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货殖列传课件 货殖列传教案设
计(大全8篇)

竞聘是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我们要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成
功。在竞聘中，我们要从竞争对手身上学习经验和教训，不
断提升自己。在竞聘中，优秀的范文能够起到积极的示范和
借鉴作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范文，供大家参考。

货殖列传课件篇一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
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
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
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
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
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
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
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
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
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
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
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
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
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
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
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
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
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
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
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
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
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
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
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
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
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
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
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
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
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
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
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
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
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
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
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



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
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
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
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
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
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
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
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
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
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
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
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
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
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
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
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
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
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
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
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
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
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
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
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
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
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
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
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
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
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
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
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



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
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
姓呢！

注释：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已同“矣”。

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
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

眇：同“妙”。

道：同“导”。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
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

连，同“链”，铅矿石。

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

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玑：不圆的珠子。

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

旃：同“毡”。



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

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

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
《逸周书》的佚文。

辟，同“僻”。

原，同“源”。

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
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
东南f，国号齐。

至，犹言襁负而至。

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在位。
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前3在位。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

壤壤，同“攘攘”。

编户，编入户口册。

赏析：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



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
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
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
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
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
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
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
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
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
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
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
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
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
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
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
唯心主义观点。

货殖列传课件篇二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
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
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
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
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
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



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
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
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
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
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
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
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
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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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课件篇三

一“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
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
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
《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
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
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
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
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
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
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
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
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
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
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
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
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
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
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
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
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
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
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
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
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
“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
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
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
样。

三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
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
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
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
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
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
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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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
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
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
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



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
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
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
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
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
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
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
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
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
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
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
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
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
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
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
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
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
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
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
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
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
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
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
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



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
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
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
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
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
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
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
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
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
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
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
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
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
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
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
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
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
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
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
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
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
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
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
-----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
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
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课件篇四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
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
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
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
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
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
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
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
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
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
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
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
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
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
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
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
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
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
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
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
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
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
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
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



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
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
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
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
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
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
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
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
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
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
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
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
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
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
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
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
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
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
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
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
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
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
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
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
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
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
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货殖列传课件篇五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
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
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
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
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
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
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
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
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
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
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
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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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
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
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
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
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
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
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
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
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
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
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
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巳氖常无饥馑之患，以故桉镣瞪，无积聚
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
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
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
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
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
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
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
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
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
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
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
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
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
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货殖列传课件篇六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
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
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
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
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
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
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
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
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
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
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
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
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



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
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
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
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
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
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
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
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
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
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
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
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
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
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
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
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
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
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
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
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
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
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
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
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
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
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
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
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
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
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
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
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



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
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
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
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
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
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
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
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
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
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
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
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
姓呢！

注释

（1）“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2）“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3）已
同“矣”。（4）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
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5）眇：
同“妙”。（6）道：同“导”。（7）旄：，即楮（楚）树，
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
（8）连，同“链”，铅矿石。（9）丹沙，同“丹砂”，矿
物名，俗称朱砂。（10）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11）玑：不圆的珠子。（12）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
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13）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
西北。（14）旃：同“毡”。（15）筋、角：兽筋，兽角，
可用以制造弓弩。（16）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
开发山林川泽的人。（17）邪，同“耶”。（18）周书，指
《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
的佚文。（19）辟，同“僻”。（20）原，同“源”。（21）
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



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
县东南f，国号齐。（22）至，犹言襁负而至。（23）三归，
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24）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
子自称陪臣。（25）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
公元前356-前3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
前3-前3在位。（26）“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
（27）壤壤，同“攘攘”。（28）编户，编入户口册。

货殖列传课件篇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
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
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
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
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
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
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
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
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
《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
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
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
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
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
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
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
”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
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



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
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
商纣王囚禁在h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
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
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
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
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
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
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
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
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
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
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
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
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
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
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
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
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
《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
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
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
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



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
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
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
物归之，h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
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
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
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
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
国，“h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
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货殖列传课件篇八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
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
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
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
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
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
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
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
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
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
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
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
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
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
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
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
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
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
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
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
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
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
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
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
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
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
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
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
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
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
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
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
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
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



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
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
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
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
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
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
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
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
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
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
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
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
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
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
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