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谏逐客书挖掘 逐客书心得体会(优
秀8篇)

竞聘是一种考验个人能力和素质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实力胜
于一切。想要写一份较为完美的竞聘材料，我们需要掌握哪
些技巧呢？在下文中，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优秀的竞聘范
文，供大家欣赏和学习。

谏逐客书挖掘篇一

逐客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常用于赠别客
人时，用以表达离别之情的一种书信形式。逐客书源于唐朝，
盛行于宋代，它具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和文人的独特风格。
阅读逐客书，我深感其中蕴含的情感和哲理，给我带来了很
多思考，下面我就逐客书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第一段：逐客书的情感表达

逐客书作为一种赠别礼仪的文学形式，重视情感的表达。在
逐客书中，特别突出的是作者对别离的思念和伤感之情。作
者在逐客书中表达的离别之苦、惋惜之情、深深的思念，使
我不能不动容。例如，王安石的《别予诗赠》中写道：“离
居去，亦无车马从。思想事，盈怀惶素襟。”这种深深的思
念和温情，使人不由得感叹作者的情感丰富和深厚，也让我
对逐客书的情感表达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段：逐客书的身世感叹

很多逐客书中的作者在表达离别之情的同时，也会陈述自己
的身世感叹。这些感叹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所处时
代的不满。逐客书使我感受到了文人墨客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和思考。例如，韩愈的《别韩尚书序》中写到：“君绝如此,
以臣之愚矣,予又安能耐之?然穷究吾私，实在于此也。”这



种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使我对文人的辛酸之处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也让我意识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内涵。

第三段：逐客书的人情味

逐客书中往往透露出浓厚的人情味，这部分主要体现在作者
对伴侣、朋友和故旧的留恋和告别上。逐客书中的作者多是
离别的一方，而被离别的一方则在信中流露出自己对作者的
思念和关切。逐客书中所表述的人情味，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例如，在王维的《杂诗二十四首之一》中，他在离别的情景
下，勉励庐师：“长夏江村冷烟环，万顷湖光韵可攀。最怜
桑叶千枝折，雁学江声暗入山。”这种对朋友的关怀和留念，
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意。

第四段：逐客书的境界追求

逐客书中的作者多是文人雅士，他们追求高尚的境界和自由
的人生态度。他们不被世俗的纷扰所累，他们诗情画意，志
存高远，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和心灵，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和
渴求。逐客书中往往充满了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境界。例
如，在李白的《离骚》中，他写道：“穷发之北有冥海者，
天汉既浴其皇居。”这种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让我感受到
了文人追求境界的追求和渴望。

第五段：逐客书的艺术魅力

逐客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
的艺术魅力蜚声古今。逐客书中的花边字体，婉约的词句，
温柔的情感，在书信形式中展示了古人微妙的艺术修养和心
灵的高度。逐客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一种独特的
文学形式。读逐客书，我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和文人的
风采。在逐客书中，我感受到了令人陶醉的文人墨客境界，
也感受到了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阅读逐客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代文人的情感痴迷和
思想境界。逐客书中的情感表达，身世感叹，人情味以及境
界追求都深深地刺激了我的内心世界。逐客书不仅是一种抒
发感情的方式，更是文人雅士思考时代、生活和人性的重要
载体。阅读逐客书，让我更加热爱古代文学，也更加向往那
种有情感有境界的人生态度。

谏逐客书挖掘篇二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本奏书。李斯在其中写道逐
客的一些弊端，写这本《谏逐客书》的目的也就是劝阻秦王
不要驱逐客人。

秦王，就是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客”，一是指来访客
人，二是指的当时在秦国参政议政的外来官员。《谏逐客书》
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驱逐客人的一些弊端，并且从许多方面
来分析，得出这个结论。

《谏逐客书》是一篇论述文，其中心论点是“谏逐客”，即
说服秦王不驱逐客人，或者是说驱逐客人是错误的。围绕这
个中心论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提出总论点，“逐客”是错误的。

第二，通过叙述四大历史时期的秦国各位君王对于来客的态
度，以及来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来说明问题。

第三，通过对秦王最喜爱的珍品，美女，音乐等大量事物的
陈述，用对比说法说明唯独用人上排斥外来是错误的。

第四，利用隐喻的手法阐明纳客与逐客的利害关系，纳客能
够无往而不胜，逐客是削弱了自己，强大了敌人。

第五，总结全文，得出“逐客必将灭亡”的结论。



谏逐客书挖掘篇三

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认为这不该是驾驭天下
的办法。

秦穆公之所以能使秦国称霸西戎，是因为他寻求贤土，在西
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在东边从宛地那里得到了百里奚。
即使不生长在秦国，却仍然重用他们，最终吞并了二十个小
国。也正是因为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才改变了秦国落后的
风俗，使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国家依靠商鞅的功劳，至今
还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由此看来，任用客卿是有利于驾驭
天下的。

如果这两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那么国家便没有丰厚
的实力，秦国也不会有至今如此强大的威名。

