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每个人都渴望着成功，但对我们来讲，成功又绝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成功可以定义为某种程度，某种境界，人们在这种程度和境界

下，在完成一生使命的过程中，不论碰到任何形式的困难与逆境，都

会不断地前进，直到达成成功的目标。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顺境其实只能占到很小

一部分，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与挫折和逆境相伴相随的。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逆境，冲破重重阻力，达致成功的峰顶呢？  

或许，看一看勾践的故事，就明白了。  

勾践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但他这个霸主之位却不是

通过遗传来的，也不是在路边顺手捡来的，而是与他一生励精图治、

奋发图强，愈挫愈勇分不开的。  

勾践即位不久，孔武有力的邻居吴王阖闾就欺负他，带着吴军大

规模伐越，勾践不识好歹，要跟阖闾硬拼。偏偏这次勾践运气特别好，

在檇李一战中，大败吴军，重创阖闾。但是，老天爷就偏受了勾践这

么一次。  

阖闾逝世后，吴王夫差继位，矢志复仇。当时吴强越弱可是一个

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夫差的打击下，越国迅速崩溃，勾践不得已，答

应吴王夫差的条件，入吴为奴三年，期满回越。  

吴国重臣伍子胥一心要杀掉勾践，这让勾践在越国期间几乎天天

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每天都要和自己的心理作一番斗争，又每天都

要伪装一幅面孔讨好夫差。他给夫差牵马拉车，甚至为了博得夫差的

欢心，在夫差重病之余，亲口尝其粪便为其诊病。九死一生后，勾践

终于回到越国，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回到越国后的勾践并没有又成为国君腐蚀掉自己，相反，他更加

磨炼自己的心智，天天住窑洞，吃素食，睡在干柴草上，在房间里挂

一猪苦胆，吃饭前必定要尝上一口，为的就是要让自己不要忘掉被夫

差羞辱之耻。不灭吴国，誓不为人，这就是勾践的人生信条。  



卧薪尝胆十年后，勾践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利用夫差北上

争霸中原的机会，领军伐吴，数战数捷，终逼迫夫差自裁，吴国也最

终亡于他手上。努力没有白费，所有的辛苦也都值得，因为勾践成功

了，他用他独特的毅力和个人魅力赢得了他想要的一切。  

勾践能成功，我们就不能成功吗？  

逆境不会产生不可逾越的障碍，每一个困难都是一次挑战，每一

次挫折其实也都蕴含着机遇，战胜困难就抓住了机遇。成功者总是会

设法不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技术日渐提高，力量

也不断壮大，并最终让自己取得了突破，走向了成功。  

弥尔顿说过： “能承受一切磨难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实干家，

他们能够成就一切。 ”  

歌德也说过：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命都是一场磨难。我们

无法估计，谁能够单枪匹马地去拯救上帝。因此，请不要责怪逝者的

疏漏和错误。不要只看到他们失败的地方和他们所经受的磨难，应该

仔细的想一想，他们有什么样的功绩，这才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

该做的事情。 ”  

通过本书，看一看勾践的争霸经历，睹一睹勾践所经历过的苦难，

你就会懂得，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苦难给了自

己最好的礼物。经过生活的历练，你就会更有信心去迎接随时到来的

挑战，就能够很平和的面对生活中的快乐，就能够很镇定的面对失败

的考验，就能够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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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万众归心的少年君王——越顺利，越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  
越国王子勾践雄姿英发，智勇兼备，劝谏父王允常乘虚进袭吴国，

