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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当时为什么同意出征呢
!

有两个原因
"

第一
#

越国和吴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

越国

经过长期准备
#

经济发展
#

民心稳定
#

军事力量

开始强盛
$

吴国虽然具有实力
#

但发展步伐不如

越国快
#

越国逐渐具备了打败吴国的条件
%

第

二
#

吴国急于参与北方诸侯争霸
#

国内兵力空

虚
#

这是越国攻打吴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

第二年
!

月
#

越国正式出兵了
$

在出兵的时

候
#

越王勾践表示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
#

哪怕尸

骨分离也不能倒退
#

不能畏缩
$

这次越国派出水

兵
"###

人
#

经过严格训练的主力军
$

万人
#

还

有勾践的亲兵
%###

多人
#

大约有
&

万人
$

&

万人怎么去攻打吴国
!

在范蠡的精心策划

下
#

越国兵分两路
#

一路由畴无余和讴阳率领
#

为前路兵
#

悄悄进入吴国境内隐藏起来
#

目的是

迷惑吴国的军队
#

掩护大部队向吴国发动正面

进攻
$

一路由范蠡和勾践率领的主力军
#

由海路

进入吴江
#

直逼吴国国都姑苏
$

越国的先头部队为了吸引吴军很快就暴露

了行踪
#

被吴国军队发现
#

当时吴王夫差已经率

领军队到北方去了
#

留下太子友和一部分军队

守卫都城
#

双方展开了激战
$

越国先头部队势单

力薄
#

被吴国军队打败
$

他们吸引了吴国守城的

主要力量
#

为越国主力军逼近吴国都城赢得了

时间
$

勾践和范蠡率领的主力军趁着先头部队

和吴国部队激烈交战之机
#

攻入吴国的国都姑

苏
#

吴国国都陷落
$

吴王此时正率领吴国的士兵在黄池与北方

的诸侯国晋国争霸
#

很快就得知了都城陷落的

消息
$

夫差封锁了消息
#

把知道姑苏陷落的
'

个

士兵都杀了
$

他决定不撤兵
#

先称霸再解决都城

的问题
$

晋国对称霸本来就不热心
#

观察到夫差

举动异常后
#

猜测其国中可能有变
#

决定欲擒故

纵
#

先让吴国称霸
$

吴王夫差自觉称霸成功
#

这才率领军队撤

回都城姑苏
$

到达已经陷落的国都后
#

夫差暗自

思量
#

如果跟越国的军队硬拼肯定要打败仗
#

便

主动向越王勾践求和
$

范蠡认为吴国现在已经

没有退路
#

如果不接受求和
#

一定会硬拼
#

越国

的损失也会很大
#

不如先讲和
#

回去再做打算
$

!'()*+,

吴王夫差虽然在黄池称霸成功
#

但这时已

经进入春秋末期
#

霸主只是徒有虚名
$

楚国看到

吴国国力虚弱
#

趁机攻打吴国
$

虽然吴国阻止了

楚国的进攻
#

但实力再次遭到重创
$

公元前
$'(

年
#

吴国又闹了饥荒
$

第二年
)

月
#

范蠡觉得攻

吴时机已到
#

就在吴国境内燃起了第二次战火
#

这次
#

越国要坚决消灭吴国
$

这场战争就是著名

的笠泽大战
#

是吴越争霸中关键的一战
#

这场大

战的结局决定了最后的胜负
$

范蠡把军队分成左
&

中
&

右三支
#

自己率领

左
&

右军
#

负责策应
#

吸引敌人主力
#

迷惑敌军
$

中路军是主力
$

左军和右军在夜里行军
#

为了防

止发出声音
#

每个士兵嘴里都含着一块小木条

或小竹条
#

慢慢地接近吴军大营
$

越国突然发起

进攻
#

吴军没有准备
#

以为是主力军来了
#

赶紧

应战
#

大营空虚
#

勾践率领中军趁机出击
#

一举

击溃吴军
$

吴军仅剩的
)###

人撤守姑苏山
$

历

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

姑苏山上的吴王夫

差也派人下山
#

向越王勾践投降
$

此时
#

勾践也动了恻隐之心
#

毕竟他在吴国

为奴的时候
#

夫差对他还不错
$

但这时范蠡站出

来说
"'

当年咱们在会稽山被围
#

是上天把越国

送给吴国
#

而吴国没有要
$

现在上天把吴国送给

越国
#

难道越国可以逆天之命而不取吗
! (

范蠡

一席话把越王勾践说得无言以对
#

于是下令攻

打姑苏山
$

姑苏山上的吴军一击即溃
#

吴王夫差

被俘
$

勾践要将夫差安置在甬东
#

就是现在的舟

山岛
#

给他
)##

户人家伺候他
#

让他安度晚年
$

但夫差兵败国亡
#

自觉无颜苟活
#

自杀而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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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在范蠡的辅佐下
#

经过
'

