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道互补 进退有据——浅谈范蠡的人生与感悟 

11 级博物馆专业 王欣然 1112357 

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最初印象，说实话，是电视影视作品的演绎。对于屏幕上淡眉星目，颇有远见，

才干超群又进退有据的范蠡，范少伯敬佩有加。上了大学后在课堂和讲座中，多次听闻孙教授对范蠡

这个历史人物的赞扬，又对比现如今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群的种种现象，不由得引发了思考，借此良机，

从范蠡一生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简单阐述范蠡的作为，更重要的，浅谈我内心对于范蠡的拙

见，感受以史为鉴的重大力量。 

一．政治部分： 

卧薪尝胆 

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 494 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

剩五千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

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归

国后，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

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访到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里应外

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 

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范蠡的政治仕途无不体现着他儒学的思想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还提出了有持盈，有

定倾，有节事的治国策略，无不体现着他审时度势，根据国家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治国方略的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也体现了天人地相结合相和谐、处处占据主动，稳操胜券做事的品格。 

隐退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

乐，遂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积累

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

主持政务的相国。但他思考，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

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范蠡的这两件事迹特别体现了他的人生智慧，历史上的政治家许许多多，可是能做到范蠡这样，

宠辱不惊，不贪功利，理智坦然的生活家却是少之又少，可谓是现代人功名加身时，洗礼思想和头脑，

坚持自己所要的生活，着眼于未来的楷模。他能够在功成名就，辅佐君王完成大业的时刻，保持清醒，

分析局势，急流勇退保全了自己，可谓大智大慧。他还能够在经商富足之后懂得施舍慷慨，关护百姓，

也是现代爱心和谐社会的榜样。 

二．经济部分： 

民生经济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

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 

他不仅懂得实施农务，巩固国家根本，更懂得农末兼营的经济思想，为越国的发展，和未来战胜

吴国积累了雄厚的社会财富。范蠡深知在社会的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发展方向的道理，体现了道家顺应

天时的思想内涵，更加说明了范蠡儒道相融的思想境界。他运用这些智慧的思想，帮助越国稳定民生，

发展经济。 

从商经历 

《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在吴地叫人制

陶，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

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

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首先，范蠡十分懂得运用天然的优势发展经济，《史记》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

这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而且，范蠡敢于突破传统思想，不倾慕高官厚禄选择了从事生产，最终致

富，这也会给现代人经商提供思路 

在这个物欲洪流，人云亦云现象普遍的现代社会，读范蠡，品范蠡，让我们从生活在距我们两千

五百年前的历史人物身上学习，学习他如何在生活把握一个“度”，从而不让自己迷失和被时代的大潮

埋没甚至那个年代的牺牲，确实是春秋风雨中被我们窥见且不能忽视的闪光思想。他儒道相融相依的

思想也提醒我们，各家之言纷至耳边的今天，听百家之言独立思考，互相融合学习，充实自己的生活



 

 

智慧，在历史中反省丰富我们当下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