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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的一统天下，以及“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

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

怨”的四夷臣服，这些事迹无一不是以典型的叙述手法，

描绘出秦朝崛起至兴盛的历程。在时间与逻辑的交织中，

秦国的强大形象如同雄伟的山岳冲击着人们的感官。

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君王纪年法，将各

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如珍珠般串联起来，使得整个历

史进程如瀑布般飞流直下，势不可挡；又如江河之水，奔

腾不息，连绵不绝。这种磅礴的文势，既展示了秦朝的强

盛与辉煌，也在无形中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 描 绘 秦 朝 的 崛 起 与 强 盛 时 ， 作 者 通 过 对 历 史 事

件的精心挑选与呈现，让人们在对君王形象产生深刻理

解与想象的同时，也领略到他们超凡的领袖魅力和卓越

的政治智慧。而与这些英明君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

二世的僵化无能和最终的悲惨结局。这种强烈的对比叙

述，不仅凸显了秦朝兴衰的历史轨迹，也于无形中增强

了文章的感染力。

然 而 ， 在 磅 礴 的 叙 述 背 后 ， 作 者 并 未 忘 记 他 的 主

题——秦朝失误的根源在于“仁政不施”。那些雄浑壮

丽的文字，既展示了秦朝的强盛与辉煌，也揭示了其冷

酷与残暴的一面。诸如焚书坑儒的暴行，修建长城的血

汗，百姓在严苛法度下的呻吟，都无声地揭示了秦朝政

治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沦丧。

全 文 并 非 对 秦 朝 的 赞 歌 ， 而 是 在 结 果 呈 现 上 充 满

了对秦朝失误的深刻反思。在秦国与秦朝的辉煌与衰败

之间，作者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使得读者在欣赏

其叙事魅力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秦朝政治失误的严

重性。作为史论，全文叙述史实，从文首至末，无不是

围绕着秦朝展开，兴亡过程遵循历史史实，重大举措均

为历史共识。秦之兴盛，得益于“蒙故业，因遗策”，

但也不可忽视当时天下大势。秦朝法制虽严苛，却使国

家机器运转有序，百姓生活安定，此为其兴盛的重要原

因。然而，文章叙述重点在于揭示秦朝统治兴衰的精准

指向，如同画龙，重在龙的身上发力，其他并非指向对

象，一旦点睛，就有真龙之精神。于是文末一句“仁义

不施”暗含霸道失败，与之相反的仁义策略由破而立，

一 语 点 出 ， 结 论 自 成 ， 可 谓 画 龙 点 睛 。 这 亦 如 高 空 迷

途中仙人的当头一声断喝，使读者如醍醐灌顶，明了无

疑。秦朝之所以昌盛，原因无可辩驳；之所以衰败，亦

不可置疑。其论断有如高峰凌驾于千年山系之上，纵有

千般本领，也不敢言越。

议论之美——画龙点睛谈仁义，巧用抑扬成对比

汉 代 文 学 中 ， 大 赋 的 盛 行 无 疑 为 后 世 留 下 了 丰 富

的艺术瑰宝。这些作品常以“主客问答”形式，巧妙展

现“抑客扬主”的深邃内涵。诸如《七发》《子虚赋》

国画《大泽乡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