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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范姓业绩（1）
范姓渊源，据《姓纂》记载：“帝尧裔孙刘

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
子温叔奔晋为士师，玄孙士会，食采于范，遂
为范氏。”

另外，也有源于楚国范地的范姓、源于
西南夷的范姓和源于其他少数民族的范姓。
范不是源于商丘的姓氏，但自古以来，范姓
就与商丘结下了不解之缘。

春秋时越国上将军范蠡，帮越王勾践伐
吴胜利后，他的老师——宋国人计然告诉
他：“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
与共乐。”（《计然传》）

于是，在越王勾践将要对范蠡嘉奖时，
范蠡激流勇退，离开越国，后来到了齐国，齐
国国君要拜他为相，不受，来宋国陶邑经商，
成了商丘人。范蠡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
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宋国陶邑地理位
置优越，被誉为“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业
辐辏天下。范蠡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第二
故乡，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一家人除
耕种和养殖外，范蠡将主要精力用在商品经
营上。《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候时转物，逐
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记载他

经商原则的《陶朱公商训》用简单的语言阐
述了他经商的原则：“欲从商，先为人”，待人
接物、规矩方圆、诚信为本、勇于决断。他经
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
损人利己。其商德不仅为当世称赞，而且为
后世颂扬，因此被称为“商圣”“经营之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高度评价说：“十九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
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据民间传说，范蠡居陶经商的时代还没
有衡器，市场上很多货物的交易都是估计份
量，很难做到公平。范蠡便设想制造一种能
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一天，他用桔槔从井
中汲水。桔槔是当地常用的汲水工具，是运
用杠杆原理设计制造的，即在井边竖一高高
的木桩，再将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
一头吊水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
便省力。他受到启发，回家模仿桔槔，用一
根细直的木杆，一头拴上吊盘，用以盛装货

物，一头系一斧头作为砣，再用木桩把木杆
支撑起来。实验发现，吊盘的货物越多，斧
头就移得离支点越远，这样才能保持木杆
平衡。他把货物的多少与斧头移动的距离
一一作了记录，且在木杆上刻出标记。为
使用方便，他把一只斧头的重量定为一个单
位——斤（“斤”本来就是斧头的意）。但是，
比斧头轻的东西怎样秤量呢？他苦苦思索
了很长时间。

一天夜里，他观天象，天空星宿的排列给
他带来了灵感。于是他便将杆上一斤的距离
平分为十三份，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
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
为表现它的公平，他给这一工具起名叫“秤”。

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货物重量的工
具。但这种秤必须把木桩固定在地上使用，
对于坐商还可以，而对于行贾使用起来就很
不方便。于是他又对秤进行改造，在秤杆支
点上钻个小孔，小孔穿上麻绳，用手来提。

这样一来，秤的使用和携带就方便了。
后来，他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

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便决定把秤再作
改进，警告奸商用秤要公平心正。他改秤杆
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并在南斗六星
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
六两为一斤。他告诫商人，经商必须光明正
大，不能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
两，则会失去福气；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
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这样
一来，即使是唯利是图的奸商，卖东西时也
不敢缺斤短两了。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一代一代地流
传下来。据史料对照，范蠡在宋国发明的秤
比罗马大秤要早二百多年。

范蠡胸怀天下，决心将自己的体会与经
验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参考，走上致富道
路。他在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自己的养鱼实践，写出《养鱼经》一书，传播
养鱼技术。1999年出版的首部《中国古代动
物学史》称陶朱公《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
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
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范蠡死后，被举为“商圣”，敬为“财
神”。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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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双11”：没有“奥数”功底，你敢应战吗

花哨促销不靠谱

■史久爱（民 权）

今年“双 11”的促销早已经打响，
而我对如此花哨的促销活动却一点不
感兴趣。就在昨天，女儿打来电话，说
是想在“双 11”给我网购一套保暖内
衣，还说“预付定金后，不但尾款支付
时可翻倍抵现，还有优惠券可以领取，
没准就等于白送了呢”。女儿话音未
落，我就急忙嚷了起来：“打住，快打
住！别做白日梦了，越复杂的促销手段
越不靠谱，越是陷阱！因为商人追求利
益最大化，哪里利益大，就往哪里投资,
这是商人的基本原则！‘双 11’是购物
的黄金期，他们想借机利用花哨的促销
手段做诱饵，诱人上钩的。这你应该懂
的啊？傻瓜啊，世上根本没有赔本赚吆
喝的商家。”见说服不了我，女儿只好
作罢。

