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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约公元前 536年—公元前

448 年），字少伯， 春秋末期楚国宛地

三户邑（今河南南阳市）人。 著名的政

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被后人尊

称为“商圣”。 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

才。 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

族不得入仕而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

践。 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

一雪会稽之耻， 功成名就急流勇退，

化名鸱夷子皮， 泛舟于五湖之中，三

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散家财，自号陶

朱公。

范蠡的商业思想，将道、儒、法融

会贯通，又总结和继承管仲“水”的思

想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使其具备

了远远高于世人的思想和哲学观。

范蠡讲究“经世致用”，强调以人

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

其思想核心就是一个“和”字。 简单来

说就是三点：一是“持盈”在于“天

道”。“持盈”是指用于形势大好时的

原则，用于长久的保持盈满状态而不

走向衰败；二是“定倾”在于“人”。“定

倾” 是指用于形势危殆时的原则，可

以有力的挽狂澜于既倒，稳定即将倾

覆的局势；三是“节事”在于“地”。“节

事”是指用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

原则，用来发展生产，积蓄实力，等待

时机，以求反攻。

范蠡的买卖理论

他主张“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

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意思是：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

面做好准备， 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

懂得货物的价值。 只有把时和用这两

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

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他认

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

反为之灾。 他讲究从时而追，即“从时

者，犹救火，追亡人”。

范蠡有“贵出贱取”之说。 贵出如

粪土， 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

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 贱取如

珠玉， 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

像珠玉一样买进，贱极则反贵。

他以为： 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

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 商

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

财政收入。 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

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

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他意

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所以又主

张“富好行其德”。

“积着理论”和“薄利多销”也是范

蠡的商业主张。“积着之理，务完物，无

息币。 以物相贸易， 腐败而食之货勿

留，无敢居贵”，是说要合理地贮存商

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另

外，范蠡的“逐十一之

利，薄利多销，不求暴

利” 这种人性化的主

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

中经商求诚信、 求义

的原则。

“水则资车， 旱则

资舟”，“水”的意思就

是在有大水的时候，

涝的季节， 就要开始

准备旱天的时候所用

的车；“旱”是旱季，就

是要在别人还忙着打

造车的时候， 我们就

要开始准备有水的时

候用的舟了， 这说明

他提倡做事要有前瞻

性。 范蠡这些经商名

言， 在今天的市场营

销学中仍然是经典

的。

范蠡的“三聚三散”

《史记》记载，范蠡戮力辅佐越王

勾践，终于使得越国复兴。 胜利后，越

王封范蠡为上将军。 可范蠡知道勾践

为人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有曰：飞

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于是

就辞书一封，放弃高官厚禄，只装少

量珠宝，乘舟远行，一去不返，这可谓

“一聚一散”。

范蠡辞去上将军后，到了齐国，更

名改姓，耕于海畔，没有几年就积产

数十万。 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

做宰相。 范蠡感叹道：“居家则至千

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 久

受尊名，不祥。 ”于是就将家财分给乡

邻，再次隐去，这可谓“二聚二散”。

行至陶地的时候， 范蠡看到此地

为贸易的要道，可以据此致富。 于是，

他自称陶朱公，留在此地，根据时机进

行物品贸易，时间不长，就累积万万。

范蠡次子因杀人而被囚禁在楚国。 范

蠡说：“杀人偿命，该是如此，但我的儿

子不该死于大庭广众之下。 ”于是就派

少子前去探视，并带上一牛车的黄金。

可是长子坚持要去，并以自杀相逼。 范

蠡只好同意。 不久，长子带着次子的死

讯回到家。 家人悲哀， 唯有范蠡独笑

说：“我早就知道次子会被杀， 不是长

子不爱弟弟，是有所不能忍也！ 他从小

与我在一起，知道为生的艰难，不忍舍

弃钱财。 而少子生在家道富裕之时，不

知财富来之不易，很易弃财。 我先前决

定派少子去，就是因为他能舍弃钱财，

而长子不能。 次子被杀是情理中的事，

无足悲哀。 ”这可谓“三聚三散”。

范蠡在做官时能够放弃高官厚禄，

经商能够放弃千金之财，就是因为他时

时刻刻都注意用自己的“和谐哲学”去

保持平衡。 作为社会的财富，每个人都

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去获得，但

是如果你把所有人的财富都聚集到自

己手里， 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财富失

衡，引起社会失衡，引发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 而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的财富再

多也会保不住。 相反，如果能够主动将

自己的财富分散出去，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那么就会促成社会的和谐，社会

和谐了就有了更加良好的商业环境，就

会更容易聚集更多的财富， 再分散出

去，就会促进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正所谓“以商业和谐促进社会和

谐”！

范蠡以超凡脱俗的商业思想，将

商业从整体的层次上提升，从个人自

发、 自觉的经营活动上升为社会事

业，商人也因此从个人、家庭的谋取

利益者，变成了商业财富的创造者和

管理者，正是从他之后，商业才具有

了一个极具正面光辉的形象。

范蠡的商道对于我们今天的建设

和发展也多有启发。

商鉴

韩琉 赵佳琦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周中枢任董事长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赵平任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孙铁石任纪委书记， 试用期一年

（自 2014年 7月至 2015年 6月）

上海光明集团 原董事长王宗南涉嫌挪用公款被逮捕

陕西有色旗下上市公司宝钛股份 原董事汪汉臣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郑州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祁亮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原行长陶礼明涉嫌受贿等罪被公诉

江湖

一周史记

企业大事

1999年8月19日 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暨香港中国保险

（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改组

1866年8月19日 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清政府规模最大的新

式造船厂

1926年8月22日 开明书店开业

行业大事

1997年8月20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90年8月20日 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全线建

成并正式通车

1995年8月20日 全球汽车电话系统启用

1912年8月25日 冯如试飞失事

相关大事

1948年8月19日 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

2002年8月20日 我国正式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认可体系

1898年8月21日 清廷设立农工商总局

1999年8月25日 韩国为避免再次陷入金融危机出台大企

业集团改革新方案

（8月 19日—8月 25日）

范蠡行商“聚”“散”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