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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家、军事家一一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大夫，字少伯，楚

国宛人(今河南南阳人)。范蠡青少年时

期，很不得志。后在宛全文的帮助下．投

奔到越国深受越王器重，曾任越大夫，辅

助越王勾践灭吴，使用之成为春秋时期

最后一个霸主，是越王勾践的政治、外

交、军事智囊人物。

春秋后期，群雄四起，天下战事不

断。当时越国在越王允常的英明治理下，

实行了许多开明的治国方略，使越国已

经成为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奴隶制国

家。越王允常和他的儿子勾践，文韬武

略、雄心勃勃．都很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

君王，都立志要使越国势力强盛。因此，

言行举止都想仿效齐桓公、晋文公、秦

穆公、楚庄王，积极扩张势力，称霸诸候。

越国要称霸，首当其冲的是战败吴国，打

通北上的道路。公元505年，越王允常乘

吴军主力远征楚国，吴国国内空虚之机

率兵攻吴。吴王阖间回师反击。允常未曾

得手．撤兵回国。事后不到10年，允常病

死，勾践即位，继承父业。就在这时，吴国

便乘越国国君新换之机，大举进兵攻打

越国。然而，没想到携李一战。吴国却被

越军打败。阖阍在作战中受伤。因伤势较

重，救治无效，不久便死去。越国虽然取

得第一次对吴国作战的胜利，却进一步

加深了吴、越两国之间的矛盾。国仇家

仇．使吴国人愤怒到了极点。因此，吴王

阖间的儿子夫差即位后，发誓要替父报

仇、替民雪恨，打败越国。

权衡利弊，知成败，力谏越王缓

出战。元前494年春，吴王夫差经过两年

认真准备，决定出兵攻越。越王勾践得到

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商

量议定。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

蠡对吴、越两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觉得

此时越国主动攻击出兵吴国先发制人

范蠡不仅是位战略家、军事家，还被人们

为商圣，范蠡贩马的故事广为人知

的决簧非常不妥，劝谏越王说：吴国在伍

子胥、孙武辅助下西攻强楚，北威齐晋、

名显诸候。国力处在上升时期：阖闻死

后，其子夫差继承父业，励精图治，强军备

武，进行了两年的战争准备。而越国呢?

