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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蠡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实业家，本文主要通过对范蠡经商成功的原因以及其经商思想进行分

析。以期待能时现代企业家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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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战国末期的

军事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辅助勾践灭吴兴越，称霸中原。然

而他功成身退，离开勾践，先到齐国东北端的滨海地区(今蓬莱

一带)，后又到西南端的陶(今菏泽南面)，从事商业活动。“十

九年之中，三致干金”，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巨富，被誉为华夏

商人的圣祖【l】。可以说，范蠡是从政能强国、经商能大富，德才
兼备、见识高远的人。那么。范蠡的经商之道究竟有哪些?他的

成功给现代商界留下什么启示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范蠡经商成功的原因分析
。

1．1文化资本优势

范蠡之所以能够帮助勾践完成复国雪耻、称霸诸侯的大业，

能够弃官经商，“三致千金”，成为垂名后世的“陶朱公”。根源
在于他自身的文化资本底蕴作为内因奠定了基础。

《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中写道：“(文种)得蠡而

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倾而出，进退揖让，君

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和意同，胡越相从。”可

见，范蠡独有所学。韬光养晦。正因为其不凡的学识．才使文种

引为知己，共同赴越，辅佐勾践。他的文化资本使他明锐、深沉、

坚定、灵活机敏，成为勾践推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重要

策划和组织者；他所实施的修筑都城、开荒种粮、畜牧养鱼等一

系列生产经营之道，使越国在短期内国力大盛，终于灭吴兴越，

称霸中原。范蠡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他能够胜任“存越、灭吴、争

霸”的历史重任。同样。也为他从商成功奠定了基础。

1．2地理位置优势

范蠡在经商活动中，还会“择地”。范蠡经商选在齐国。是

要摆脱政治对他的影响，使他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到齐国后，经

过慎重考虑，决定在陶定居。依据如下：一、陶地理位置优越，

方便东西南北各地交往。《史记>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

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二、周边物产丰富，能提供充足的货

源。陶之东为齐国，多布帛鱼盐；北为赵，富鱼、盐、枣、栗；

南有邹、鲁，桑麻之业兴盛。三、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

候适宜．既可为经商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又能为商人提供良好

的生活环境。四、陶地偏东，与中原相比，战争相对较少【2】。这
正是他顺应“地道”的表现，因而在商业活动中得到“地”之“利”。

1．3人际关系优势

范蠡长期主政越国军事、经济、外交，在辅佐勾践过程中，

出于战略需要，接好齐围，亲近楚国，依附晋国，从而也编织了

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凝聚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正是由于这

一资本的庇护，才使范蠡及其全家从越国安然离开，像普通老百

姓那样。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产”、“致产数千万”；

也正因为这一资本。在范蠡转辗到齐国后，又被齐王重用为相。

2、范蠡的商业经营之道

2．1善捕商机。善用时机

范蠡在对商机的把握上技高一筹。宜兴鼎蜀山区附近的泥土

黏力强，耐火烧，宜做陶器L”，当地很多人都知道，但只有范蠡

意识到了这里的商机。他用商人的头脑，以实际行动把有利的条

件转变为现实。这告诉我们，把握机会，立即行动，抢占先机是

商界人士的首要必备的内在素质。

此外，范蠡提出“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III，即进货时，

当货物的价格低于价值，就要像珠宝一样采购；在出售时，只要

价格高于进价，就应视之如粪土，尽快出售。惟有这样加快周转

速度，才能获取较高的利润。如粮食，就要在丰年大量收进，积

蓄储备，以供歉年出售。从而在商品货币的转换中取利。“知斗

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f·1都说明了范蠡在

经商中，能因时而变，觉其先兆，窥其先机，从而能牢牢把握住

经营的主动权。因而，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商家要想

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

关系，把握时机，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2．2诚贾经商，仗义疏财

范蠡讲究“仁义”和“诚信”。他具有一般商人所难有的气

质和风格。

首先，商品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的质量即其使用

价值，它的好坏不但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而且同时

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私营个体手工业大量兴起后，范

蠡就引用他的老师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

货真、完好贮藏，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还提出“腐

败而食之货勿留”的方针，以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I，l。这样，范

蠡就以优质的产品获得了大量农业生产者的欢迎。

其次，在他经商19年中．能够三次积累“千金⋯，但他却并

不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而是把“千金⋯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称赞他是“富而好行其德”。范蠡这一非凡

的举措，一方面显示他是一位德高、行善的诚贾、良商，从而为

他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也为范螽在经商活动中提

高威望、增加信誉度和人气，为他积累更多财富。由“千金”而

至“巨万”打下牢固基础。

2．3加速周转。善于理财

范蠡认为．在增加商品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资金周转。

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像流水似的畅顺，从而使得同量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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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Q§生：Q2旦：工塑 _ 学术·理论现代衾等一C

