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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从苦难深渊到精神巅峰，
绝境逆袭的传奇人生

一一、、苦难童年苦难童年，，磨砺壮志磨砺壮志
范仲淹，这位在中国历史上

熠熠生辉的人物，生于公元 989
年，苏州吴县一个普通官宦家
庭。命运却对他极为严苛，在他
两岁时，父亲范墉便因病离世，
留下孤儿寡母，生活顿失依靠。
母亲谢氏，年轻且贫无所依，为
了生计，只好带着年幼的范仲淹
改嫁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翰。继
父待范仲淹不薄，视同己出，还
寄予厚望，为他改名朱说。然
而，重组家庭的复杂关系，让范
仲淹母子难免生出寄人篱下之
感，生活的贫困窘迫更是如影随
形。

但范仲淹自幼便展现出非凡
的坚韧。母亲重视教育，以孟母
自励，悉心教子；范仲淹则以颜回
自律，发愤成才。在洞庭湖畔的
安乡，他于兴国观开启启蒙之路，
七岁便早慧耐苦，寒暑不倦。此
后随继父迁徙，在池州读山、淄州
长山等地，每一处都留下他刻苦
读书的身影。尤其是在长白山醴
泉寺，二十岁左右的范仲淹，每日
煮粟米二升作粥，冷却后划成四
块，早晚各取两块，佐以断齑十数
茎、醋汁半盂、少许盐，如此苦读
三年，“划粥断齑”的典故由此而
来。即便生活清苦至极，他还作
《齑赋》自嘲，尽显旷达乐观，在逆
境中愈发坚定自强，为日后的腾
飞积蓄力量。

二二、、初入仕途初入仕途，，锋芒初显锋芒初显
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二

十七岁的范仲淹苦尽甘来，进士
及第，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
县）司理参军，正式开启仕途。虽
官职卑微，仅是掌管狱讼的九品
小吏，却如明珠初绽光芒。他一
心为民，为求审讯独立私密，专门
建造一亭用于审讯，诸多案件经
其手“竟得其平”，此亭得名“范
公亭”，留存至今。当时司法权常
受制于行政权，官员“观望风旨”
司空见惯，范仲淹却不计个人得
失，为真相大白执着坚守。面对
具体案件审判，他常与知州据理
力争，哪怕太守盛怒相向，也绝不
退缩，力促公正判决。每次争辩
后，他还会将往复辩论之语记于
屏风，反复揣摩，积累经验，既便
于发掘真相，又能对上下级产生
心理效应，促进司法公正透明，为

当地带来清明的司法环境，其“为
天下苍生念”的为官底色初步形
成。

天禧元年（1017 年），范仲淹
调任集庆军（今安徽省亳州市）节
度推官，后得皇帝批准还姓更名，
正式恢复“范仲淹”之名。此后，
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行，历任泰州
西溪盐仓监、兴化县令等职。在
泰州时，他见海堤年久失修，海潮
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毅然挺身而
出，主持修筑捍海堰。工程期间，
虽遭遇夹雪暴风、大海潮等重重
困难，甚至有随从官员认为违逆
天意主张停工，范仲淹却临危不
惧，坚守岗位，与百姓齐心协力。
历经数年，终于修成绵延数百里
的捍海大堤，盐场和农田得以保
全，受灾流亡的数万民户重返家
园，人们感恩戴德，将海堤命名为

“范公堤”，还有兴化灾民改姓范，
为他修建范公祠堂。

三三、、宦海浮沉宦海浮沉，，矢志不渝矢志不渝
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刘氏垂

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 年），太
后欲在冬至日接受仁宗与百官朝
拜，范仲淹挺身而出，上书谏阻，
直言此举于礼不合，有损君威，还
劝太后还政仁宗。此番忠言逆
耳，触怒太后，范仲淹被贬为河中
府通判。然而，他毫不后悔，坚信
自己的言行是为朝廷、为国家着
想。离京时，同僚朋友纷纷前来
饯行，称赞他“此行极光”，对他的
正直果敢致以敬意。

明道二年（1033 年），太后驾
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
城，任右司谏。这一年，江淮、京
东等地遭遇大旱、蝗灾，他奏请仁
宗即刻派遣使者巡查灾情、安抚
灾民，仁宗起初未予理会，范仲淹
冒死质问，终使仁宗心动，派他前
往灾区。范仲淹每到一处，开仓
放粮、减免赋税、禁止奢靡祈雨，
还将灾民所食野菜带回呈给仁
宗，劝诫后宫节俭。但不久后，仁
宗欲废郭皇后，范仲淹率领谏官、
御史长跪宫门外劝阻，次日又率
百官拜谒宰相抗争，因而再度被
贬为睦州知州。即便如此，他在
《睦州谢上表》中仍坚定表示：“有
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
朝盛典。”

