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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司马迁,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在,国语5越语-的基础上对范蠡有了更全面的记载$塑造了栩栩如生

的范蠡形象$成为历代文人了解范蠡其人其事的重要途径&诗人们也纷纷有感而发$创作了许多以范蠡为创作主体的咏史

诗&以唐宋两代诗人歌颂范蠡的咏史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诗歌对范蠡建立功业的称赞$对其功成身退的向往等$探讨

唐宋诗人对范蠡形象的接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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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功成身退/的楷模$

是古代文人理想的化身&灭吴霸越的功绩与泛舟五

湖的潇洒令历代文人仰慕不已&在文献资料中$最

早记录吴越史事的,左传-其实并没有关于范蠡其人

的记载$,国语-中的,越语上-对范蠡也是只字未提$

,吴语-中范蠡虽出现过两次$也是众多人物之中一

带而过的闲杂之人$真正到了,国语-的,越语下-$范

蠡才一跃而成变为重笔描写的对象$作为越王勾践

的佐命大臣$地位尚在文种之上&司马迁,史记-所

记叙的范蠡事迹多取材于,越语下-$并在此基础上

有了新的发展&

,史记-没有单独为范蠡立传$范蠡出场主要是

在,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精炼

传神的侧面描写$贴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对话以及娴

熟自然的叙事技巧勾勒了栩栩如生的范蠡这一人物

形象&自此之后$历代文人对其生平事迹有感而发$

创作了许多咏范蠡的诗作&唐宋之际$多位著名诗

人对范蠡进行吟咏$如唐陆龟蒙,范蠡-$吴筠,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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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首-$宋陈师道,陶朱公庙-$吕本中,谒陶朱公

庙-$王十朋,范蠡-&这些吟咏范蠡的咏史怀古诗为

我们勾勒唐宋两代诗人对范蠡形象的接受与认可$

不仅以史为鉴$有着理性思考$也加入了感性理解$

从不同角度丰富深化了范蠡形象的内涵&

公元前
G%$

年$吴王阖闾带兵攻打越国$结果败

于
*

李$阖闾更是在在此战中被击中脚趾$伤重而

亡&临死之前$阖闾告诫其子夫差曰%.必毋忘

越1/

*

#

+

!#""以此便有了之后的吴越之争&继位后得

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以期父仇得报&而越王勾

践亦有讨伐吴国之心$南阳人范蠡因此向勾践谏言

道%.持盈$定倾$节事&/

*

!

+

GDB但勾践不听其劝$想要

先发制人$执意出兵$果不其然越国兵败$困于会稽

山下&此时范蠡又进言.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

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

!

+

GDB

$劝勾践答应吴

国的各种要求以保全性命$勾践依计而行$果暂保越

国&此时的范蠡是足智多谋又能忍辱负重的策士&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王勾践带妻子入

吴为臣$他本意是要带文种前行$命范蠡守国&范蠡

却言道%.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

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

*

!