允常不听，致使越军失去大好机会。而在时机过后，允常才如梦初醒，

领军伐吴，结果被吴军击败，允常郁郁而终，勾践被众臣子拥立为越

王，自此以 “继承先王遗德，守卫国家 ”为己任。  

勾践不姓勾，姓姒，勾践只是他的名，从勾践的族谱往上数二十

几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夏禹。相传禹的后代中有个叫于越的，被封在

会稽，号称无余，负责看守供奉禹的祭祀，他的后代就一直居住在当

地，并征服了当时此地的土著，成了那里的首领。  

高贵的血统注定了勾践会含着金汤匙出生。事实也确实如此，大

约在公元前 520 年，勾践降生于越宫，他父亲是越王允常。在这样一

个诸侯之家，勾践的富贵生活可想而知，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

的，而且在 “家诸侯 ”的时代，如果不发生意外，勾践就是那绝对的越

地王者，在越国可控的范围内，没人能和他争，也没人敢和他争。  

少时的勾践找不到任何出彩之处，因为史书无载，相信除了锦衣

玉食之外还是锦衣玉食，勾践应该就是这样 “平淡 ”而无聊地生活着，

一直到他大约十五岁时止。  

稍微熟悉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勾践是春秋时期有数的几位英雄之

一，俗话说 “虎父无犬子 ”，能生出勾践这样的儿子，越王允常自也不

是等闲之辈。  

春秋时期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在诸侯争霸之初，越国却几

乎连分一杯羹的机会都没有。当时，中原的几个大国都是富翁，像江

南这样 “穷乡僻壤 ”出来的主，都只能算是乡巴佬。没办法，越国离中

原太远，生活习俗落后，生产力跟不上，军队建设不达标，如果不出

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拿什么去跟别人争？  

好在，允常渐渐认识到了越国的不足。  

允常登基之后，顺应民意发展生产，鼓励百姓耕种，开拓疆土，

使越国疆域 “南至句无，北至御儿，东至鄞，西至姑蔑，广运数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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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于会稽 ”，可以说，在当时的南方，越国在允常治下，已蔚为南

方大国。  

春秋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弱肉强食的时代，国与国之间为了抢钱抢

粮抢地，爆发战争那是家常便饭，谁强大了谁就会成为挨整的对象，

这在 “邻居 ”之间表现得更为抢眼，当时没有联合国，作为诸侯 “共主 ”

的周王室也早已江河日下，无力维护江湖格局了。因此，诸侯之间往

往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天下大势怎一个乱字了得。  

越国的崛起，就引起了邻居吴国的注意。其实，吴国是个比越国

更加强大的国家，论地理距离，他隔中原比越国要近得多，而且与中

原的交流也频繁，因为此，很久以前吴国就已经成了江南首富。但是，

因为允常，越国显示出了强大的后劲。于是，吴王阖闾坐不住了。  

本来在这之前，两国还算友好，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只是可惜

越国窜得太快，签订的条约还没热乎多久，吴王阖闾就悍然撕毁了条

约，准备起兵讨越。  

越国初兴，论军事实力，绝对抵挡不住已经中原化的吴军的进攻，

允常也有自知之明，打仗不靠谱，谈和还有希望。于是，允常派出大

臣诸稽郢使吴，请求罢兵。阖闾一心伐吴，哪听得进诸稽郢那一套说

辞，不光继续厉兵秣马，还把诸稽郢的头给砍了。允常闻之，唉声叹

气，整天怨自己命不好，惹上了吴国这么一个恶邻居。  

那时候的人都讲究占卜，平时出个门娶个媳妇都要占卜问一下吉

凶，更别说是军事行动这样的大事了。阖闾伐越之时，也请了巫师来

占卜。老天见怜，允常得到了最想要的结果，因为阖闾卜的是凶卦。 

阖闾本是个以战争为乐的君主，既然不伐越了，也就打起了楚国

的主意。不久，他就应伍子胥之请，以孙武为大将军，伍子胥、伯嚭

为副将，各领兵二万，分三路攻伐楚国。  

吴国大举伐楚的消息传来，允常心中绷着的那根弦也就放下了。

可是，就在允常欣喜雀跃之时，他那宝贝儿子，十五岁的勾践站了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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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的勾践，样子已经定型了。据史书记载，勾践的相貌是比

较寒碜的。他 “长颈鸟喙，鹰视狼步 ”，就是说勾践脖子细长，嘴巴尖

尖像鸟嘴，目光像鹰一样锐利狠毒，走路的姿态像狼一样气势汹汹，

让人望而生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勾践，心智却非常成熟。  

俗话说，居安思危，越顺利的时候往往就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尤其是春秋时代，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诸侯不是建立在鸡蛋之上的大厦，

