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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对黄老道家的理论贡献 

白 奚 

摘 要：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 

键人物。范蠡继承 了老子的天道观，并创造性地引入 了 “阴阳”的观念，他提 出的 

“天道阴阳”的思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理论内容。范蠡援阴阳入人事，是对阴 

阳理论的一个重大拓展。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范蠡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时” 

论和 “因”论作为 “天道阴阳”的方法论，使得老子 “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社会政治 

领域具有了广泛的应用性。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沿着范蠡的理论方向，发展 出以 “因 

天时”和 “因人情”为主要内容的 “因循”思想，成为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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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随着道家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以及简帛新文献的不断出土，黄老之学成为了一个持 

续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在深入探讨黄老之学的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在致力于黄老之学发展线索的 

梳理，其思想源头的情况如何，自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黄老之学作为道家的一个流派，其最 

初的源头当然是老子，但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原始道家思想同活跃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的思想毕 

竟是有着明显的差异，老子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出黄老之学的，这其中必定有着不可缺少的中间环 

节和关键人物。于是，范蠡这个人物很早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学者们注意到，马王堆帛书 

《黄帝四经》中的一些思想同 《国语 ·越语下》记载的范蠡思想之间相似程度很高，再联系 《管 

子》、《文子》、《鹗冠子》等传世战国典籍中的相关黄老思想，可以显现出一条连续、清晰的发 

展线索。于是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范蠡在道家思想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的思想 

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黄老道家转化的关节点。例如，李学勤先生指出：“《越语下》所述范蠡的 

思想，显然是应该划归黄老一派了。” 陈鼓应先生认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 

河。”②王博先生也提出：“范蠡的思想可以说正是所谓黄老之学的雏型。”⑨魏启鹏先生也认为： 

“范蠡学术思想，已略具黄学与老学之长。” 这些论断的提出至今都已经不止二十年了，而且当 

初的论证也不够充分，这二十多年来 ，范蠡和黄老之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进展，范蠡 

收稿日期：2016-05．．04 

① 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 (黄帝书)》，《浙江学刊》1990年 l期。 

②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5页。 

③ 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中国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3年版，第360页。 

④ 魏启鹏 ：《范蠡及其天道观》，《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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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老之学的先驱人物，可以说仍然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和认定的状态。 

本文拟接续以往的研究，以老子思想为参照，具体论证范蠡对黄老之学的理论贡献。 

一

、 天道阴阳——黄老之学的天道观 

以天、地、人为一体，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道家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就 

是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们遵循着共同的法则，其要旨在于模拟天地之道，为社 

会、人生提供行为指导。《老子》中虽然多次论及天道，如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 9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7章)，“天之道， 

不争而善胜” (第73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第 77章)，“天之道，利而不害” (第 81 

章)，但都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述天道的特色和品格，实际上是老子心 目中的圣人的特色和品 

格，却没有提出天道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因而老子的天道其实只是一种供人学习和模拟的理想状 

态，总的来看还比较抽象和笼统，效法这样的天道缺乏可操作性。 

范蠡继承了老子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人事必须效法天道的基本原则。范蠡的贡献在于，他创 

造性地引入 “阴阳”的观念，提出 “天道阴阳”的思想，对道家的天道观做出了关键性的推进。 

《国语 ·越语下》载范蠡之言日：“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 

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 

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 

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 

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 

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 

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在这一段 

文字中，“天”已不再是飘渺的、抽象的存在，而是被彻底还原为 自然之天，表现为阴阳、日 

月、四时等自然现象，“天道”也就表现为 “常”、“极”、“数”、“纪”、“节”、“法”、“微、 

明”、“赢 、缩”等可以观察、把握的自然节律。在范蠡看来，人在 “天道”面前，唯有采取顺 

应的态度，“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才能得到有利的结果。 

范蠡的天道阴阳思想在 《越绝书》①中也有丰富的记载。《国语 ·越语下》记载范蠡之言日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这同老子对天道的表述如出一辙，看不出天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在 《越绝书 ·吴人内传》中，我们看到了对这句话的阐释，展开了天道的具体内容： “臣闻 

之：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言天生万 

物，以养天下。螺飞蠕动，各得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日：天道盈而不 

溢，盛而不骄者也。”在范蠡看来，“天道”最善于 “持盈”，“持盈”即把握好 “盈”的尺度， 

其要诀在于 “盈而不溢”，具体内容就是 “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使得 “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不失其常”。在 《吴人内传》中，与 “天道盈而不溢”对应的是 “人道不逆四时”， 