+

GD$AGDE建

议让文种守国$自己则跟着勾践入吴为奴&可以看

出$范蠡对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且大局为重$

具有敢于担当的品质&

随越王在吴国为奴仆期间$吴王曾经想要招纳

范蠡$劝其离开越王勾践$摆脱仆人身份$助己一臂

之力&范蠡却毫不动摇$并坦然而曰%.臣闻亡国之

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

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

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

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

&

+

#!G范蠡的忠心与智慧

可见一斑&正是他此时表露的忠君不二$吴王夫差

被打动$渐渐对勾践起了恻隐之心$使得几年之后$

越王勾践能够从吴返国$重建越都城&范蠡再次为

越王献策.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

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劝农

桑$务积谷$不乱农功$不逆天时$施民所善$去民所

恶$内亲群臣$下义百姓&返越后的一系列措施亦充

分体现了范蠡的治国才能&

之后$勾践卧薪尝胆$着急一雪前耻$范蠡多次

劝阻其要等待更加的时机&终于越国兴师伐吴$至

于五湖&吴军出军挑战$一日五返&范蠡又建议越

王弗与战$以逸待劳&居军三年$吴军自溃&吴王命

其良臣带厚禄前来求和&在勾践有所迟疑犹豫不决

之时$又是范蠡击鼓兴师$不伤越民就一举灭了吴

国$其果敢坚定的性格一览无遗&

可以说$范蠡是吴越相争中灭吴霸越最大的功

臣$兴一国$灭一国$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智圣/诸葛

亮未完成的功业$范蠡做到了$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

煌&古人推崇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范蠡并非道

德圣贤之辈$也不是天赋才华之人$只有建立功业方

实现人生之不朽$这一点与积极入仕的士人价值观

不谋而合&自然$具有谋臣之略$才智兼备的范蠡会

成为唐宋诗人歌咏的对象&唐陈陶,续古二十九首

5其十五-云%.范子相勾践$灭吴成大勋&/

*

G

+

DGD$宋

邹浩,范蠡冢-%.夫子实奇才$大事才能胜&/

*

B

+

#&%!!唐

李绅,姑苏台杂剧-%.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

西越&/

*

$

+

#%%对范蠡霸越之功的称赞不言而喻&

同时$唐宋诗歌中亦有与.范蠡霸越/意见相左

的作品$最典型的当属宋代郑獬的,嘲范蠡-%.千重

越甲夜成围$宴罢君王醉不知&若论破吴功第一$黄

金只合铸西施&/

*

B

+

$DDB将破吴之功归于西施$更是直

接名曰.嘲/范蠡&释智缘诗,雪西施-亦云%.范蠡无

西施$胡以破吴国66岂惟陶朱策$实赖西施

容&/

*

B

+

#B"#此类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也代表了唐宋之

际诗人的一方观点&

然而$没有等到再回越国$灭吴回越的途中$范

蠡就向勾践提出请辞$即使最后没有得到勾践的同

意$仍坚持乘舟而去终不再返&.飞鸟尽$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

居/

*

#

+

!##&

$又看透了勾践的为人.越王为人长颈鸟

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

#

+

!#"E

$如果不能审时

度势'急流勇退$日后恐无葬身之地&相较于他所建

的功业$唐宋诗人更为关注和向往的是其这种功成

不居$抽身远隐最终得以善终的逍遥姿态$以此为讴

歌题材的诗作数量更多也更为丰富&如唐代周昙的

,范蠡-一诗$直接题目下方小序云%.功成能退也&/

.迹高尘外功成处$一叶翩翩在五湖&/

*

E

+

#!D唐汪遵

,五湖-.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

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

G

+

D"DB宋赵楷,览梦得

所藏李伯时画吴中贤像因各书绝句5范蠡-%.已将

勋业等浮鸥$鸟尽弓藏见远谋&越国江山留不住$五

湖风月一扁舟&/

*

B

+

!#!EE这些诗都表达了对范蠡懂得

取舍大智慧'适志遁退的赞颂$是在宦海沉浮的士大

夫们追求向往的理想&

唐吴筠有,览古十四首-$贯穿这一组诗的主导

思想就是道家鲜明的全身远害之说&,览古-其九

云%.晁错抱远策$为君纳良规&削彼诸侯权$永用得

所宜&奸臣负旧隙$乘衅谋相危&世主竟不辨$身戮

宗且夷&汉景称钦明$滥罚犹如斯&比干与龙逢$残

害何足悲&/

*

G

+

%$GB晁错为皇帝出谋划策建议削减诸

侯封地$此计既是忠君之举$又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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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良策$实该嘉赏执行&但朝中的一些奸臣因平日