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跌得粉身碎骨。浩瀚的大海上没有不带伤的船，

世界上一马平川的通途压根儿就不存在。坎坎苛苛，曲曲折折，没有

永远的顺境，只有顺境之中潜藏的危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直

面的实际情况。  

勾践，就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他告诉允常： “上次吴

国没有伐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占卜不吉，我看阖闾伐楚归来时，必

然将枪口对准我越国。父王何不趁吴国大军在外，吴国空虚，一举起

兵拿下吴国了。 ”  

从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金汤匙、锦衣玉食都没有腐蚀掉少年勾

践，相反，他应该是一个少年智者，英主允常都没看到的机会，勾践

却看到了。  

然而，允常不想冒险，他揪住面前血气方刚的儿子，沉思半响后

说道：“我已得到消息，吴王阖闾并没有随军出征，还留在吴国都城。

阖闹哄哄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如果我们贸然进攻，有可能偷鸡不成

还蚀把米。 ”大好机会，就这样被允常放掉。  

不久，吴军在楚地大胜，吴王阖闾欣喜若狂，又亲自率兵两万与

其弟夫概赶往楚地，趁势痛打落水狗，只留下儿子夫差、姬地守卫都

城。  

允常听到这个消息，才如梦初醒，认为这次机会比先前勾践提的

还要好，吴国都没人了，不打白不打。因此，他搜集粮草，准备攻代

吴国。  

可就在允常积极准备之时，勾践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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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找到父王允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儿臣以为这次不宜于

出兵伐吴。 ”  

允常糊涂了：“你上次不是说要伐吴吗。现在吴王阖闾领兵在外，

吴国连君王都不在了，你反而却又不主张伐吴了。这是怎么回事？ ”  

勾践当然有他的理由。现在的勾践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审时度势的

能力，较之允常，勾践已经更加沉稳，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他个人的

喜好定的。勾践有个嗜好，就是喜欢找人商量，也听得进意见，更重

要的是他也没有架子，对于大臣，尤其是那种头脑精明，判断力强的

大臣勾践更是喜欢，凡事都会与之商议。此番伐不伐吴，勾践就是找

来大臣文种等人商议的结果。  

面对允常的质询，勾践沉声答道： “上次伐吴，我们很有可能会

得到楚国的相助，齐国早就在打吴国的算盘，因此齐国也可能出兵相

助，有这两个帮手，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吴

国伐楚，楚军大败，不可能来援。况且吴国都城，经过伍子胥的苦心

经营，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如果我们一时攻不下来，吴国大军杀来

回马枪，我们腹背受敌，不败也得败，那时越国可能就有亡国之祸了。”  

这番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但是，一根筋的允常却怎么也听不

进去，命勾践守国，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讨伐吴国。战争的结果已经可

想而知，允常与勾践，现在与未来的两代越王，眼光、识见在这个时

候已经开始分出高下。  

越军一入吴境的同时，还在楚国的吴将孙武、伍子胥就在力劝吴

王阖闾班师。倒不是吴人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多好，实则完全是孙武和

伍子胥的远见卓识。楚国要亡了，秦国坐不住了，秦国也是争霸的种

子选手，现在吴国这么一闹腾，眼看快成一家独大之势，秦国当然不

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于是出兵援楚。楚得秦援，战事变为胶着，

孙武、伍子胥就半到越国有可能在吴国后院烧火，因此打起了回军的

主意。不过，两人的打算却暂时未能实现。因为以前老住 “乡下 ”的阖

闾这次进入楚都了，眼见开阔了，宠臣伯嚭也怂恿阖闾享乐，阖闾开

心了，天天住在楚昭王的内宫，和没来得及跑掉的楚昭王嫔妃饮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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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不思蜀。这样过了些时候，吴人的情报人员终于侦得越王允常