虽然国力有很大增强，经济有很大发展，

但战争的准备不充分，实力与吴国相比

仍然显得不足。此时要进攻吴国的时机

不成熟，冒险进攻吴国非常没必要。但越

王勾践充耳不听，执意进攻吴国。吴越两

军鏖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结果

越国被吴国打得惨败，吴军乘胜长驱直

入越国境内。越国国内战火纷纷，杀掳四

起、民不聊生，越军只有招架之功，越王

勾践和范蠡等四处溃逃，只有带着仅剩

5000残兵退守离越都不远的会稽山，不

久吴军攻占了越都，夫差率众大军将勾

践等君臣围困于会稽山。

绝处洞察胜机，献良策，忍辱负

重图发展。

越国面临着存亡的抉择，越王勾践

及5000越军的生命处在旦夕。要么拼死

奋杀，以卵击石，以身殉国，最后的结局是

国破家灭人亡，越国彻底成为吴国所有：

要么俯首投降向吴称臣，苟且偷生，伺机

东山再起。在濒于灭亡的关键时刻，范蠡

显露出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他洞察了吴

王夫差急于称霸中原的心理和吴国辅

臣意见不统一的现实情况，冷静地思索

之后，向越王勾践大胆提出以“卑辞厚

礼”向吴求和、以屈求伸再图发展的谋

略，感到绝望的越王勾践听了范蠡的计

谋后，心里突然出现光明和生的转机，为

保全自己和5000将士的性命，求得将来

的发展，勾践明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耻

辱之计，却又别无良策，只好按范蠡之计

办。派大夫文种去同吴国求和。吴国同

意了勾践屈服于吴国，给吴国放马做吴

国奴隶，保存越国的谈判条件，范蠡以屈

求伸，存越而再图发展的谋略获得成功，

使越国和越王勾践在绝境面前出现了

一条屈辱的生存道路。范蠡会稽献策，吴

越合议以后，便随越王勾践等国臣吏

300余人入吴为奴仆。吴王夫差在范蠡

为奴期间，赏识他的才能，让他放弃越国

归附吴国，但范蠡对勾践忠诚不二，婉言

谢绝了吴王。从此，范蠡为了成就越国的

大业，跟随越王勾践屈辱地在吴国石室

中渡过艰难的3年时间。由于范蠡的深

谋远虑和精心谋划，越王勾践在吴国屈

■喻立

辱负重极其虔诚和恭谨的态度侍奉吴

王，同时又继续用越国的财宝贿赂伯喜

否。吴王患重病久治不愈，勾践为了确诊

吴王病根。亲口尝吴王粪便，使吴王病能

对症治疗，很快康复。勾践的虔诚和恭顺

感动了吴王夫差，取得夫差的信任，在作

奴3年后被释放回国。

雪耻辱定大计，广交友，二十载

奋发振国邦。

范蠡随越国君臣回国以后，面对战

败给越国带来的灾难和百废待举的极

度困难局面。感慨万千、心似刀绞。夫椒

一战越国的惨败以及后来越都被吴攻

破，越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受到空前的

耗损，从而使比较发展的越国经济元气

大伤。范蠡向越国国君进谏．要告戒满朝

文武大臣不要被失败所捆，要痛定思痛，

立志雪耻国仇家恨，对国家的未来进行

战略性思考。越国国君采纳了范蠡的意

见。蠡对越国所处的国内国外情况，进行

十分客观地分析后，认为要战胜和消灭

强敌吴国，首先对国力进行一番恢复和

振兴。在大国纷争，局势十分动荡不安的

春秋末期，国家的振兴和建设，没有边境

上的安宁、大国的支持和同情是不可能

的，这就需要外交上的努力。而且，大敌

在前，越国的振兴和发展又必须采取掩

人耳目、不为吴国重视的办法。因此，要

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条符合越国国情

的发展战略，难度很大。范蠡以政治家、

战略家的眼光和气度，放弃前怨，积极主

动与文种携手配合，为越王勾践制定了

一条对外结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

表面上讨好吴国，避免与吴攻伐，争取时

间使越国尽快强大起来的战略方针。越

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图霸中原．采纳了

范蠡的战略主张，同时因为会稽的献策、

吴都3年的患难，非常相信范蠡，全力支

持范蠡等人设计的自强计划，卧薪尝胆，

与民共甘苦，团结奋斗。按照既定的建国

方略，越王勾践要把治理国内的政事以

及国外的外交都交给范蠡，还说：“我勾

践的国家就是你范蠡的国家”。范蠡十

分谦让，向越王勾践提出让文种安邦抚

国，由他带兵打仗兼管外交的建议，得到

越王勾践的赞同。从此，范蠡与文种作为

越王勾践的左右手，为实现发展和图霸

的大政方针，积极地进行长达20年的艰

苦辛勤的工作。

强国防建军队，重备战，全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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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
‘‘

第五章十年教授生涯

■熊杏林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程开甲在英国留学的4年．是国内政

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从电视新闻和同

学的来信中，他得知国内共产党和国民党

两股势力斗争得非常激烈。当时程开甲还

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没有什么党派之见，

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

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得太久太久，弱国

I接前页)

军蓄实力。

为了尽可能快使越国拥有一支强

大的军队，范蠡充分发挥了自己卓越的

军事才能，全面整治军队。在征集兵员、

制造武器、训练士卒、加强国防等方面，

为越王勾践出谋策划，提出了许多很有

见解的观点。为了便于征调兵员，扩充军

队，在越国编设了里间等行政组织：为防

备吴国再次进攻，范蠡受命重修了被吴

国战争破坏的会稽城廓：为了进攻或防

御时，能有大量的器械．还积极地设办军

械作坊，制造利剑强弓，为了培养一支战

斗力很强的越国军队，范蠡一方面在军

中实行厚赏、严刑，加强对士卒的好勇、

立功及纪律、强国教育，还另一方面加强

士卒的陆上、水上战术技术训练。在强

化军队训练、提高越国军队的军事素质

的同时，范蠡还积极辅佐勾践开展出色

的外交工作。为了更好地消除夫差对越

国的戒备，范蠡建议越国经常赠送玉帛

珍玩给吴国，以讨吴国君的欢心：为了助

长吴王夫差骄奢淫逸，范蠡将两名越国

美女西施和郑旦带到吴宫，献给吴王，还

采集良材，选派巧匠，为吴王修筑淫乐欢

歌的姑苏台：为了使吴王仓库空虚，范蠡

还以饥荒为名向吴国借贷口粮，又把粮

食煮熟退还给吴国作种子使用．使之粮

粟颗粒无收。此外。范蠡还用重金收买伯

喜否，离间和挑起吴臣之间的矛盾。取得

以伯喜否等代表的伯喜否奸佞派对越

国的支持与团结．在用全力宠络、迷忽吴

国的同时，积极发展推进齐、楚、依附晋

国的对外交往，争取更多的诸候国家对

越国的了解、支持和同情。范蠡在外交

上，军事上的一系列谋划，为越国争取了

盟国，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加强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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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实力。