范蠡日：“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 

有殃。故日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虽然 “不逆四时”是 “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都必须遵循的普 

遍法则，但对于古代的思想家们来说，重点无疑都是 “王者”，是说给君主们听的，能做到这一 

点的就是圣人，这就是 《越语下》所说的 “圣人因天”。 《越绝书 ·外传枕中》也反复强调： 

“故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於四时”，“圣主施令，必审於四时，此至禁也。” 

天道的运行固然是 “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有其 “常”和 “纪”，但范蠡认识到阴阳的赢 

① 《越绝书》，旧题东汉袁康撰，其书详细记载了伍子胥、范蠡、文种等人的活动，是研究春秋末叶吴越二国史事的重要 

文献。晚近学者陈桥驿提出，《越绝书》是先秦时期的越国著作，是研究范蠡思想的可以信赖的重要文献，《史记 ‘越 

世家》中所记有关范蠡的资料大多是从 《越绝书》传抄而得。参见陈桥驿 《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杭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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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消长也有反常的时候。《越绝书 ·外传枕中》载范蠡答越王问 “阴阳之治”日：“阳者主生， 

万物方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气主杀，方冬三月之时，地不内藏，则根菱不 

成，即春无生。故一时失度，即四序为不行。”阴阳运行的 “一时失度”就会打乱四时之序， 

“夫阴阳错缪，即为恶岁”，范蠡认为这属于纯粹的自然灾害，是人力无可奈何的。但范蠡进一 

步认为，有的自然灾害是人为导致的，是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政令违背和扰乱了阴阳运行的自 

然节律而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对君主提出了警告：“夫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於四时。四时 

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觳不登。圣主施令，必审於四时，此至禁 

也。”(《越绝书 ·外传枕中》)这里所谓 “四时不正”，显然是指君主未能 “审于四时”、“顺于 

四时”的政令。范蠡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要，是后世黄老学阴阳灾异理论的滥觞。 

在范蠡之前，阴阳观念只是被用来解释天地运行、四时更替和星陨、地震等自然现象，尚未 

与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老子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是指出阴阳在自然万 

物中存在的普遍性 万物都是阴阳的和谐统一，并没有把阴阳用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而范蠡对阴 

阳的论说相当集中，而且主要是以阴阳论人事，寻求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范蠡援阴阳人人事， 

是对阴阳理论的重：赶拓展，对后世阴阳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战国时期的阴阳理论沿 

着范蠡开拓的方向 断丰富和深化，并同五行理论相结合，最终发展成阴阳五行。 

把阴阳引入天道，是范蠡对老子天道观的重要转向和发展。老子十分重视天道，他虽然说过 

“不窥牖，见天道”，但这个天道究竟具体是什么?老子并没有说出，在老子那里，天道其实是 
一 个让人效法的抽象的存在。范蠡把天道落实为阴阳四时，天道就成可以观察和把握的具体的存 

在，顺天道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可以落在实处。老子提出效法天道，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指导原 

则，范蠡把天道具体化为阴阳四时的运行节律，则是为这个总的原则的落实提供了实施细则，因 

为阴阳四时的运行 l+律毕竟是可以观察和把握的。 

范蠡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天道阴阳理论的思想家，首开运用天道阴阳理论成功指导军国 

大事的先河，这对于后来的黄老之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天道阴阳的理论为黄老之学各项理论 

内容的展开提供了天道观的根据，后来的黄老学者无不沿着范蠡开辟的这一方向论说治国之道， 

天道阴阳遂成为了黄老之学的一个特色理论。从 《国语 ·越语下》和 《越绝书》，到帛书 《黄帝 

四经》，再到 《管子》和 《鹗冠子》，再到受黄老之学影响的 《吕氏春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 