要伐吴的消息，报告与阖闾。阖闾这才如梦方醒，让其弟夫概率两万

大军分水陆两路，日夜兼程，回救姑苏。  

吴国有人才啊，这夫概虽为王弟，同样不是一个被酒色财气掏空

身子的主，其人英勇非常，在当时他可算得上是第一骁将，没人能够

战胜得了他。夫概领兵回到姑苏时，刚好允常领兵前来，双方就在城

外列阵而战，只一战，越军就被打得大败，仓皇而逃。  

如果夫概乘胜追击，越国很有可能遭到勾践预料的亡国噩运。但

是在关键时刻，夫概救了越人。这夫概，勇猛过人，野心也不小。他

见越军战败，阖闾又未归，便服生了图王之心。因此越军退走后，夫

概不但没追，反而领军进了姑苏城，自立为王。当时有大臣劝夫概：

“大王统兵在外，不久即班师，你作为大王之弟，如何能自立为王？ ”

夫概笑道：“吴国王室继位之规，早已不作数了，我又何必要遵守呢。”

夫概所讲的正是阖闾，当初阖闾并不叫阖闾，而是叫专诸，专诸刺王

僚，夺取王位，就是阖闾干的。夫概的意思，显然就是，你阖闾可以

夺别人之位，那我也可以夺你之位。  

理是没错，但夫概脑袋瓜子不灵，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人心都属

于阖闾，夫概又如何能服众呢。果然，阖闾得知夫概自立以后，自统

一路大军来讨夫概，夫概虽勇，但智计却差，一战就被阖闾打败，夫

概败逃。  

这边夫概败逃了，那边允常惨败后，因常自责备，最后在周敬王

二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竟得了个忧愤而死的结局。允常一死，

不消说，二十三岁的勾践被众臣子拥立登场，为越王。  

刚登基的勾践有很多事需要忙活，国事要处理，还要为允常办丧

事。可是就在小小的勾践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忽然又传来一个惊人

的消息：吴王阖闾，集中了吴国最精锐的部队，进犯越国，目前正以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向越国扑来。  

这阖闾夺回王位之后，孙武萌生归隐之心，伍子胥劝不动，只好

由得他去。这孙武也是一个春秋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其所作《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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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直到现在还是兵家、商家的必修课之一。其实吴国的崛起，有

很大一部分也是孙武的功劳。当初，孙武带着他的《兵法》去见吴王

阖闾。阖闾刁难孙武，让他以嫔妃演练军阵，孙武将美女们分为两队，

用吴王的两个宠姬分别做两队队长，命她们都各持一把戟，前后左右

按指示行动。妃子们哪有军令如山的习惯，孙武命令一下，就有人掩

嘴偷笑。孙武三令五申不见效，命令卫兵将那两个队长推出去斩首。

吴王大惊失色，连忙制止，孙武却道： “臣下既已受大王之命担任将

军，有道是：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请大王不要干涉军中执法。 ”

继而，孙武便将一干美女训练得规规矩矩。于是阖闾知道孙武善于带

兵，就任命他为将军。后来吴国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进入郢都，北

面威胁齐国、晋国，显名于诸侯，孙武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孙武一

走，不能不说是吴国的一大损失。  

孙武离开吴国后不久，吴王阖闾就生了向越国报仇的念头。在阖

闾看来，越国技不如人就算了，居然还趁自己外出征战时点火烧自己

屁股，这是不厚道的，也是自己不能容忍的。先前允常在位时，励精

图治，越国还像模像样，现在勾践刚刚登位，要经验没经验，治国治

军能力也不见得怎样，因此，在阖闾看来，目前正是起兵伐越，把越

国的版图据为己有的大好时机。  

谁知阖闾还没伐越，嘴仗却先打上了。伍子胥和伯嚭都反对伐越。

伍子胥入宫向阖闾说： “越国刚死了君主，讨伐它是不义的。大王要

称霸，就不能失义于天下。 ”春秋初期打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没有

现在这么多阴谋诡计，常常是两军先摆好阵势，谁也不会突袭，然后

一方问 “开打吗？ ”另一方准备好了，说 “可以 ”，如果不可以，那就得

再等等，绝没有偷袭、突击之说，也不会在别人有事时去讨伐别人，

在当时人看来，这绝对是不义的。不过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情况开始

发生了改变，当时宋楚争霸，宋襄公还按老一套，想等双方结完阵再

战，结果楚军不讲规矩，一阵乱冲，宋军大败，打得宋国一蹶不振，

从此丧失争霸的主动权。楚国一开先例，天下诸侯纷纷效仿，再也不

讲规矩了，怎么打得赢就怎么打。不过，不讨伐有事之国，还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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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诸侯心中的，但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阖闾就是这样，他和允常