记得两年前的“双 11”前夕，见许
多朋友在电脑前目不转睛地伺机秒杀
自己心仪的物品，原本不热衷网购的我
也有了一丝心动。后来，随着各大商家
愈演愈烈的让利促销活动及周遭疯狂
来袭的抢购热潮，加上贪图便宜的思想
在作祟，我也买了条裤子和一件上衣。
在我望眼欲穿地等待了几天后，发现到
手的衣物竟是次品，从面料到做工都极
差，水洗后，不仅褪色还缩水。此次购
物经历，极大地挫伤了我网购的积极
性。如今，我基本不在网上购物。与其
费心费时地网购些毫无用途抑或只能作
为摆设的物品，不如坐下来喝杯香茶、听
听音乐或侍弄一下花草有意义呢。

尽管如此，我依然喜欢“双 11”这
个节日，因为喜欢逛街的我可以多去几
个实体店，比较着选购那些真正打折了
的商品，哪怕折扣很少，但那是实实在
在的让利，我心里踏实，质优价廉，售
后服务好，让人有安全感。

心静自然凉

■冯 燮（陕 西）

商家、厂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
终目的的，他们不是社会慈善家，不会

干亏本买卖的。为了获取利益，赢得消
费者，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制造了满天
的虚拟“馅饼”，让你垂涎欲滴，当你上
钩之后，再给你一刀。有道是“买家没
有卖家精”，确实不假。

有人说，商人是刮风的能手，他们
令市场“树欲静而风不止”。“减价风”

“打折风”“抽奖风”“赠送风”，什么“秒
杀”“半价”“送红包”……今年又花样
翻新，来了个定金膨胀金、各类满减红
包、直降红包、返现券等优惠券以及 7
天或 30 天保价政策……“馅饼”满天
飞，消费者的福气真的就那么大吗？

有道是“心静自然凉”，无论商家这
些“风”刮得手段如何新鲜，“风”力如
何强劲，所谓的规则制定得如何隐蔽，
无非是抓住了消费者爱吃“馅饼”的弱
点，给你温柔一刀。所以消费者还是冷
静一点为好，以平常心来对待商家的种
种促销手段，别想着天上会掉馅饼，这
样也就能避免落入他们所设下的陷阱。

不当“剁手党”

■田晓泉（平顶山）

不管何时何地购物，只买东西，不
买后悔，不把自己买成“剁手党”，“双
11”也不例外。

那么，购物之前，要弄清或者列出
自己需要买的商品，购物时只挑选自己
需要的。不能跟着花里胡哨、拐弯抹
角、不断改头换面、还很费脑的销售

“策略”转，那样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会
买回一堆几年也难得用上一次的商品，
或者是超出自己实际需要的商品，把自
己变成悔恨交加的“剁手党”。

有比较才购买，特别是选购价格不
菲的商品的时候。要和同类商品的款
式、质地、价格进行比较，要和同一商
品平时的价格进行比较，要和不同网站
不同网店的同一商品进行比较，要和实
体店的商品进行比较，如此才能买到物
美价廉的商品，才能买得称心如意。

买东西买到想“剁手”，买些自己不
用或者很少使用的商品，背离物尽其用
的原则，有贡献于抬高物价、交通拥
挤、奢靡之风、挥霍浪费。

“双 11”，理性消费，只买对的。

商家套路深，购物需谨慎

■李炜（郑 州）

“双 11”已对市民的消费生活产生了
非常深的影响。早在半个月前，各大电
商已开始为“双 11”预热。天猫、京东、聚
划算等商家的广告铺天盖地，“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赚取众人眼球。

有句老话，“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
卖的精”,此话不假啊，商家套路深，稍不
留神，就让你“上一当”。吸取往年的经
验教训，在此有必要给消费者提个醒，擦
亮眼睛，消费需要理性。

首先，参加“双 11”的一些品牌商很
大原因是出于清理库存、加快货物周转
和资金流转。商家所谓的“五折促销”不
过是把库存货拿出来促销；而其网页上
包含一些并未打折的新品，实足赚取了眼
球和流量。此外，在一些品牌商的推广页
面上，打折商品和涨价商品联动销售。