与晁错有旧怨$趁此机会落井下石陷害晁错$而汉景

帝也竟不辨忠奸诛杀了晁错这样的忠良之臣$像景

帝这样堪称贤明的君主都如此冤杀滥罚$比干之类

的直臣被暴君'昏君残害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小窥

大$晁错的悲剧不是偶然$其带有一定的历史规律

性$而这样的悲剧$不仅在汉$在唐宋的宦海朝堂当

然难以避免&吴筠的诗中更是举出了一系列历史名

人$如比干'箕子'太子申生'伍子胥'文种'屈原'晁

错$等等$均以各样原因招祸亡身&诸多的历史事

实$足以说明全身去害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历史

上太多的悲剧人物$.无所害/的范蠡才更为士人羡

慕和盛赞&.吾观采苓什$复感青蝇诗&谗佞乱忠

孝$古今同所悲&奸邪起狡猾$骨肉相残夷&汉储殒

江充$晋嗣灭骊姬&天性犹可间$君臣固其宜&子胥

烹吴鼎$文种断越铍&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贻&何

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

*

G

+

%$GB除了.成霸业/$更重

要的是.有余谋/&

除了对范蠡功成而退表达自己的向往$赞扬其

有舍有得的智慧外$一些诗人又将笔端转向探究范

蠡所以泛舟五湖的原因&宋邹浩,范蠡冢-%.鸟喙鲜

克终$天道亦恶剩&/

*

B

+

#&%!!宋郑思肖,范蠡扁舟图-%

.鸟喙无情乃若何$功成只合理渔蓑&/

*

B

+

G&&D%唐陆龟

蒙,范蠡-%.平吴专越祸胎深$岂是功成有去心&勾

践不知嫌鸟喙$归来犹自铸良金&/

*

G

+

E!!"曾经的种种

辉煌何以说放就放$有诗人就认为是范蠡功高盖主$

越王猜忌功臣使然&

.长颈鸟喙/语出,史记5越王勾践世家-$是范

蠡临别之际劝告文种离去讲的话&,史记-描写勾践

的面貌.长颈鸟喙/

*

#

+

!#"E

$这是古代话语环境中一种

很典型的阴性性格的标志$那么.长颈鸟喙/长相之

人就真的是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吗4 北宋文学家苏

轼曾经提出过独树一帜的见解谈范蠡的归隐%.范蠡

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

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4 何至耕于

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4

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

自放者乎4 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静

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0蠡亦鸟喙也)&/

*

D

+

$GDA$G%

苏轼认为范蠡的人品存在些不足$他的物欲心太重$

如若不是范蠡心中亘着.利/字$灭吴之后的酒宴上$

勾践的面无喜色也不会自动带入被他理解为.勾践

爱壤土$而不惜群臣之死$以其谋成国定$必复不须

功而返国也$故面有忧色而不悦也&/

*

&

+

#!E苏轼认为

范蠡显然是带了势利的有色眼镜才会有越王猜忌功

臣'不舍壤土的想法$毕竟当时越国分封功臣的主要

方式就是割壤以封&但这也仅仅是苏轼独辟蹊径的

一种解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中塑造的人物

形象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因为各自情感

体验和思想见解的不同$更因为自己的需要和时代

的背景因素影响$对人物形成不同的体悟是很正常

的&因此苏轼认为范蠡归隐与他自己的品行不足有

关$不一定是或者不一定全是越王猜忌造成$这有一

定的道理&而一些诗人有心报国却胸襟未展的无奈

似乎才是他们将此归罪于勾践的背后深意&比如李

白的,悲歌行-%.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

退&/

*

%

+

#B"诗中为范蠡感叹的无奈又怎说不是李白自

己见疏于皇帝$建功立业之理想破灭的无奈与遗

憾呢4

唐陆广微的,吴地记-有记载%."嘉兴#县南一百

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

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

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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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此事虽然不见载于

各代史书中$也从另一层面反应出范蠡西施故事在

唐民间的流传情况$西施石'浣纱溪这些传说故事中

的古迹又为范蠡西施之事增色不少$范蠡西施的故

事作为独立的创作题材散见于唐宋诗歌中$成为浪

漫诗人们寄托情感的对象&唐杜牧有,杜秋娘诗-%

.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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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明确的将西施同范蠡联系在一起&对身不

由己被迫推上政治舞台卷入血腥政治漩涡中的西

施$情感丰富的诗人们似乎心照不宣$普遍为其寻求

圆满的结局&罗公升,灵岩寺-%.马嵬锦袜战尘中$

辱颈空余颈血红&却是西施偏命好$国亡犹得嫁朱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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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戴复古,松江舟中四首荷叶浦时有不测末

句故及之-%.范蠡挟西施$功名付烟艇&/

*

B

+

&&G$D李啸

轩,登姑苏台-%.却使五湖烟浪里$扁舟一叶载西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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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G"E这些诗均认为西施最终是与范蠡相携归

隐$泛舟五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阅读司马迁,越世家-及,货殖列传-我们会发

现$关于范蠡离开越国之后的归隐生活$太史公着笔

较多&除了描写范蠡三聚三散'登齐国相位'称陶朱

公等事件外$作者笔墨最多的是记载了范蠡家庭生

活中的一次变故&范蠡后来居住在陶地$生了小儿

子&小儿子成人时$范蠡的二儿子杀了人$被楚国拘

捕&范蠡听言家有千金的儿子不会被杀在闹市中&

于是派小儿子前往营救&打点好一千镒黄金$将派

小儿子出发办事时$范蠡的长子坚决请求代替小弟

弟去$范蠡不从&长子说%.家里的长子叫家督$现在

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长子去$却派小弟弟$这说明

我是不肖之子&/长子说完想自杀&他的母亲也替长

子求情&范蠡不得已就派了长子$并写信要大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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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昔日好友庄生$叮嘱其子将千金送往庄生家中$