清晰的发展线索。范蠡第一次把阴阳观念引入天道，天道阴阳思想的很多内容都是他独创的，例 

如天道的具体内容就是阴阳四时的运行节律，君主必须依据阴阳的运行节律决定 自己的行动，违 

反阴阳节律的错误行为会干扰阴阳的运行从而导致 自然灾害，等等，这些都被后来的黄老学者反 

复申说。范蠡表述天道阴阳思想时用过的很多词语，如 “盈而不溢”、“天极”、“究数”、 “赢 

缩”、“逆顺”、“人主”、“人客”等，在帛书 《黄帝四经》、《管子》中都反复出现。《国语越语 

下》和 《越绝书》中的某些语句，在一些后世的黄老著作中也都可以见到。范蠡的天道阴阳思 

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叙述方式，此足见范蠡对黄老之学天道观的重要贡献。 

二二、“时”论与 “因”论：黄老道家的方法论 

人事必须取法于天道阴阳，这一原则为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活动提供了天道观的指 

导，不过要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具体指导，还需把这一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在天道阴阳的理论中，范蠡对 “时”和 “因”两个范畴有深刻体悟，并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 

越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形成了 “时”论和 “因”论两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 

“时”论和 “因”论被后世的黄老学者所继承、运用和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重要的方法论。 

“时”论 的精义是善于把握时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认识 “时”，可以溯源于老子。《老子》 

第八章中提出 “上善若水”，以水之性喻指上善之人的德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 

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里的 “动善时”，不宜轻易地理解为善于选择时机。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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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一，老子的 “动善时”，更多地突出的是 自然无为的意义。 《庄子 ·天下》篇所述关尹、 

老聃之学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老子的本意，其言日：“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老子的 

“动善时”正是以水为喻，足见其本意乃是不先物而动，即自然无为。诚如蒋锡昌 《老子校诂》 

所言：“其实老子所谓 ‘动善时’者，非圣人自己有何积极之动作而能随时应变，乃圣人无为无 

事，自己渊默不动，而一任人民之 自作 自息也。”其二，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家 “与时 

迁移，应物变化”、“时变是守”，在顺应 自然的前提下，增加和突出了 “应变”或 “时变”的 

义项，所指的显然不是老子所代表的原始道家 (《老子》中没有一次提到 “变”)，而是后世演 

变和发展了的道家思想。这样的道家思想，正是从范蠡那里才开始逐渐成熟的。 

在 《国语 ·越语下》中，范蠡亦称 “时”为 “天时”、“天节”，对 “时”的把握，则有 

“随时”、“守时”、“因时”、“从时”等多种表述。具体来讲 ，则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时机 

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只能耐心等待，而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必将招致 “天殃”。如 “时不至， 

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又如 “天时不作 ，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韦昭 

注日：“攻者为客”、 “先动为始”。其二，一旦时机成熟 ，就必须及时把握 ，立即行动，对 

此，范蠡有极为生动的表述 ：“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趋之 ，唯恐弗及。”一旦误 

了时机 ，同样也会招致失败 ：“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得时勿怠 ，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 

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这里的 “时”，都是从 “天时”出发，而事实上已经超出了 

“天时”的范围，泛指一般意义上的 “时机”。在这些深刻的理论认识的指导下，范蠡在伐吴 

的时机把握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当时机不成熟时，他以极大的耐心说服越王勾践 

待时并积蓄力量，而当时机一旦成熟，就即刻付诸行动，绝不迟疑延误，终于灭吴霸越，成 

就了彪炳千秋的不朽功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范蠡所谓 “时”，实乃 “天时”与 “人事” 

的有机统一，越王勾践数次急于伐吴，范蠡先是止之日 “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后又止之日 “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并解释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然 

后乃可以成功。”可见，范蠡所谓 “时”，乃是天人关系的关节点，体现了天、地、人一体的 

核心观念。范蠡的 “时”论 ，虽然仍是以天时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已容纳了人事的因 

素，因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 “时”更多地是指 “天时”，或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客观情势，人只能待时、守时、 

从时，而不能造时，那么，“因”这个范畴就更多地体现了人对 “时”的认识 、把握和运用，更 

多地体现了人的作用。虽然老子没有提出和使用 “因”这个概念，但范蠡的 “因”论无疑与老 

子思想 “法自然”的宗旨相合。“因”即依循、因任、顺应，其基本原则就是顺任自然。静观变 

化，待时而动，不违天时，排除妄动，乃是范蠡 “因”论的精义，《国语 ·越语下》日：“自若 

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范蠡将静观待时的思想从社会实践的 

层面提升到天地运行变化的高度来认识，这就是 “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天地之常”亦即 