十年生

聚
#

十年教训
(#

终于在公元前
$')

年灭掉吴国
#

洗刷了当年亡国的耻辱
#

完成了复国大业
$

就在

越王勾践北伐中原
#

称霸诸侯之时
#

范蠡却急流

勇退
$

因为他看到了越王勾践有猜疑妒忌之心
#

觉得自己大名之下
#

难以久居
#

怕日后连葬身之

地都没有
$

范蠡毅然决然选择了隐退
#

神不知鬼

不觉地悄然而去
#

从而免遭了勾践杀戮功臣的

毒手
$

他劝文种远离勾践
#

文种没听
#

后被勾践

赐死
$

范蠡离开越国后来到了富庶的齐国
$

据
)

史

记
*

记载
#

范蠡在齐国
'

耕于海畔
#

苦身戮力
#

父

子治产
#

居无几何
#

致产数千万
$ (

范蠡弃官经

商
#

完全放弃了入仕的欲望
#

将全部精力投入在

商业经营上
#

最终有了万贯家财
#

成为中国历史

上商贾富豪第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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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和范蠡被放回越国
$

进入越国国境

后
#

许多国民在路边欢迎他们
#

大家都高喊道
"'

越

国兴旺
#

指日可待
$ (

此时的越国无论面积
&

人口还是经济
&

军事都

远不及吴国
#

要想重振雄风
#

报仇雪恨
#

谈何容易
$

曾经与勾践患难与共
)

年之久的范蠡得到了越王

勾践的充分信任
#

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他的经济振

兴政策
"

通过发展农业生产
#

提倡多种经营
#

不断

增强越国的经济实力
%

通过减免赋税
#

鼓励人口增

长
#

关心民众疾苦
#

不断提高越国的凝聚力
$

但是
#

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

增强军事实

力才是能与吴国一决高下的关键
$

作为战败国
#

越

国要处处听命于吴国的安排
#

吴国根本不允许越

国发展军事力量
#

这就给越国出了一道难题
$

那

么
#

作为越王勾践最重要的谋臣
#

范蠡将会怎么

办
*

越国将会如何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呢
*

为此
#

范蠡采取了几项重要的措施
$

首先
#

重建越国的都城
$

越国战败后城防设施已不复存在
#

勾践回到

越国后
#

曾想把国都迁到山里去
#

范蠡不同意
$

范

蠡说
"'

您要想重整国力
#

打败吴国
#

怎么能够把国

都迁到偏僻的山沟里呢
*

应该在平缓的地带修建

自己的城墙
$ (

在范蠡的策划下
#

越国先在会稽城

建了一座小城
$

这个小城规模很小
#

只有
'

二里三

十三步
(#

也就是说仅够王室的人居住
$

建这么小

的城是为了向夫差表明
#

越国根本不对吴国设防
$

在这之后
#

他们又开始修建一座大城
#

为了不

引起夫差的怀疑
#

这座大城的西北部没修城墙
$

越

国的西北部就是吴国
#

西北部不设防
#

表示吴国什

么时候都可以来
#

但是其余的城墙非常坚固
$

由于

这座城的城墙是范蠡设计的
#

后来被称为
'

蠡城
($

虽然西北部没有修建城墙
#

但是
#

范蠡在西面的卧

龙山上修建了一座很高的飞翼楼
#

飞翼楼乍看上

去就是一座楼阁
#

似乎就是为了观赏
#

但实际上有

望的作用
#

可以看得很远
#

范蠡非常巧妙地用飞

翼楼的景观特点掩盖了它的防卫功能
$

!)012

范蠡以瞒天过海的做法修筑了会稽城
#

不但

没有引起吴王夫差的怀疑和警觉
#

反而得到了夫

差的同情和肯定
#

这不能不说是范蠡的一大功劳
$

当然
#

有了这些防御工事还远远不够
#

兵器的好

坏
&

军队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更为重要
$

因此
#

范

蠡协助越王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打造兵器
$

古代战争往往靠近距离的搏杀决定胜负
#

士

兵随身的剑非常重要
$

越国有许多铸剑名匠
#

勾践

把他们集中起来
#

让他们到山里秘密铸剑
$

在文献

记载和考古发现中
#

都有很多越国剑的痕迹
$

据说
#

勾践非常喜欢宝剑
#

他自己收藏过
&

把

宝剑
$

越国除了剑的名气很大以外
#

车船也都声名

远播
$

勾践说过
#

真正打起仗来
#

陆行则乘车
#

车船

之利
#

比兵器
&

弓弩还要厉害
#

还要快
$

锐利的兵

器
&

便捷的交通设施是越国战胜吴国的重要条件
$

范蠡做的第三件事是训练士兵
$

范蠡深知战

胜敌国有两件法宝
"

