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连续 22 年挺进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前百强
������近日，《福布斯 》 杂志发布 2025 年 “全球企业
2000 强”排行榜。 国内寿险“头雁”———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22 年入选，排名较上年跃升 27 个
位次，位列全球第 89 位，有效彰显中国保险企业在全
球市场的竞争力。

据中国人寿此前发布的 2024 年度业绩报告显
示， 中国人寿核心经营指标实现多维度突破发展，规
模与效益双增长，总保费达 6714.57 亿元，同比增长
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突破千亿元 ，达
1069.35 亿元，同比增加 108.9%；总投资收益 3082.51
亿元，总投资收益率 5.50%。 资产规模再创新高，截至
2024 年底，总资产达 6.77 万亿元，投资资产 6.61 万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突破 5000 亿元。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2024 年实现首年期交保费
1190.77 亿元 ， 其中 ， 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
566.03 亿元，同比增长 14.3%，占比提升 3.54 个百分
点；续期保费同比增长 6.2%，14 个月保单持续率提升
1.2 个百分点，持续引领行业。 此外，中国人寿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 207.76% ，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3.34%，保持高位稳定。

作为国有金融央企， 中国人寿深度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截至
2024 年底， 中国人寿累计投资实体经济存量规模超
4.62万亿元，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服务国家区域

战略投资规模分别达 2.37 万亿元、3.03 万亿元。 推进
养老服务多方式供给，构建特色养老生态，在 14 个城
市布局 17个机构养老项目，推出 3款“随心居”旅居产
品，满足客户多元养老需求，赋能保险主业发展。 持续
丰富健康服务项目， 推出上线 AI 体检报告解读等服
务，为客户提供各类健康管理服务及便捷就医服务。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加速推进“数智化”运营服务，以拥有
近 1.6亿注册用户的中国人寿寿险 APP为核心， 打造
数字化运营服务矩阵。 全年服务超 30亿人次，理赔近
2500 万件，核保、保全智能审核率分别为 95.2%、99%，
“理赔直付”最快秒级到账，简捷、品质、温暖的“国寿好
服务”品牌形象不断凸显。 ②27 （刘俊华 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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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
天我们继续学习《道德经》第六十六章。

原文：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
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一章说明以民为本、 不争才莫能与之争的道
理。老子的出生地河南周口鹿邑在两千多年前属于亚
热带气候区，这里大象出没，鹿鸣呦呦，水丰草美，河
流纵横。 老子打小生活在水乡泽国之中，从水性水势
中悟出了天下大道， 常常以水和由水所形成的河流、
江海作比喻，说道论德。

这一章共分两层，第一层，开篇至“故能为百谷
王”；第二层，自“是以圣人欲上民”至结束。

第一层以江海之所以能够汇聚而成为百谷王是

因为它甘心处在低洼的下位为比喻，引出对圣人正确
处理与黎民百姓关系的讨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
者：谷，溪谷、山涧。 王，主宰，引申为归往、汇聚。 意思
是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数大小河流的汇集处。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下之，居百谷之下，
说的是江海甘处下游，能够容纳上游流下来的百川之
水。 意思是因为它甘处下游，所以才能够成为百川归
往的地方。

这一层以江海甘处下游，容纳百川，最终成为大
江大海的形象比喻， 说明大道的法则具有普遍性，无
处不在。 表现在自然界的规律，也一样存在于人类社
会中。天道与人事、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本质是相通
的。 自然界中，水不平则流，从高处流向低处。 大江大
海处于低处，所以百川归向大江大海，最终汇聚成浩
瀚的汪洋。圣君治国，也应当效法大江大海，使自己和
朝廷谦下宽容。 百姓归往这样的国家，如同千万条河
流归向江海，这样才能博大强盛。

第二层，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上，本义
指君王，在这里作动词用，相当于成为天下的君王。意
思是圣人想号令天下，统治黎民百姓，必须出言谦卑、
甘居下位，不随意对黎民百姓发号施令。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想要统率黎民百姓，必须把
自身的利益放在他们之后。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重，不堪承受。 不重，不
以负担为重。 意思是圣人虽然位居黎民百姓之上，但
黎民百姓感受不到有什么负担。

处前而民不害：害，妨碍、伤害。 意思是圣人站在
黎民百姓前面，但他们不觉得受到了什么伤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推，推重、褒扬。 厌，嫌恶、

厌弃。 意思是黎民百姓对君主侯王乐意于推重拥戴，
没有丝毫的厌恶和不满。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因为圣人
从来不跟天下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够与他相争。