察风云审时势．捕良机，挥军灭吴建

大功。

为了真正能从天时、地利、人和三

个方面准确地选择时机，范蠡几次否决

了越王勾践发兵灭吴的意见。公元前

486年，越王勾践想伐吴，范蠡认为天时

地利条件不成熟。公元前485年．勾践见

吴王夫差沉溺于声色，又想出兵，范蠡认

为人事到了，天时还没有。劝越王勾践耐

心等待。公元484年，吴王夫差由于受奸

臣伯喜否的挑拨，杀害了大功臣伍子胥，

激起朝野的不满，越王又想出兵。范蠡再

一次进行劝阻。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

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陷入困

境，越王勾践又想出兵，范蠡却认为吴国

国内矛盾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程度，仍然

不同意出兵。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

了与晋国争霸，率领全国精锐部队北上，

与诸候会盟黄池，仅留太子率少数部队

留守，范蠡认为攻吴的时机成熟。遂建议

越王发兵攻吴。勾践立即按范蠡的建议

向吴发兵。公元前482年6月12日，越国

调集训练有素的水、陆精兵5万人．分两

路袭击吴国，6月23日，越军进入吴都姑

苏，杀死吴王太子等，歼灭了吴军留守部

队1万余人。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以后，

闻吴国遭越军袭击，慌忙撤军回国：自视

无法与越国精锐匹敌，只好派人求和。离

会稽失败12年后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第

一次打败了吴国军队。公元前478年，吴

国又遭天灾，范蠡再次辅佐越王勾践率

军进入吴境。吴王夫差率全国所有部队

进击，两军隔江列阵。越军在范蠡的指挥

下兵分三路，巧施谋略，潜行渡江，出其不

意地进攻吴军薄弱部位，大败吴军。越军

乘胜追击，围困吴国国都姑苏，取得了复

无外交，弱国之民在海外低人一等，程开

甲对此的感受太深太深，积淤在心中的悲

愤和苦闷也太多太多⋯⋯

刚到英国租房子时，就因为他是中国

人。明明有空房子，房东太太就是不肯租

给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愿意租的，房

东却不将好的房间租给他，多出钱也不

仇灭吴的决定性胜利。

公元前473年1 1月，吴都被围几年

以后，越军发起总攻。姑苏被越军攻破．

夫差率残兵败将逃到姑苏台。吴王夫处

于22年前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所处

的地位．窘困交集，无计可施，只得派王孙

雒袒衣膝行到勾践面前求和。越王有点

心软，想答应吴国讲和。对此，范蠡劝谏

越王勾践说，过去吴国得到机会却不消

灭越国，所以今天才得老天爷报应，我们

如果不作出灭吴国的判断，明天老天爷

也会惩罚我们的。他又用“十年生聚，十

年教训”的不懈奋斗规劝越王，每天早

上朝、晚下朝，22年来辛辛苦苦起早贪

黑地干，不就是就是向吴国报仇吗?现

在．时机到了。您还犹豫什么呢?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千万不要坐失良机，勾践

终于被范蠡充满感情的血泪的言词、道

理说服，同意向吴国发起最后的攻击。范

蠡驱车亲临前线，提着进军的战鼓，不停

地擂响，发出向吴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号

令。吴王夫差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越

国于是灭亡了吴国，范蠡起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立了大功。灭吴以后，范蠡被越

王任为上将军，成为越王特别倚重的朝

臣。

范蠡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军事家，不仅能制定出妙策，使越王勾践

能在会稽山绝路逢生，能在吴国备尝3年

之苦后回越制定强国灭吴战略方针，使

越国从战败中得以振兴，而且还能深入

地洞察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实

际，看到它强大之中的严重危机，准确地

选择进攻吴国、灭绝吴国的时机，终于灭

了吴国，成了我国春秋后期一位较有名

望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