景祐二年（1035 年），范仲淹
调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

国子监回京。他不改直言本色，
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任人
唯亲，绘制《百官图》呈给仁宗，详
细剖析官员晋升的公私缘由，力
劝仁宗亲掌官吏升迁大权。吕夷
简恼羞成怒，反诬范仲淹越职言
事、结党营私，范仲淹连上四章驳
斥，言辞激烈。最终，仁宗偏信吕
夷简，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知饶
州。饶州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妻
子李氏甚至病逝于此，范仲淹自
己也身染重病，但他从未动摇为
国为民的信念。好友梅尧臣写
《啄木》诗和《灵乌赋》劝他明哲保
身，他却回赋表明“宁鸣而死，不
默而生”的决心，其铮铮铁骨令人
动容。

庆历三年（1043 年），西夏李
元昊称帝，侵扰宋朝边境，范仲
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他改革
军制，提拔狄青等将领，构筑城
寨防线，推行屯田政策，与西夏
军队长期对峙，使敌军不敢轻易
进犯，西夏百姓甚至传唱“军中
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凭
借卓越的军事才能，范仲淹稳定
了边疆局势，为国家立下赫赫战
功。

同年，范仲淹被召回京城，
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彼时
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范仲
淹深感改革刻不容缓，遂向仁宗
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

“庆历新政”。新政以整顿吏治
为核心，涵盖明黜陟、抑侥幸、精
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
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等十条举措，旨在选拔贤能、发
展经济、增强军事、改善民生。
起初，仁宗大力支持，新政迅速
推行。但很快，改革触动了权贵
阶层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
对，散布谣言、诬陷范仲淹等人
结党营私。面对巨大阻力，仁宗
逐渐动摇，范仲淹等人被迫离开
京城，新政仅维持一年便宣告失
败。

尽管新政受挫，范仲淹却未
消沉。庆历六年（1046 年），他在
邓州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勉，
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为后世仁人
志士树立了崇高标杆。

四四、、戍边御敌戍边御敌，，尽显智谋尽显智谋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

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大
夏，公然与宋朝分庭抗礼，还频繁
挥兵侵扰宋朝边境。三川口之
战，宋军一败涂地，延州岌岌可
危，北宋朝廷上下震动，一时陷入
慌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范仲
淹临危受命，于康定元年（1040
年）奔赴西北前线，担任陕西经略
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初到延州，范仲淹目睹宋军
积弊，痛心疾首。彼时宋军兵将
分离，指挥混乱，士兵战斗力低
下，且畏惧西夏如虎。范仲淹果
断改革兵制，将延州一万八千守
军精编，分交六员良将统领，每人
各领三千，日夜操练，务必做到兵
知将意、将识兵勇，从此“兵将相
谙，其可用矣”。同时，他下令加
固城防，修葺废寨，在关键要地新
建军事堡垒。清涧城便是其中代

表，此城依险而筑，控扼要道，城
内囤聚粮草、军械，城外深挖壕
沟、广布鹿角，成为抵御西夏的坚
固前哨。此外，范仲淹极具战略
眼光，深知粮草供应乃战争胜负
关键，遂大力推行屯田政策，招募
流民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实现自
给自足，既减轻百姓负担，又保障
前线军需。

在用人方面，范仲淹不拘一
格，唯才是举。他发掘并重用狄
青、种世衡等名将。狄青出身低
微，凭借作战勇猛，在范仲淹的举
荐下崭露头角。范仲淹惜才爱
才，赠他《春秋左传》，劝其研读兵
法，提升谋略，狄青谨遵教诲，潜
心苦学，终成一代战神，威震敌
胆。种世衡足智多谋，范仲淹委
以重任，令其修筑青涧城，经营环
州。种世衡不负所望，扎根边疆，
巧用智谋，安抚羌人，使其为宋所
用，构筑起一道坚固的“民心防
线”。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深邃独
到，他深知宋军与西夏军队的优
劣长短，故而力主以守为攻，稳扎
稳打。他反对贸然出击，多次劝
阻朝廷的激进作战计划，为此不
惜忤逆圣意。他上书陈述利弊：