“天地之恒制”，范蠡用阴阳理论解释天地之 “常”或 “恒制”，使之具有了更为充实的内容： 

“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 

韦昭注日：“死，杀也。刑，法也。杀生必因天地四时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范蠡关于 “阴 

阳之恒”、“天地之常”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引证 《越绝书》的材料加以进一步说明。《越绝 

书 ·外传枕中》记范蠡之言日：“故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于四时。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 

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谷不登。”《越绝书 ·吴人内传》亦载范蠡论 “天道”日：“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因而 “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 

之者有殃”。可见，天地阴阳之恒常，具体就表现为四时寒暑的运行更迭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 

自然节律，人的活动是否遵循此种 自然节律，乃是吉凶祸福和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些认识是范蠡 

思想的精义，也是他对道家学说的重要拓展。 

范蠡深观阴阳二气赢缩消息之变化，认为阴阳的消长决定了事物的命运：“阳节不尽，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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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取；⋯⋯阴节：不尽 ，柔而不可迫”①。这就是说，当一个事物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它存在的极 

限时，它就有存在的理由，这时就不可勉强轻取，只能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尽其阳节，盈 

吾阴节而夺之”，待其阳节已尽，方可取而代之。人的行为必须因循顺应客观世界的自然节律， 

范蠡将这一原则概括为 “圣人因天”或 “顺天道”。不难看出，“因”论是对 “时”论的合乎逻 

辑的理论推展，“因”同 “时”一样 ，也是天人关系的关节点。 

“因”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对道家哲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因” 

这个范畴中强烈地贯注着老子天道 自然无为的思想精蕴，“因”作为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 

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在于它将老子 “道法 自然”的宗旨具体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 

社会政治领域拥有巨大的施展空间。“因”范畴的出现和 “因”论的提出，是老子 “道”的思 

想从形而上的层面向社会政治与人生的形而下层面落实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它甚至可 

以说是道家理论转向的标志，是道家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拓展。《史记 ·太史公自序》于六 

家中对道家最为称道，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却多次提到了 “因”，如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 

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以虚无为本”即 “虚 

者道之常”，讲的是本体之 “道”的形上性，“以因循为用”则是在形下的政治层面上讲 “道” 

的应用，也就是 “因者君之纲也”。可见 “因”作为方法论在道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范蠡的 “因”论在齐国的稷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成为稷下黄老道家理论中 

的重要内容。稷下黄老道家的主要著作 《黄帝四经》和 《管子》书中的有关篇章，以及稷下黄 

老道家的重要人物慎到、田骈等人的学术思想中，“因”都是非常重要的范畴。稷下黄老道家还 

用下定义的方式对 “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如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管子 · 

心术上》)，“因也者，无益无损也”(《管子 ·心术上》)，“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 ·因 

循》)关于 “因”或 “因循”的理论，是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因天时”以及由 “因天 

时”推展而来的 “因人情”，是上述稷下黄老道家人物和著作中的重要理论内容，黄老道家的很 

多主张都是以这两个命题为哲学根据和理论前提的。 

《史记 ·太史公自序》论道家学说的宗旨，学界公认所言并不是老子的道家思想，而是后世 

的新道家，即汉初流行的黄老道家。特别是其中的 “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因者君之纲也”，这些表 

述同范蠡的思想十分吻合，是典型的黄老思想。我们有理由认为，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 

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键人物，对黄老道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责任编辑：周小玲) 

Fan Li’s TheoreticaI Contributions to Taoism of Huang Lao 

Bai Xi 

Abstract：Fan Li who was a pioneer of the Taoism of Huang Lao，was a key figure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from Primitive Taoism to Taoism of Huang Lao． Fan Li inherited Lao Tzu’S Tao view of 

heaven．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Yin”and“Yang”creatively．The thought of“Tao of heaven and 

Yin Yang’’which he proposed became Huang Lao’S symbolic theory content later．Fan Li introduced Yin 

and Yang into occurrences of human life，which is a major expansion of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In 

specific operational leve1．Fan Li proposed “time’’theory and “follow” theory which has univers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s the methodology of“Tao of heaven and Yin Yang”，which made Lao Tzu’S thought 

of“Dao imitate nature”be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extensively． 

Keywords：Fan Li；Taoism of Huang Lao；Tao of Heaven and Yin Yang；Time；Follow 

① 《国语 ·越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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