有着差不多相同的性格，就是有点一意孤行，坚持伐越，没得商量的。  

伍子胥无奈，生怕自己背上了不义的名声，于是向阖闾请假，说

自己身体有病，要留在吴国，你打去吧。阖闾也不勉强，将伍子胥留

在吴国，自统大军三万伐越。这一年，是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前 496 年。  

吴国伐越的消息传到越国，正在服丧的勾践那是大惊失色，他也

没想到阖闾这么不讲规矩。这会儿，勾践有点慌神了，要摆开了架子

真打，越军很难爆得出冷门，现在，国之存亡的重担压在了勾践身上，

勾践才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在他徘徊无策之时，勾践老婆发挥作用

了。勾践老婆名叫雅鱼，聪明贤惠，见丈夫愁眉不展，她便劝勾践道：

“兵法上不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吴兵来犯，逃避不起作用，

那就想想办法怎么拒吴吧，总会有办法的。 ”  

勾践说： “父王死前，我曾经立下过誓言，决不丢失越国的一寸

土地。现在吴王阖闾统三万大军来犯，而我越军却不足二万。吴兵又

英勇善战，我越军却是以老弱者居多，这仗该怎么打？ ”  

雅鱼又劝道： “你不要担心，我听说子禽智计百出，夫君何不请

他来一同商议。 ”  

雅鱼口中的子禽，就是文种。文种是楚国人，老有才了，不过因

为在楚国得不到重用，便定居在了越国，成为越国臣子。雅鱼提起文

种，勾践却犯难了，在他眼中，楚国人都有点无义的味道。不说别的，

吴国重臣伍子胥、伯嚭就都是楚国人，现在却在帮着吴国对付自己。

而这文种也是楚国人，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不过雅鱼却不这么

看，在的多番劝说之下，勾践终于答应一会文种。  

文种就是文种，勾践一见他，他就道出了极有见地的看法。文种

认为，这次阖闾领兵三万伐越，却将第一名将伍子胥留在了国内，他

那英名远扬的儿子夫差也镇守在吴楚边境，没有跟来，因此吴军并不

可惧。文种还认为，阖闾虽也勇名在外，但如今也是年老体衰，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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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他所统公子姬波、姬山等人都少勇无谋，伯嚭也是个无能之辈。

因此，综合来看，吴军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的。  

至于怎么打，文种说： “我听孙武说过： ‘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

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吴军来袭，我越军是不可仓皇迎战的。我以

为，大王何不领军进驻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等待吴军前来会战。

吴军若为来檇李，而去攻都城会稽，大王就可以领兵攻他的都城姑

苏。 ”  

文种的建议给了勾践一丝希望，那好，就这么办。与文种会面之

后，勾践即率军二万，进兵檇李，安营扎寨，以逸待劳。  

吴王阖闾本来是要打会稽的，听说勾践将军队带到了檇李，反而

没了主张，他不知道是该先打会稽还是檇李。此时，伯嚭出主意说，

勾践年轻无谋，这是不敢前来迎战的表现，不如进兵檇李，一仗抒他

打趴下了，就好收拾了。  

阖闾一听，有理，因此浩浩荡荡领军进至檇李。  

阖闾来了，勾践又找到文种，讨教计策。勾践虽也是有勇有谋之

辈，但他比之其他君主更高明的一面就是，他深知自己不可能做到面

面俱到，有很多东西臣子的主意才是最好的，因此他自小就能虚心纳

谏，而这也为勾践在以后的争霸之路上，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文种告诉勾践： “以前伍子胥领兵伐楚。在鸡父一战中，伍子胥

