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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材：范仲淹

一、人物概述

范仲淹（989 年 10 月 1 日－1052 年 6 月 19 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

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幼年丧父，后苦读及第，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

通判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

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上书《答手诏条陈十

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享

年六十四岁。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之碑”。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

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其文学成

就也较为突出。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背后，

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述不同，情感如一，跨越时代丰盈着千百年来无数人的精神

世界。

二、答题素材

1.人物素材：

（1）范仲淹在苏州买了一块地，打算建房子居住。动工之前，照例请来风水先生帮忙看一看。风

水先生告诉他，这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住在此处的人家将世世代代出卿相。要是一般人，听完立马就兴

奋地宣布动工了。但范仲淹听完却说，风水这么好，我不能独享呀。于是，他把地皮捐了出去，盖起学

宫。相传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所在地。范仲淹对人解释说，在这里盖私宅，只能让一家子弟富贵；但

要改成学宫，本地的子弟都能来此求学，将来必定人才辈出。

（2）范仲淹进入仕途后，尽管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却从未熄灭心中以

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让国家强盛。他执着地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

迎接他的却是一次次的贬黜。但他从不怯懦，亦不后悔。友人梅尧臣劝他，不要当乌鸦发出不祥的叫声。

范仲淹回答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宋史》后来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

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可见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改变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风气，

是当之无愧的儒林领袖。

2.人物品质：

创新思维

范仲淹到杭州的第二年，两浙路爆发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改单纯开仓济民的常规做法，

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狠活”——“荒政三策”：一来主动抬高粮价，杭州官方粮价提升至每斗 180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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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比市场价还高出一半；二来利用“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民俗，鼓励大兴公私土木之役；三来，

更大胆的是纵民竞渡，休闲游湖。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荒政三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抬高粮

价，外地粮商蜂拥而至，此时范仲淹再开仓放粮，市面上粮食价格大跌；大兴土木，以及举办龙舟比赛

等，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促进了杭州商业发展，也让灾民得以自给自足。范仲淹的杭州荒政，展现了

他高超的治理能力。

艰苦奋斗

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给予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范仲淹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历史节点，

有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他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这期间，许多人

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

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

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了美味，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范仲淹这段经历，为后世留

下了“划粥断齑”的成语。

忧国忧民

范仲淹经世济民的忧乐精神十分珍贵，对后世影响深远，激励着为国为民的担当与奉献，传世而长

存。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生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

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

如果不是这样，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为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

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又有人说：“要创新必须打破规矩。”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哲理观点类）——答题结构【点题-论证+事例+践行-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的话语常常穿越时代的隔阂，给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带来深

刻的启示。题干中呈现出了两种观点：一是告诉我们守规矩才能成功；二是告诉我们创新需要打破规矩，

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步——论证+事例+践行：

规矩是创新的基石。规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和基础，使我们能够在已知的范围内进行思

考和实践，规则约束住我们，不让我们的行为和思维脱离合理的轨道，也为我们更新风气，创新工作方

法打好基础。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立规矩、讲规矩和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



更多资料私聊刘老师 17300953874

3

创造性地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公务员岗位的青年，

我们更是要树立底线思维……

第三步——论证+事例+践行：

过度拘泥于规矩可能会限制创新的发展。有时候，现有的规矩可能已经过时，不再适应新的需求和

挑战。这时，我们需要有勇气打破规矩，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打破眼前的困境。就像北宋时期的名臣范

仲淹，他到杭州的第二年，两浙路爆发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改单纯开仓济民的常规做法，创

造性地想出了“荒政三策”，以抬高粮价、鼓励大兴公私土木之役、纵民竞渡，休闲游湖三个举措，反

其道而行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抬高粮价，使外地粮商蜂拥而至，此时范仲淹再开仓放粮，市面

上粮食价格大跌；大兴土木，以及举办龙舟比赛等，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促进了杭州商业发展，也让

灾民得以自给自足。范仲淹的杭州荒政，打破了固有的赈灾模式，展现了他高超的治理能力。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要……

第四步——结尾：

规矩和创新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规矩，创新可能会失去方向和基础；而没有创新，

规矩可能会成为束缚和障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将以上启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遵守规矩

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