一切听从好友的安排&长子到达楚国$向庄生进献

了千金$完全照父亲所嘱做的&庄生说%.你可以赶

快离去了$千万不要留在此地1 等弟弟释放后$不要

问原因&/长子表面上不再探望庄生$但私自留在了

楚国$把自己个人携带的黄金送给了楚国主事的达

官贵人$四处打探消息&庄生虽然住在穷乡陋巷$但

是廉洁正直在楚国很闻名$从楚王以下无不尊奉他

为老师&范蠡献上的黄金$他也并非有心收下$只是

想事成之后再归还给范蠡以示讲信用&但长子不知

庄生的意思$以为财产送给庄生不会起什么作用&

之后庄生乘便入宫会见楚王以天文上某星宿的变化

劝诱楚王施行大赦$楚王当即答应照办&此时长子

送礼打探消息的楚国达官贵人将楚王即将大赦转告

长子&长子不明就里$认为既然大赦$弟弟自然可以

释放了$一千镒黄金等于虚掷庄生处$没有发挥作

用$于是又去见庄生取回之前的千金重礼&庄生心

头火起$深感被小儿辈耍弄$就又入宫会见楚王说%

.我上次所说的某星宿的事$您说想用做好事来回报

它&现在$我在外面听路人都说陶地富翁朱公的儿

子杀人后被楚囚禁$他家派人拿出很多金钱贿赂楚

王左右的人$所以君王并非体恤楚国人而实行大赦$

却是因为朱公儿子才大赦的&/楚王闻言大怒%.我虽

然无德$怎么会因为朱公的儿子布施恩惠呢1/于是

先杀掉了范蠡中子$次日才下达赦免的诏令&长子

只能哭哭啼啼携带弟弟尸体回家了&回到家后$母

亲和乡邻们都十分悲痛$只有范蠡发笑称早已料到

此事结局$.吾固知必杀其弟也1 彼非不爱其弟$顾

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

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

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

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

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

来也&/

*

#

+

!##E

司马迁记载的故事确实生动精彩$范蠡料事之

精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个故事中范蠡

却让后人颇有微词&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引陈太令

曰%.徇儿女子之言而致中男于死为不仁$以褊悻之

庄生而托以爱子为不智$岂具霸越沼吴之识竟失算

若是乎4 庄生之不廉不直$更弗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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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预言其他的祸福之事尚情有可原$现在面对的是自

己儿子的性命$范蠡居然能以此为注$在妻儿邻里啼

哭之际.独笑/以证自己早已了然于心$其不近人情

之处让人难以理解&此外.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

闻於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但庄生.羞为儿子所

卖/之所为又不能称得上.廉直/$整个故事的真实性

难免受到质疑%.赦中子杀人一节必好事者为之$非

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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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否出于同样的质疑$唐宋之际

的诗人们有对范蠡睿智的盛赞$有对其泛舟五湖的

向往$有提及陶朱之富$也有为范蠡西施勾勒美满生

活$却没有只字谈到.范蠡救子/之事$由此也可看

出$诗人对范蠡的接受与认可有自己的选择与加工&

总之$纵观唐宋两代诗人咏范蠡的作品$不管是

在咏史怀古诗中借范蠡来表达全身远害的退隐之

思$还是在范蠡身上找寻入仕为官的目标理想$都是

诗人们对,史记-及其他相关史籍的阅读与思考$诗

人对之选择锤炼$再同自己的情感体验相结合$以诗

歌的形式表达对范蠡形象的认识与接受&用恩格斯

的话来说%.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

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

里仅仅成了对于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

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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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题材

中能提炼出不同的主题&诗人的身份不同$立场不

同$着眼点不同$对历史的认识不同$即使面对同一

个历史人物也有着不同的诗意$不同的褒贬态度&

但正是基于此才成就了诗坛立论新颖'观点独特的

优秀诗作$而这些优秀的咏史诗是我们现今研究,史

记-及范蠡形象在后世传播演变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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