第一
#

士兵的勇敢
%

第二
#

合理

的战术
$

而勇敢是首要条件
$

据说有一天
#

勾践坐车行路
#

突然看到路边有

一只很大的青蛙
#

眼睛凸出
#

肚子滚圆
#

气鼓鼓地

趴在那里
$

勾践突然站起来
#

用手扶着车前的横

木
#

对这只青蛙行注目礼
$

当时人们都不理解
#

就

问
"'

大王
#

您为什么要对一只青蛙行注目礼
*

(

勾

践回答说
"'

我特别希望士兵都有一股怒气
#

就像

青蛙一样
#

肚子气得鼓鼓的
#

但是我一直没看到
#

今天看到这只青蛙气鼓鼓的样子
#

所以向它行注

目礼
$ (

勾践想以此来激励士兵
$

这件事情传出去

后
#

士兵们很受震动
#

觉得自己应该有复国的信

念
#

应该保持一种怒气
$

后来
#

勾践和范蠡又设计了一次演习
#

他们用

火点着战船
#

然后命士兵去救火
#

说如果在救火过

程中有人受伤或牺牲
#

一定会得到最高规格的奖

赏
$

士兵把衣服和各种袋子用水浸湿披在身上
#

勇

敢地跑到战船那儿去救火
#

勾践和范蠡达到了目

的
$

越国的士兵一直保持着比较高昂的斗志
#

这跟

训练有方有很大关系
$

!34567-

除了修建防御工事
&

打造兵器和训练士兵
#

君

主的坚强意志和必胜决心是越国复国雪耻的关

键
$

一提起越王勾践
#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
'

卧

薪尝胆
(

的故事
$

应该说
#

在吴国
)

年的苦难生活
#

加上范蠡的苦心叮咛
#

越王勾践确实有了一种刻

骨铭心的信念
$

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
#

难道真会放

着优越的生活不过而去卧薪尝胆吗
!

史书又是如

何记载的呢
*

)

国语
*

和
)

左传
*

这两部距离越王勾践时间最

近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卧薪尝胆
$

司马迁在
)

史记
+

越王勾践世家
*

中只写到了尝胆
#

没有记载卧薪
"

'

吴既赦越
#

越王勾践返国
#

乃苦身焦思
#

置胆于

坐
#

坐卧即仰胆
#

饮食亦尝胆也
$ (

直到北宋时期
#

苏轼的文章中才出现
'

卧薪尝胆
(

的字样
$

虽然史

书中并没有记载
#

但是勾践卧薪是极有可能的事

情
$

勾践到吴国为奴的时候
#

就是睡在柴草上
#

回

国后
#

勾践为了不忘耻辱
#

很有可能既
'

尝胆
(

又

'

卧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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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蠡等人的精心辅佐下
#

越国实力不断提

升
#

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
$

但在范蠡看来
#

越国

需要经过
'

十年生聚
#

十年教训
(#

共计
"#

年的准

备时间
#

才能与吴国抗衡
$

不过
#

年轻气盛的越王

勾践报仇复国心切
#

怎么能等得了那么长时间
!

随着越国不断强盛
#

勾践复国的念头越来越

强烈
$

回国刚两年
#

他就迫不及待想出兵攻打吴

国
#

召集范蠡
&

文种等人商议
$

但大家都不同意这

么早就贸然出兵
#

范蠡更从较深层次全面分析了

不能出兵的原因
$

又过了两年
#

勾践再次询问范蠡是否可以发

兵
!

范蠡还说不行
#

他认为现在人事方面的机会到

了
#

但是天时还不成熟
#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

他还

建议勾践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国内经济
#

搞好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
#

以便在发动战争后得到邻国支持
$

又过了两年
#

勾践觉得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越

国
"

第一
#

吴王夫差想向北用兵
#

与北方诸侯争霸
%

第二
#

吴王夫差身边头脑最清醒的伍子胥被夫差

杀了
$

但是范蠡依然认为天时还不到
$

素有道家风范的范蠡一步一个脚印
#

坚定地

实施着他
'

十年生聚
#

十年教训
(

的方针
#

)

次拒绝

了越王勾践出兵吴国的提议
$

公元前
$+)

年
#

吴国发生灾荒
#

粮食奇缺
#

国

力大减
#

越王勾践再次提出讨伐吴国
#

再次遭到范

蠡拒绝
$

范蠡认为吴国发生灾荒
#

人心不稳
#

如果

在这时候出兵
#

吴国人就没有退路
#

会君臣合力
#

拼命抗击
$

到了公元前
$+)

年的
(

月
#

勾践已经急不可

耐了
#

他说
"'

我觉得一桌子丰盛的宴席也不如一

盘熟食顶用
$ (

范蠡这时候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

'

据我分析
#

现在吴王夫差要率领吴国的军队北上

了
$

这个时候国内兵源空虚
$

可是他还没走远
#

如

果我们现在出兵
#

他会马上回来救援
#

这样对咱们

不利
$ (

他建议明年春天再出兵
$

这样范蠡又拖延

了一段时间
#

终于抓住了吴国最空虚的时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