“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
习战，而致不利。今边城之备，大
率不过三策：一曰据要害，立城
寨，使敌不得近；二曰招抚蕃部，
以孤其党；三曰耕垦荒田，以实边
廪。”在他的坚守下，宋军稳守防
线，逐步扭转战局。

范仲淹戍边数年，殚精竭虑，
成效斐然。西夏军队在他精心构
筑的防线前屡屡受挫，锐气渐
消。当地百姓感恩戴德，传唱道：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以文臣之身，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尽显非凡军事才能，为北
宋边疆的稳定立下不世之功，其
威名令西夏军民闻风丧胆，成为
北宋边疆的中流砥柱。

五五、、文学成就文学成就，，后世流芳后世流芳
范仲淹不仅是卓越的政治

家、军事家，更是才华横溢的文学
家，其文学成就斐然，为后世留下
诸多不朽篇章。

他的散文，如《岳阳楼记》，堪
称千古绝唱。彼时范仲淹被贬邓
州，应好友滕子京之邀，为新修岳
阳楼作记。他虽未亲至岳阳楼，
却凭借非凡想象力与深厚文学功
底，将洞庭湖的雄浑壮阔、阴晴变
幻描绘得淋漓尽致。“衔远山，吞
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
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语，勾勒
出洞庭湖磅礴气势。更为精妙的
是，范仲淹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
胸襟，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这不
仅是他个人政治理想的呐喊，更
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座右
铭，激励着代代国人胸怀天下、担
当作为，其蕴含的哲理光芒跨越
时空，至今熠熠生辉。

《严先生祠堂记》同样是散文
佳作。范仲淹在文中缅怀东汉隐
士严光，将严光与光武帝刘秀并
列而述，既赞颂严光不慕名利、高
风亮节，又肯定光武帝礼贤下士
之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相生，

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作结，尽显严光高
洁品格，亦是范仲淹自身追求的
映照，展现他对贤才、对高尚品德
的尊崇向往。

诗词领域，范仲淹同样佳作
频出。《渔家傲・秋思》作为边塞
词的开山之作，展现出别样雄浑
悲壮。上阕“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
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
闭”，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西北边
塞的荒凉肃杀，大雁南飞、边声
号角、孤城落日，诸多意象交织，
营造出沉雄壮阔意境。下阕“浊
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
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
军白发征夫泪”，则将戍边将士思
乡情与报国志的矛盾展现得淋漓
尽致，既有壮志未酬的无奈，又有
坚守边疆的决心，读来令人动容，
为宋词的豪迈风格开辟新径，影
响深远。

《苏幕遮・怀旧》则尽显柔情
一面。“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
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以绚
丽多彩笔触描绘秋日江野美景，
意境开阔辽远。“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
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
泪”，直抒胸臆，将思乡的愁绪、羁
旅的孤寂抒发得婉转深沉，情真
意切，既有婉约的细腻，又不失雄
浑之气，别具一格。

范仲淹的文学作品，以其深
刻思想、真挚情感、高超艺术，展
现时代风貌，抒发个人抱负，对后
世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他倡导的
文风革新，反对柔靡、主张经世致
用，为北宋文学注入新气象；其作
品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担当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璀璨明
珠，滋养着后世文学与心灵，千百
年来被人传颂研读，经久不衰。

六六、、精神不朽精神不朽，，激励后世激励后世
#深度好文计划#
范仲淹虽已远去，但其精神

不朽，如熠熠星辰照亮华夏历史
长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这震古烁今的名言，
承载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超
越时代，激励着后世仁人志士胸
怀家国、奋发图强。在国家危难
关头，有仁人挺身而出，为民族独
立、国家振兴抛洒热血；于和平年
代，有贤能默默奉献，为社会发
展、人民幸福添砖加瓦。

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豁达，教会我们在人生起伏中保
持平和，不被功名利禄所累，坚守
内心正道。其“宁鸣而死，不默而
生”的果敢，鼓舞人们在面对不
公、不义时，敢于发声、勇于抗
争。他在仕途坎坷中初心不改、
矢志不渝，诠释着坚韧与执着，让
后世懂得为理想拼搏，无惧艰难
险阻。

如今，时代呼唤担当，社会需
要脊梁。让我们汲取范仲淹精神
养分，胸怀天下、砥砺奋进，书写
属于我们的华章，向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勇毅前行，
将这份宝贵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永绽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