，不能用临死之语，来替宗族亲戚求官，只想
叙述生平际遇，望每日亲理政务，进用贤士。”他
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应致力于俭朴，保持
门风不衰，不许专事奢侈。我死后，不许厚葬，不
许将金宝放入棺柩。”

遗表呈上后，真宗感叹良久，前往王旦府第
探望。

临终之际，王旦对其子袒露心迹，直言自己对
不谏阻“天书”闹剧的悔恨，“我别无过，惟不谏天
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王旦死后，真宗为他辍朝三日，诏令京城十
日不举乐。仁宗时，赐“全德老人之碑”。其后，欧
阳修奉旨为王旦墓碑作碑文。苏轼作《三槐堂
铭》，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如今，三槐堂王氏正在群贤堡村王旦墓旁修
复宗族祠堂三槐堂。

■ 政德镜鉴┩倒等

唐太宗曾感叹，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之难，可见一斑。至宋真宗时，天下承平日久，久不闻闻旌鼓干戈之声，

帝王开始耽于安逸，陶然忘忧。幸有太平宰相，为政筹谋画策、兢兢业业，苦心辅佐他缔造太平之世。

王旦：“太平宰相”缔太平

□ 本报记者 鲍 青

北宋建立之初，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武人
乱政覆辙，开始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它一面以
良田美宅、珠宝金玉赎换兵权，和平消弭武臣
干政隐患；一面借鉴隋唐科举，开榜取士，依
靠文臣治理天下。

武将离去后的权力真空，给寒微才俊进入
仕途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尤其对于江南士子更
是如此。原属南唐、吴越的地区，远离干戈不
息的中原，自成一体歌舞升平。太平之世，江
南士子研习文墨，善作文章，于重诗赋的科举
最为擅长。

科举虽云唯才是举，在具体实施中“南
北”差异却极为明显。开科取士后，江南士子
虽倾力投入，然而“天圣（公元1023-1031年）
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沉抑

者多”。
江南临川才子晏殊的经历颇有代表性。晏

殊七岁能文，号为神童。真宗景德元年（公元
1004年），“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
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
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但时任
宰相寇准立刻站出来极力反对，他给出的理由
是晏殊为“江外人”。

寇准有刚直君子之称，但也难以摆脱“南
北”成见。好在宋真宗对晏殊厚爱有加，立即
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也？”张九龄是唐
朝韶州曲江人，以文举进士而列玄宗相位。既
然唐朝可用岭南人为相，宋朝给江南人同进士
出身，又有什么问题？寇准这才无话可说。

寇准反对赐晏殊同进士，并非仅仅于科场
歧视南人，而是忧心“祖宗家法”被破坏。因
为宋制规定：进士优异者，可进昭文馆、史

馆、集贤馆和秘阁供事。而只有馆阁之臣，才
有机会得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务。最高权
力机关—中书省和枢密院，只从翰林学士、知
制诰中选拔。此时晏殊春风得意，一入馆阁，
极有望入中枢，就会破坏南人不为相的陈规。
所以保守的寇准必然加以反对。

纵观太祖、太宗近四十年间，确实没有出
现南人位列宰辅的情况，南人只能望位兴叹。
到景德四年，宋真宗欲任王钦若为相，宰相王
旦奏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
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
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无奈作罢。史
载王钦若因窥探圣意，得到真宗器重，官拜参
知政事。王旦先以祖宗、次拿公议来提醒宋真
宗，重申南人不得为相的祖制。

王旦病故后，真宗这才启用王钦若为相，
也拉开了南人为相的序幕。王钦若如愿以偿之

日，由衷感慨：“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宋仁宗当政后，科考录取上仍然有南北之

别。当时有人提出，“将南省考试举人，各以
路分糊名，于逐路每十人解一人”。文坛新
锐、南方人欧阳修立即出来反驳：若不问各路
人才多少，一律按十人取一人之法，只会使人
才多的地方有遗贤，人才少的地方会滥选。人
才选拔应不间东南西北，何处人才多，哪里就
多选。宋仁宗也看到“人分南北”选才的弊
病，开始“公听并视，兼收博策，无南北之
异”。随后以王安石、曾巩、曾布为代表的江
南士人、苏氏父子为代表的西蜀名士，迅速在
官场崛起，并在欧阳修提携下，先后成为政声
卓著的政治家。

南人虽然发展壮大，但偏见并非立即消
弥。北宋施政最重“祖宗家法”，而在北方人
眼中，江南人受传统束缚少，凡事喜欢改弦更

张。随着南方士人在政坛崛起，北人已预感到
南人当国后一场变革的风雨即将袭来。据宋人
笔记记载，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
1067年）时，理学家邵雍闻杜鹃啼声，便言：
“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不三五
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
下自此多事矣。”邵雍将南人比作杜鹃，“所
主”即暗示宋神宗准备启用王安石。王安石变
法时，所用之人多是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
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保守派反对变法，
与北人的感情隔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

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
守旧派司马光主国政，尽废新法，南人朝臣暂
时失势。哲宗亲政后，又继承神宗新法，重新
起用改革派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北方官
僚又遭贬谪。

到北宋后期，“北人”反而有“沉抑之
叹”。经隋唐五代数百年开发，经济重心已从
黄河转移到长江。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
迁，江南成人口稠密、物象繁华之境。北宋前
期人口统计显示，南方人口已是北方的两倍。
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宋朝不得不考虑使用
“南人”的重要性。所以到了中后期，多是赣
闽之人主政。

而到了南宋时，北方国土沦丧，政治中心
被迫南移，“南人为先”的用人倾向自然更加
明显。

·相关阅读·

宋朝于北方王朝后周基础上一统中原，倚重的是北方勋贵集团，选材用人极重北人，名相寇准王旦也不例外。但随着南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南人”影响力日著。

名相王旦死后，王钦若登宰辅位，拉开南人为相序幕，宋室用人政策渐渐———

从“专用北人”到“南人为先”

莘县燕塔办事处王化村王立申和他保存的“三槐堂”匾

莘县群贤堡村的王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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