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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

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

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

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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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

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

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

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

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

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原文出自《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

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

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大商人。 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如农末两利的经济管理

思想值得注意。《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

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

国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　害不努力生

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

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谷价如果低至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如高至90就会损害工商业。

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

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司马迁治史的求实精神来看，他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无疑应是范蠡

的思想。司马迁不把"农末俱利"的思想归于在管仲、孔子、子产等人名下，而单单记载在范

蠡名下，说明他必有所根据。至于他据战国未以来的习惯用"末"来代替"工商"，则是他自己

的改动。这点前人已经指出。还要说明的是，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

《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这样的谷物每石的价格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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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李悝所说的粟石价30和汉代谷价大体相合。这可能也是汉代人用当时的习惯来表达范蠡

思想的例证。虽然如此，这些小的改动并无损范蠡"农末俱利"思想的光辉。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

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

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

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

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

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

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

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

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

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范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管仲、孔子、范蠡是春秋时期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经济管理一

些问题上的主张，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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