其次，很大一部分商户在“双 11”前
两周已调高新品价格。一些网站宣传声
势非常浩大，从电视到网络，到处都能见
到“双 11”的广告，不少商家标榜“双 11”
期间的价格将是一年最低，这让广大消
费者充满了期待。我就曾遭遇到过，此
前加入购物车的 49元的一件衣服，到“双
11”已经涨到 108元。

再次，以某样“特价商品”吸引客户进
店消费，从而带动别的商品销售，这种促
销手法也不鲜见。

最后，在“双 11”购买的产品，客服会
和你沟通好，因为物流压力，发货会在一
周之后或者指定时日寄出，可事实上，

“双 11”网购一个月才能收到商品的消费
者不在少数。“双 11”同时也是一场快递
混战，之前，有快递公司就传出要涨价的
消息。而这笔钱是该由商家支付，还是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呢？恐怕是“羊毛出
在羊身上”吧！

11月 11日，原本是一个平凡无奇的
日子，但是这些年被商家冠以“网购狂欢
节”噱头后，就成了商家集中销售、消费
者集中扫货的日子。铺天盖地地造势，
造就一个个销售奇迹的同时，消费者也
发现“双 11”价格存在着很多“猫腻”，有
些商品明显“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折扣
和让利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给力，理想与
现实差距还挺大。

“双 11”购物，也要有个“度”，一旦达
到“疯狂”的地步，就适得其反了。 看到
自己喜欢的物品，一时“冲动”就买了下
来，而买回来才发现“利用率”并不高。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理性的消费心态，
正确认识网购行为，本着“一看，二比，三
采购”的原则，生活中就不会平添那些无
谓的烦心事了。

“双11”要消费不要浪费

■梁 正（江 苏）

去年“双 11”时，妻子交待我给她
买一套保暖内衣，一开始，我输入了保
暖内衣进行搜索，因为早就在淘宝网上
搜索过了，对于保暖衣的价格大致已经
基本有数了，便选中了一套满意的，加
入购物车。又给自己挑了一件羽绒服，
实体店铺随便一件都是七八百元。搜
索了近半个小时，终于选中了一件四百
多元的放入了购物车。再看看有没有
妻子想要的其他东西，针织衫、呢子外
套等一件件地飞入我的购物车。

晚上，我和妻子又进了几家店铺，
陆陆续续选了许多小东西，一天下来，
搜索、比价、秒拍，不知不觉，竟然挑了
五千多元的东西，我俩抓紧时间，争分
夺秒，终于在零点完成了所有的订单付
款。七八天后，陆续收到了网上买的东
西，才发现网上中意的东西，收到货后
并不是很满意。花了这么多钱，看似精
打细算，实际浪费得更多。

网购可以，但必须把握住度，避免
过度消费。有些消费者见到打折物品
便蠢蠢欲动，买到家里看着一堆“战利
品”欲哭无泪。今年，我和妻子决定要
科学消费，理性购买商品，但也不从此

“金盆洗手”，毕竟它是科技发展时代
进步的产物。“双 11”，要该出手时要出
手，理性出手显身手。

“中年油腻”引热议，你怎么看？

前不久，大家恍然发觉，“80 后”已
经离中年不远了，“中年危机”似乎就
在眼前。接着，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
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又刷了
屏，文章直指现在的中年男子普遍存在
体重增加、啤酒肚、手拿保温杯等“油
腻”特征，有人认为文章的叙述十分到
位，但也有人认为，人到中年，是成熟
稳重的开始。对此，你是怎么看的？你
眼中的“中年油腻男”是怎样的？你认
为如何才能避免成为“中年油腻男”？

“双 11”就要到了，与往年主要靠拼手气、拼网速的玩法不同，今年“双11”期间，“剁手
党”们要想买到物美价廉、心仪已久的产品，还要比拼智力、体力。网友们登录购物APP或网
店发现，今年众商家促销活动的内容纷纷推陈出新，规则更加复杂。例如预售、定金膨胀金、
满减红包、返现券……网友们纷纷吐糟：“简单粗暴的直接打折活动已经很难见到了，买个
百十元的东西，得花几个小时研究各类规则”、“没有‘奥数’功底已不敢应战”、“‘双11’套路
深，数学不好的我不想买了”……你有“双11”的购物经历吗？对越来越看不懂的“双11”促销
活动，你是怎么看的？你心中期许的“双11”应该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