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内外化运行机制
庞惠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230001)

摘要： 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状况令人堪忧，大学生良好的法律素养不仅要求掌握法律知识还要求能够转化为守法、用法、护法的

行为，故从内外化的角度阐释了法律素养的运行机制，并指出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是内外化运行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法律信仰的形成标志着良好而稳定的法律素养的形成。

关键词：法律素养机制 内化外化法律信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随着我国法制宣传和普法工作的日

益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已经有了逐步的提高；但现实状况还

是不容乐观，从大量的资料和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法治的信任信

仰程度、对法律的理解深度、自觉追求法治精神的心理和习惯有

待提高，所以必须要探寻一种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有效方式。

一、法律素养内外化机制的创设

“机制”按辞海解释：“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的原理。生

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

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这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内在工作方式，包

括有关生物机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

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简言之机制可以理解为：组

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结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对事物运行和发

展的调节形式，探寻法律素养的形成发展机制，首先要了解法律

素养的构成要素。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

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

起着重要作用。法律素养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养。一

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

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从法律认知到法律行为的转化是一个复杂

的心理过程，必然要求情感和意志的形成．可见．法律认知、法

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行为成为了法律素养必备的四个要素。

研究法律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应从动态的角度对其构成要素的

因果联系以及引起其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进行分析，法律

素养的内外化机制就是将外在于主体的法律要求在心理机制的作

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进而在扩大购销中增加利润的

总额。他提出的“无息币”、“无敢居贵”、“薄利多销”、“逐什一

之利”等方针，旨在加速商品流通中“货币一商品一货币”的进

程，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范蠡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扩

大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以“薄

利”的谋略．达到了“多销”的目的，最终获得最大利润。

商业经营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但包含着商品的购、销、

调、存等商务活动，还包括资金占用、流通费用、商业利润等财

务问题。因此，经商与理财是缺一不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史

书中未曾见到有关范蠡是如何理财的相关记载，但从其经营“十

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业巨子来看，范蠡在处

理财务成本、资金运转以及利润方面做得较好，从而降低不必要

的成本损失，使资金运转井井有条，使其商业运营健康持续地

向前发展。

2．4善用人才。艰苦创业。

司马迁评价范蠡“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I】，

这说明范蠡能正确认识并处理人际关系，使之“尽其材”而又“于

人不负之”。

范蠡是以父子为主体的个体商家。父子苦心戮力，艰苦创业。

然而随着资金的增长；经营范围的扩大，在他手下必然有一些他精

心挑选出来的精通商业运作、善于实践的商业人才来从事经营活

动。还在范蠡做勾践臣子的时候，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准备去吴

国做奴隶，本来准备让他留在国内，他便说：“四封之内，百姓之

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带，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

最后，勾践让文种留在国内，带范螽去吴国做奴隶。结果。文种和

范蠡都能把事情处理得相当出色。这证明：范蠡对自己与文种其人

都能有正确的认识，以致让勾践准确地“择材”而用。

范蠡在山东东北部海滨开荒，发展农、牧、渔、盐业的时候，

他对下属的一般劳动者没有丝毫虐待行为，如克扣劳动报酬、延

长工时等。相反，取而代之是他的关怀与爱护，如对“耕奴”、“乐

奴”。他分别以五年和十年为限除去其“奴籍”。转为自由民I·l。可

见范蠡不但善于认别、选择人才，而且爱惜人才。这种思想对于
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员工潜能，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

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5因时察势．多种经营

经过仔细观察，范蠡看到市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

农业又是万物之本，农产品收成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品，

农产品的波动价格也必将影响整个市场。因而，他决定农商兼营。

垦荒地、种粮食、种蔬菜．调整农产品价格，以便达到“农末俱利”。

同时，他又凭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发展养殖业资金少、收益高，是快

速致富的有效方法，所以又兼营副业，养鱼、猪、羊、鸡。这种多

种经营，农、牧、商相结合的策略，实现了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

的多元相济化。这也是他广开财源，走上成功之路的重要原因。

3、结语

自古至今，从司马迁、苏轼到冯友兰、胡寄窗等，史学界和

学术界对范蠡都有极高的评价．说他“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

以保身、商以致富”吲。他与商代之比干、三国之关羽并称“三大

财神”。为后世景仰。范蠡韬光养晦，将政治军事的谋虑运用于

经济管理，他提出的“经济循环论”、“积著之理”、“待乏原则”、

“平粜齐物价格理论”等，不仅广泛地影响了春秋列国，而且其

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日。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范蠡的经济思想和商

业作风，不仅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更是一种利国利

民的经商法宝。因此，加强商圣范蠡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企业家

以及我国商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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