用罪囚冲击楚阵，乘乱取胜。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  

勾践一听，深以为意。临时找来随军参战的三百罪囚，让士兵们

取来酒肉，好好招待他们，勾践还放下王位之尊，亲自给每位罪囚斟

酒，对罪囚们说： “你们是罪人，今天随同寡人出征。明天就是我们

和吴军决战的时刻，也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果是贪生怕死

的，现在就可以走，如果想报效国家的，明天就请下死力一战。 ”毫

无疑问，勾践是一个高情商的君王，他很懂得怎么激励将士，也很懂

得怎么去获取人心，施小恩，见大效，勾践尽得其精髓。他这番话一

下来，罪囚们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喝干酒，摩拳擦掌，表示绝对

为国争光。勾践又乘兴说： “吴军犯我疆土，灭我国家。守国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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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责。今天我赦你们无罪，命你等明日阵前效命。如果你们不幸

战死，你们的父母兄妹，我必厚恤之。 ”说话时声情并茂，听者无不

动容。  

为了麻痹吴军，勾践又让越军营寨在晚上时熄灯偃旗，只让一些

老弱残兵在营业员外巡逻。阖闾一看，见越军如此，本来还有战戒备

的心荡然无存，越军不此嘛！  

次日，决战开始。双方列阵，吴军此时有备而来，士气高昂，勾

践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冲锋，想要撕破吴军的防线，不过在久经战阵

的吴军面前，越军两次冲锋均未奏效。  

第三次，勾践让罪囚们上场了。他让三百罪囚排成三排，列在阵

前，每个人只穿一件短袴，脚穿草鞋，个个赤裸上身，单手持刀，横

在脖子上。吴军哪见过这种阵势，不知道越军要干什么，个个看得目

瞪口呆。正在吴军不知所措时，勾践一声令下，这些罪囚齐声对吴军

喊道： “吴、越二君在此兵戎相见，我等无知，触犯军令，不愿逃避

惩罚，愿阵前自杀，以死谢罪。 ”说完一个个挥剑自刎，鲜血四溅。

吴军士兵看到越军一个个像割草一样割下自己的人头，惊异莫名，不

知道越军出了什么事。就在吴军还没作出反应之时，勾践又高举起宝

剑，下令全军出击，越军发起勇猛冲锋，吴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冲，

立时慌作一团，一败涂地。越军大将灵姑浮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用短戈击中坐在战车之上的阖闾，斩断其脚趾，阖闾从战车上栽下，

命在顷刻之际，幸得吴将拼死相救，才得以狼狈逃回国内。  

第二章  怒了，战了，败了——一失足未必就成

千古恨  
吴王夫差，经三年备战，吴国实力大大增强。吴强越弱，范蠡建

议勾践与吴议和，年少轻狂的勾践不听，兵进吴境夫椒，与吴军决战。

战争中，勾践开始尝到苦果，一战下来，越军大败，三万士兵只剩下

五千残兵，吴军更是乘胜追击，一举占领越国都城会稽，勾践遭战败

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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檇李一战中，阖闾受伤，吴军大败，而此一战也成为吴越两国历

史上的转折点。阖闾回国后，因伤口感染，病情日益恶化，自知命不

久矣的阖闾深悔当初没听伍子胥之言，同时又对越国切齿痛恨。弥留

之际，一旁的伍子胥握拳道： “大王，从前你为臣报了大仇，现在，

臣也一定会帮你报仇，灭掉越国。勾践不死，子胥不生。 ”  

接着，阖闾叫来夫差，一字一句告诉他： “夫差，你可千万不能

忘记越国啊。 ”阖闾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是被越国杀死的，这个

仇你可一定要报啊。  

阖闾说完这番话时，喷血而亡。  

阖闾临终留言深深印在了夫差脑里。阖闾死后，夫差继位，立志

报仇雪恨。为将勾践杀父之仇永远铭刻在心里，他每天睡在柴草上，

并派人站在庭院之中，每当自己出入时，就让这人大声提醒他： “大

王，您忘了勾践的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大声回答说：“不，我决不会

忘记。 ”  

