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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商场即战场，商情如

敌情，谁能提前准备将来市场缺乏而又急需的商品，

谁就适应了市场的供求，谁就能在竞争中胜人一筹，

谁就能获取利益，得到发展。范蠡从“待乏”原则中总

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今天的商业经营中，仍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四)辩证统一的“积著之理”

“积著”就是储存货物，“积著之理”就是储存货

物的道理。这是一种猎取高额利润的经营原则。这个

原则本是范蠡的老师计然提出来的，后来成为范蠡

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所谓“积著之理”，表述为

“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

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页245¨。在这里，范蠡告诉人们

一定要使所经营的物品必须质量完好，货币资本不

能死滞，而应使货物与货币不断流动。通过库存商品

的多少，就可以预测价格的增高和降低。“物极必

反”，当某一商品价格昂贵时，就应将存货像粪土一

样毫不吝惜地抛售出去，不能留着等待更高的价格；

当某一商品的价格低贱时，就要像金玉宝物一样立

即收购，以等待高昂的价格。惟有这样加快周转速

度，才能获取较高的利润。在这里，“积著之理”充满

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今天的商业流通领域，控制

“物流”，加快资金流转速度同样重要，“积著之理”仍

是商家尊奉的“重要商业法则”。

(五)平粜齐物的价格理论

“平粜齐物”本指粮食而言的。“平粜”即采用公

正、平等的价格出售粮食，“齐物”即货物完备。“平粜

齐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抑物价”、发挥政

府宏观调控作用的理论基础。这种价格理论，已经认

识到商品经济规律并主张由官府实行“宏观调控”。

范蠡是一个自由商人，但他主张官府对物价应有管

制，把物价波动置于国家指导之下。物价的波动必须

限定在既不伤害生产者，又不伤害经营者这一合理

幅度内，让其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流通。让“农商

俱利”，既重视农民，又重视商人，使二者平衡协调发

展。范蠡认识到价格对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指出不

适当的价格会影响流通，从而影响生产，这些观点对

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和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新

动态，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范蠡对经营商业还主张选择好经营地点。

他之所以“止于陶”，就是由于“陶天下之中，诸侯四

通，货物所交易也”[2】(页245¨。他之所以选择陶邑，是

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往来各国方便，是经商的极好

位置。于是他在这里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把握时机，

聚散适宜。他还认为“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意谓

善于经营的商人，应该是能恰当地选择助手，采用任

贤使能的用人原则。这就是要任用那些既熟悉商务，

而又忠信可靠的能人，来作为自己的经纪人和合作

商家。

综上所述，范蠡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济世安民

的谋臣楷模，也是一位经营有方、生财有道的商业大

师。其智者之聪慧，工者之精巧，兵家之韬略，商家之

缜密，连同其传奇的经历、完美的人格，无不闪烁着

先秦经济学家的熠熠光辉。

“襄越灭吴，公推一代名相；隐迹货殖，世称千秋

商祖。”这是对范蠡一生全面而简洁的评价。范蠡的

后半生，急流勇退后，从事商业活动，并从丰富的经

营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他先后撰

著了《陶朱公商训》、《致富奇书》、《范蠡养鱼经》等著

作流传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的文化宝藏。他被

尊称为“中华商祖”、“商家圣星”、“经营大师”、“致富

奇才”。范蠡经商讲究诚信、仁义，具有典型的儒商作

风。明清以来民间把他供奉为文财神，确实是名副其

实的。

二、范蠡的研究有着积极而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范蠡的经济思想与当今的经济理念有许多

暗合之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范蠡是春秋末年人，可是他的经济思想原则至

今仍大放异彩，他的农本观点与今天的农业是基础、

无农不稳的思想非常一致；他的多种经营观点与今

天的全面发展、无商不富的思想认识十分吻合。他的

经济循环论、“待乏”原则、积著之理、平粜政策与今

天的“商品价格规律”、“市场营销规律”、“宏观调控

规律”何其相似。2400多年前的范蠡，能够如此灵活

地处理市场供求及其价格变动，利用国家的力量平

抑物价，这种理论至今仍使人赞叹不绝。

(二)范蠡经济思想的主导内容是经济治国，他

的理论是经世致用的理论，因此对经济活动具有很

高的指导价值

范蠡早年从政率军，以后经商致富，他的经济

思想既有从治国打仗的角度提出的，又有从商业经

营的角度提出的，所以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较强的

可操作性。这就告诉我们理论来自实践，伟大出于

平凡，实践必须以理论作指导。他的理论从实践中

而来，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坐

而论道”。他主张发展经济，开展货物贸易，加强对

商品经济的指导和管理，其目的是“关市不乏，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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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也”[2】(页245引。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重视

社会实践，惟其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范蠡具有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

经济思想，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世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范蠡在经商活动中不仅认真实践，而且善于总

结经验，使他的经商之道广泛传播，让普天下人们受

益。当然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范蠡的赚钱不

是单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周济他人，赞助社会。他

曾多次把赚来的钱财散于“知友乡党”，“再分散于贫

交疏昆弟”。当穷汉猗顿向他求教脱贫门路时，他毫

无保留地传授致富技术，终使猗顿也成为著名商人。

他的这种行动与我国现行的致富政策，即允许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

如出一辙。

(四)范蠡是典型的儒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高尚的商家风格，这是一种值得弘扬的优良传统

范蠡经商只追求“什一之利”，在商业风尚方面

讲究“仁义”和“诚信”，以此得人心，务人和，树信誉，

求发展。这种儒商的重要表现就是“货真价实”、“买

卖公道”、“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他曾依靠自己的

劳动和智慧“三致千金”，但又多次仗义疏财，周济穷

苦的人们。他既不慕名位，也不恋钱财，他精于理财，

又肯于散财，确实是个大能人、大好人，古人把他称

为“神仙”，尊之为“文财神”也是当之无愧的。

“五湖寄迹陶公业，四海交游晏子风。”范蠡的经

济思想和商业实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特

别是他在经济学领域里的真知灼见，是我国古代经

济史上的闪光亮点，是中国人对世界经济理论的卓

越贡献。在今天的经济建设的大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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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法宝。因此，加强商圣范

蠡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更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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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mble Opinion on Economie Ideology of Fan Li—theSage of Business

LI Xian-jie

(Economic Management School of Henan ProVince，Nanyang，Henan 473034，China)

Abstract： Fan “ is an economist and a famous businessman in the later years of Spring and Au—

tumn．Investigated in tems of China’s economic intellectual history，his economic ideolodgy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idea of running agriculture and trade concuⅡently，theory of circulation in the economy，

thought of trade and theoIy of price．Studying and canying fbrward these ideas and theories means a poritiVe and

enormous realis“c imponance for the economic constlllction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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