老子认为，圣君治国，表现出“言下之”“身后之”
的特征。从走在百姓前面，到退到百姓后面，跟着百姓
走；从介入百姓生活，到退隐百姓生活之外，让百姓自
为自在；从站在上头指挥支配百姓，到退到百姓之心
下面，以百姓的意愿和力量来运行国家。圣君是“不自
生”的，不以自己的力量来生长国家，而以百姓的力量
来生长国家，这样的国家就会成为“百谷王”，汇聚起
百姓大大小小的力量，最终成为力量之海。

圣君身处百姓前面，领导百姓。 但圣君领导百姓
的办法，就是不领导；主宰天下的办法，就是不主宰；
维护权力的办法，就是放权于民；富裕国家的办法，
就是收敛朝廷和官吏，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留利
于民。 圣君治国，最能满足百姓的心愿和利益，所以
天下百姓都乐于推举和拥戴这样的君王朝廷。 百姓
推举这样的圣君，等于是推举自己的利益；拥戴这样
的朝廷，等于是拥戴自己；顺从这样的朝廷，等于是
顺从自己。

天道对称循环，“不争”与“争”是一对相反相成的
力量，“不争”才是“大争”。君王朝廷放权让利于民，这
是 “不争 ”，但同时 “争 ”得了百姓自发自为的活力 ，
“争”得了民心的拥戴，谁还能与之争天下呢？

这一章开篇， 老子以江海能为百谷王的形象比
喻，说明因其善下之，才能海纳百川，形成江海。 由此
很自然地说到圣人治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黎民百

姓的关系，提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
后之”的基本原则，能坚守这一基本原则并贯彻始终，
就会进入自然之治的境界。以至于君主侯王居于庙堂
之高而黎民百姓不觉得有负担，站在黎民百姓前列而
他们不觉得有妨碍，收到“天下乐推而不厌”的治理效
果，全是不争之功。

老子的思想对于今天治理国家和社会仍有重要

启示意义。 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应该从老子的
阐述中吸取有益成分， 认真思考如何像海纳百川那
样，“言下之”“身后之”， 做到居于上位而群众不觉得
有负担，站在前面而群众不觉得有妨碍，并且乐于推
举，衷心爱戴，自然进入“以其不争”达于“天下莫能与
之争”的境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
则刚。 ”以不争赢得大争，是人生的大智慧，也是管理
治理的大境界，值得人们认真体悟。

根据老子的阐述，要想如同江海般博大，就必须

博采众长并融会贯通。 看上去不相关的知识，其实相
互之间存在着联系，钻研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其中
互为补充、相互会通的奥妙。 钢琴家傅聪在谈到外国
音乐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时，体悟出肖邦的音乐与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有很多相似之处，音乐的旋律和节
奏与诗词的韵律原本是一回事。肖邦的第一、二、三叙
事曲和李斯特的《爱之梦》等，都深刻体现了独有的诗
情画意。 诗人、词人发人深省的诗、荡气回肠的词，同
样贴切而深刻地揭示出了音乐丰富的内涵。

历史上善于博采众长并融会贯通、多才多艺的人
不胜枚举。 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参观时，人们无不
为《上帝创造亚当》和《末日的审判》两幅穹顶巨画所
折服。它们出自世界上最优秀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之
手，其代表作《大卫》《摩西》是人类雕塑史上的巅峰之
作。同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家和诗人，将绘画技
艺施展于超凡脱俗的创意和构思中，四百多年来深深
地打动着每一位观众。

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位杰

出人物达·芬奇是一位优秀的画家，殊不知，绘画只
是他一个“小小的爱好”，不朽之作《最后的晚餐》《蒙
娜丽莎》仅仅是达·芬奇才艺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他
不仅是一位军事城防工程学家， 还是一位水利工程
师，在五百多年前没有电的情况下，设计出水渠，让
水流到每一个需要用水的地区。 他还是位机械发明
家，画过飞机设计图，现代飞机螺旋桨就是在他所提
出的制造原理基础上发明的。 同时，他还是数学家、
天文学家、解剖学家、建筑师。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
位伟大的学者， 他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精神高度
结合，不断探询事物的客观规律，形成独到的真知灼
见。 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且在众多领域均有创新
和成就，所以有人说他是博物学家。 他打破了学科的
界限，是既善于形象思维又善于抽象思维的典范，是
人脑潜力挖掘和人类进化到极致的典范。 正是善于
像海纳百川一样虚心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才成为
了无所不能的“百谷王”，钢琴家傅聪的成功和米开
朗基罗、达·芬奇的卓越成就，都证明了老子论断的
独到、深刻。

总之，这一章从江海比喻入手，阐述君主侯王应
该具备谦恭卑下、宽容大度的胸怀，主张通过“不争”
的途径，以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目的。 正如陈鼓
应先生所说：“老子喜欢用江海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
时亦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 ”这一章称得上是这
方面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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