同时，夫差也积极整军备战。吴国上上下下回紧演练军队，提高

作战能力。夫差更是让伍子胥在太湖组建了庞大的水师舰队。这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装备有 “大翼 ”、“中翼 ”、“小翼 ”、“突冒 ”、

“楼舰 ”等舰种，当世无二。三年之后，吴军伐越工作基本就绪，夫差

以伍子胥为大将军，伯嚭为副将，起水陆之师三万，屯于太湖。  

而反观勾践，却因檇李的侥幸获胜而沾沾自喜，而越国的新闻媒

体、宣传部门，免不了要反复宣传檇李之战的伟大胜利；善拍马屁的

大臣，当然要可着嗓门歌颂 “吾王圣明，用兵如神 ”，让勾践想不晕乎

想不自大都不行。于是与吴国整军备战相反，勾践放松了警惕，终日

打猎游乐，有时一连好几天也见不着人影。  

直到公元前 494 年，勾践登基第三年，当听说吴国水师已成，屯

兵太湖之时，勾践才警觉起来。心想，不如趁吴国暂时没动，先发制

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再复制出一个檇李之战。  

此时，越后雅鱼向勾践献谋说： “吴国之强，其实是任用了伍子

胥、孙武、华元等贤臣的结果。以前秦国强大，也是因为秦穆公任用

10



了百里奚等一帮贤臣的结果。越国想要战胜吴国，光靠大王是不行的，

要富强，就必须要聘用贤才。吴国的贤才，都出自楚国。文种是贤才，

以前你因为他是楚国人没有重用他，现在不能这样了，不但要重用文

种，还要积极从本国和楚国招聘贤才。 ”越后的意思很明显，春秋时

期什么最重要，毫无疑问，是人才。  

勾践很欣赏雅鱼的忠告，派人四处网罗贤才。而正是在这次大范

围的招聘活动中，勾践迎来了自己以后争霸之路上最得力的助手。这

个人，叫范蠡。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人，字少伯，出身贫贱，但博学

多才，和文种相交甚深。那时文种还在楚国当宛令，听说属地有范蠡

这样一位人才，于是亲自出访范蠡。传说中身着官服，带着随从的宛

令文种看到的是这样一副画面——范蠡衣着污秽，头发凌乱，面目狞，

身体蜷缩似狗状，煞是吓人。文种不以为意，上前以 “先生 ”称之，范

蠡从文种的眼神中读出了火花，恭敬地请文种入屋就坐，两人高谈阔

论，十分十分赏识，从此成为好友。  

后来文种去越，吴军伐楚，吴军从楚国撤军以后，楚昭王熊轸回

到楚都郢城，看到被阖闾糟蹋过的皇宫和皇妃，也就没有了还在原先

王宫居住的心情，甚至恨乌及乌，连郢都也变得十分厌恶。楚国朝臣

们知道楚王的心思后，要迎合楚王啊。因此劝楚王另择佳地，建新都。

楚王也高兴，就这样，大兴土木，建起一座新城，名曰 “新郢 ”。新都

筑成后，楚昭王和群臣一起在新都饮宴庆贺，正巧范蠡从新都外经过，

觉得楚王这样做丢了楚歌国的面子，就唱歌讥讽之。楚昭王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下令将范蠡赶出楚国。  

楚国呆不下去了，范蠡没办法，满世界找国家引渡他。本来范蠡

的首选目标是吴国，但他转念一想，这吴国人才济济，伍子胥、华元、

伯嚭都是当世高才，自己这一去，何时能混出个头来，尤其是这个伍

子胥，才能很可能还高过自己，又是阖闾临终时的托孤重臣，自己怎

么跟人争。算了，这吴国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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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吴国了，那去哪呢？正好，范蠡听说勾践招贤，就只身跑来

