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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赴开封参加进士的考试。王铚

的《默记》称，安石本来该当是状元的，却因赋中有“孺子其朋”

一语，口气狂妄，惹恼了皇帝赵祯，降为第四名。进士及第后，

安石被委派给知扬州的地方长官做幕僚。

庆历七年（1047），他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的知县。

在任近三年光景，他兴修水利，关心农业生产，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上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勤政爱民，

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

请求朝廷褒奖以励风俗，安石却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

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修再以安

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安石出任常州

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调为三司度支判官。其实，

他宁可做州郡的长官干实事，而不太情愿跻身于朝列。勉强

就任后，结合自己多年来仕宦为吏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国朝

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的问题的思考，

安石酝酿出一篇长达万字的《言事书》，进献给已在位三十

多年的仁宗。

《言事书》流布于世后，皇帝并不重视文章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而安石日渐按不下“要改革”的念头。他参与了是否续

的安石，不出意料地长成了大宋好儿郎。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入京，与曾巩以文会友。

曾巩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安石的文章，获得赞赏。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府通判任上。

其后的三年，安石留在江宁府，与家人共同守丧。

他曾经恃才傲物，吟风弄月：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但终究蓦地醒悟，专心钻研学术，期望在史册上或可留有

一席之地：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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