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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 秦 捻》麴 霉 作 鞲 藤

徐 敦 忠

《过秦论》是贾谊最著名的政论之一
'共三篇”课本选的是上篇。它是从秦的失败

事实中总结教训,提供给汉文帝作借鉴,为

封建统治阶级谋画 “长治久安”之道的。

课文虽不长,只有-千一百字,怛是论

述了秦朝兴衰的原因,阐明了 “仁义不施,

攻守势异”这一中心论点,具有极 大 的 说

服力和很强的感染力,历来脍炙人口。司马

迁在 《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全部引录了这

篇文章,并且十分赞赏地说o “善哉乎,贾
生推言之也!”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9有如下

特点:

一、有叙有议,叙议结合。课文一共五

段,前四段都是叙事。第-段写秦孝公用商

鞅变法,力 图富强,开始执行统ˉ天下的计

划。第二段写秦惠文芏i武王、昭襄王三世,

进一步蚕食六国9六国合从,以谋弱秦,结

果反为秦所困。第三段写秦始皇 “奋六世之

余烈”,以武力统一天下。这是此段的第-
层。至此,前三段从秦孝公到秦始皇,按照

事实发展的顺序,叙述秦的逐步强盛,终至

统-天下。第三段第二层写秦的暴政和秦始

皇自以为这是 “子孙帝王万世之业”1第四

段写陈涉起义,天下响应 ,秦很快地覆亡了。

最后-段即第五段是议论,指出秦的速亡是

由于 “仁义不施 ,攻守之势异也。”前四段叙

述是最后-段议论的铺垫,最后一段议沦是

前四段叙述的深化和必然得出的结论。叙述

占了极大的篇幅,但从文章的立意来说9是
从属的地位,议论占的篇嘱很短,但从文章

的立意来说,则居于主的地位。这种有叙有

议,叙议结合,而以议为主的写法”是为汉

文帝提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这ˉ写作目的所决

定的。
∶  二、铺张扬厉”纵横驰骋。贾谊是杰出

的政论家9也是汉代最早的辞赋家” 《过秦

论》铺张扬厉9极富纵横驰骋的意味。比如

第三段溉述六国削弱、秦势日强的过程”就

极力铺写,文笔酣畅之至。开头写秦孝公死

后秦国在已有的基业和策略的基础上,用武

力向四外推进,;疆域日广。文章写道: “惠

文、武、昭襄蒙故业9囚遗策9南取汉中”.

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
。

这里”文章从 “南殄、“西”、“东
″、“北”

四个不向的方位, “汉中”、“巴蜀”、“膏

腴之地”、 “要害之郡”四个不同的地域 ,

来写秦国势力的强大。按着文章叙述曲于秦

国臼盎强盛,引起了诸侯的恐惧”使他们不

得不罗致人才”采职 “合从卵策略,共谋削

弱秦国。关于人才方面,文章不是采取的-
般的概括叙述的l方法,而是极力铺写,不惮

其烦地-—加以列举g先说诸侯有突出的领

袖人物,而且这些领袖人物极其贤明;再说

诸侯拥有各方面的人才9出谋画策的有宁越、

徐尚1苏秦、杜赫这些人9沟通他们的意见

的有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

苏厉、乐毅这些人,统率军队的有吴起、孙

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

这些将领。经这-写,就强烈地渲染了山东

诸侯的人多势众,力量强大,声势煊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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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是正面叙述秦国之强。诸侯 “尝以十倍

之地9百万之师”攻秦,秦国却毫不费力地

击败了他们。文章中 “秦人开关延敌,九国

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语 ,虽略带夸张,但
却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秦国击败诸侯的从容轻

松,极能显示秦国实力的强大。可以看出,

《过秦论》虽只是一篇政论文,但用的却是

赋的铺叙的手法,颇具汉赋那种规模壮阔 ,

体制弘伟的特色。

三、互相对照,突出中心。本篇旨在指

出秦很快地灭亡的原因是 “仁义不施,攻守

之势异也”。为了突出这一中心,作者先叙

述秦的历史事实,极写秦攻取天下之势锐不

可当。第二段写山东各国又是会盟,又是不

惜珍器重宝肥饶之地,罗致各方面的人才 ,

又是聚集上百万的军队叩关攻秦,真可谓惨

淡经营,奔波忙碌:而秦国呢,却是从容镇

静 9轻松自如地 “开关延敌
”。结果如何 ?

“九国之师 ,逡巡而不敢进”
,“秦无亡矢遗

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这样,两相

对照,就衬托出秦国势力的强大。文章-至
三段都在写秦的强太,特别是到了秦始皇 ,

秦的强盛达于极点。作者写道:秦始皇 “振

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

多么不可-世呵:但是,写秦的强大,不是

作者的目的,因而接着下去便是写秦的覆灭。

秦始皇死后,没过多久,陈涉
“倔起阡陌之

中”,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

应”,条件很差的农民起义军很快地推翻了

秦王朝。通过这样的对照,文章巧妙地向读

者提出了-个问题:秦那样强太,而灭亡却

如此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 山东 各 国

的力量不如陈涉这批农民起义军吗?最后 ,

作者又将山东各国同陈涉相对照:地位,陈
涉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

中山的国君高,武器,陈涉的锄、棘不比钩

戟长矛锋利,军队,被征发戍守边疆的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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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不比山东各国的军队高强。既然如此 ,

那就排除了秦灭亡是对手强 大 的 说 法。那

末,秦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结论是 “仁义

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从而有力地论证了

中心论点。

四、运用排比,加强气势。文章在许多

地方,为了强调某一层意思,常常采取排比

的修辞方法,恰当地使用丰富多采的同义和

近义的词语,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抒写,读起

来不仅不觉得重复,反而感到笔力恣肆,气

势充沛,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比如文章第一

段写秦孝公吞并天下的雄心,有这样几句 :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

并吞八荒之心。”这里 “席卷”、“包举
”、

“囊括
”

是同义的,但是从三个不同的比喻

来说的9 “天下”、 “宇内”、 “四海”
、

“八荒
”

是同义的,但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

这样,便生动地写出了秦孝公的雄心之大 ,

在修辞上收到了强调的效果。这种排比的句

子在本篇中极多。清代章学诚说: “排比之

文,欲使顿挫抑扬,得诗人一唱三叹之意 ,

如贾长沙过秦之论,有何深刻之意,而文有

赋心,气如河海,诵读一过,而过秦讽汉之

意 ,溢于 言 外。 ” (《 文史通史》夕卜三篇《答大儿

贻选问》)给这种写法的表达作用以很高的评

价。

五、语句参差,宙于变化。文章中,除

大量的排比句式外,还有不少的句子长短不

齐。这些句子,或单独一起,或与排比句交

相镨杂,使文章读起来波澜起伏,佘味无穷。

比如文章末段有这样几句: “然秦以区区之

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

年矣9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9一夫作

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玫守之势异也。”这几句,二字、

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的都有。可

见,语句长短变化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