会稽，投靠文种。然后，文种又将范蠡推荐给了勾践。越王勾践召见

范蠡，范蠡也不讲礼，穿着粗布衣服就去了。刚开始，勾践对范蠡并

不怎么感冒，多亏了越后和文种多方力劝，才勉强答应让范蠡住下，

等候待命。  

此时，正是勾践想要迎战吴军之时，勾践命皋如为司农，皓进为

司直、诸稽郢为司马，计倪为太史，泄庸为行人，整治国政，让百姓

家家准备粮食，为应对吴军作打算。  

本来时事格局就是吴强越弱，现在勾践不知好歹，只因一场侥幸

胜利就亡自尊大起来，低人一等还不自知。勾践的这番心思真急坏了

文种等人。文种连夜驾着车去请教范蠡，范蠡一听，感觉要出事，赶

忙觐见勾践，请他不要出兵。范蠡的理由如下： “夫国家之事，有持

盈，有定倾，有节事。 ”意思就是说治理国家要注意三件事，哪三件

呢？一是持盈，就是国家在强盛时要保持下去；二是定倾，就是国家

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三是节事，就是平时处理国家政事要得

当。  

勾践问道： “怎么才能做到这三件事呢？ ”此时的勾践其实一门心

思要趁吴国夫差服丧三年未满时伐吴，无论范蠡怎么说他也是听不进

去的。不过，面子上的话还是要进行的。  

范蠡不知，继续侃侃而谈：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

与地。 ”也就是说要保持国家的富强就要顺应天道，要让国家转危为

安就要顺应人道，要妥善处理国事就要顺应地道。  

范蠡接着分析： “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

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圣人是应该见机行事的，天时不到就不要贸然发

起进攻，人事不起也不要挑起祸端。君王您现在国家也不富强，军队

也不怎样，还低人一等呢，就想要采取过分的行动，这是会违背天意，

失掉人和的。  

勾践有点不耐烦了： “那依你看，我该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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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说： “依我看来，大王您应该一边敛兵自守，一边派遣使者

到吴国，向吴王卑词谢罪，请求吴王罢战，大王再找时机缓缓图之。”  

此时心高气傲的勾践哪听得进去，至此他终于火了，将书简扔在

地上，顿足叫道： “你这是御敌之策吗？分明是亡国言论嘛。我已拿

定主意，请你不要说了。 ”  

范蠡不死心，又找到越后。越后也去向勾践一番劝说，勾践仍然

听不进去，执意迎战吴军。  

在勾践的调度下，越国以诸稽郢守国，以灵姑浮为大将，石买为

副，赶往太湖迎敌。文种建议勾践用诸稽郢为将，不要用石买，勾践

也不听。  

三万越军就这样开进吴境夫椒（今江苏吴中太湖中的西山），屯

兵待战。吴越两军对峙于太湖，而吴越历史上一场旷世之役也不可避

免地将要在这里打响。  

夫椒之战，越军三万，吴军也是三万，人数差不多。但从将士素

质和装备来看，越军差得就远了。毕竟吴军都是曾经跟随孙武、伍子

胥转战过郢都的精锐，这些士兵个个都有以一当十的资本。越军呢，

大多数还是从越地临时征召起来的老百姓，有的甚至还是第一次上战

场，而且年龄也参差不齐，这样看来，越军在人数上也是不占优势的。  

除此以外，再来看看双方的领军人物。吴军大将乃智勇兼备、雄

勇冠世的伍子胥。伍子胥少而学文，长而习武，胸有大略，他爹伍奢

说他 “文可安邦治国，武可平定天下 ”。伍奢可不是像现在一些溺爱孩

子的爹妈，对自己的宝贝孩子闭着眼自夸，而是对儿子的正确评估。

楚平王当朝时，伍奢犯颜直谏，触怒楚平王和奸臣费无忌，被杀。伍

子胥辗转各国，最后投奔吴国，助阖闾夺得王位，成为吴国大夫。阖

闾死后，他辅佐夫差。吴国兵败檇李之后，他饥不饱食，衣不重彩，

为伐越复仇竭尽全力。这次率兵迎击越军，正是他大展雄才的机会。

而越军将领则是徒具能力的灵姑浮和石买。而且就是论勇，灵姑浮也

绝对比不上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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