正如藉寇兵而赍盗粮，拒绝宾客就是在壮大别国，长此以往，
天下的能人智士便会退出秦园，为敌军所用。

泰山不拒绝土壤，才能成为高太，河海不遗弃细流，才能变
得深邃；称王的人不抛弃民众，才能彰显出他的明德。五华、
三王正因为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所以一
年四季才会富裕美好，天地鬼神才会降赐福运。因此，统治
者选用客卿，不仅有利于国家强盛，而且可以彰显自己的明
德。

执意地驱逐客卿只会百害而无一利，甚至会因此使国家衰败。

用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眼前的心意快乐、适于观赏，而是个
长期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过程。《郑》、《卫》这类新调都
是别国的音乐，现在您抛弃属于秦国的特色，却去听郑国卫
国的音乐。这是为了心情的愉悦。但用人的原则不该是这样
的，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看
待。



自身优秀的应当继续，那么别国突出的部分也可以去合理利
用。

正如装饰在朝廷上的璧、用犀角做的器具、充满马棚的高大
马匹，这些都不是秦国生产的，但陛下却很喜欢它们。那是
因为别国生产的东西精美，是秦国不得不去称赞的一部分。

倘若拒绝他国的产物，那么秦国便会失去使人高兴的部分。
一味地固步自封，只会封闭更多创造性的想法。

这样看来，善用客卿确实是驾驭天下的好办法。

谏逐客书挖掘篇四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
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
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
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
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
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
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
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
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
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
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
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
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
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
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
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



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
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
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
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
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
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一作：
太山)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
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
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
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
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
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
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
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



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
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
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
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
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
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
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
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
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
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
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
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
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
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
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
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
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
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
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
现。

论断典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
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
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
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
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
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
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
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
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
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
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
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
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
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
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
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
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
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
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
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
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
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
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
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
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
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
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
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
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
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
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
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
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
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
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
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
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
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



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
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
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
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
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
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
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
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
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
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谏逐客书挖掘篇五

逐客书是以道学思想为基础的一种散文体裁，它以道德修养
和人际关系为主题，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和平衡进行描
写，道出了人生的苦与乐、离与聚。逐客书是我国古代文学
宝库中的一颗瑰宝，它带给我们许多思考的题材。在阅读
《逐客书》之后，我深受启发，对于人生和处世之道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人生苦短，对于离别和别离的痛苦，《逐客书》有着深刻的
反思。文章中描写了“白首不相离”的情愫，表达了作者对
朋友离去的无尽思念之情。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自己与朋
友们的分别，想到那些告别时的泪水与不舍。而逐客书则教
会了我如何正确面对离别。在离别时，我们可以不为眼泪和
不舍所困扰，而是应该用平和的心态，去祝愿他们前程似锦，
顺利如意。逐客书中作者对离人的情感表达，不仅平淡而真
挚，更启发了我对生活的态度。

逐客书中的友情和谅解温暖了我的心灵。文章中描写了友情
的意义和珍贵，告诉了我友谊的可贵并需要我们去珍惜。这
让我想起了自己身边的朋友，他们在我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



在我迷失时给予了方向。逐客书也教会了我要为友谊而着想，
不要轻易认定朋友之间的误会只是别扭，而应该主动解开。
逐客书让我明白，友谊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并且
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沟通和理解。

逐客书中的道义与公正提醒了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具备的
品质。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利益冲突和人情纷扰时有发生，
我们往往会面临抉择。逐客书中描写的履职之难和纠纷之事，
让我明白了道义和公正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被私利所蒙蔽，
应该秉持公正的原则处理事务。逐客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公
正和道义是建立在公平和真实的基础上的。

逐客书中的劝告和教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文章中不断呼吁
要明辨是非，并嘱托朋友们要以德行修身，以道德净化心灵。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
社会中，各种风险和诱惑时刻围绕着我们。逐客书教会了我
在面对诱惑时要慎重选择，要用道义和良知去约束自己。只
有以德行引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
更加坚定和平衡。

逐客书是一本启迪心灵的书籍，通过其深入浅出的文字，道
出了生活的哲理与真谛。在阅读《逐客书》之后，我对人生
与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逐客书不仅教会了我
们如何面对离别和别离的痛苦，更告诉了我们友情和谅解的
重要性。它还提醒了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具备的道义和
公正，并教导了我们在面对诱惑时如何选择。逐客书的精神
无处不在，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
加充实和美好的未来。

谏逐客书挖掘篇六

读完文章，我在为李斯严密的逻辑和精炼的语言拍案叫绝的
同时，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我想：李斯上书指出驱逐客卿
的错误，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不被赶走，更是希望帮助秦国统



一天下，制服诸侯。如果此时，李斯保持沉默，傻等着秦始
皇下令把自己赶走，那么后果有三：

二是对秦国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

三是如果驱逐了客卿，不仅对秦国不利，还对敌国十分有利。
我认为，李斯考虑地更多的是后两点。因为李斯是真心希望
秦国一统天下的，而“驱逐客卿”的决策无疑是秦国发展壮
大的一块“绊脚石”。

李斯为了让秦始皇收回成命，洋洋洒洒数千言，文思横溢、
辞采丰富、思想可贵，以至于把一向固执的秦始皇都打动了，
最终使秦始皇收回了驱逐客卿的命令，并且恢复了自己的官
职。我个人认为，李斯这个人很会写文章。

因为这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李斯最终打动了秦始皇，不仅
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也为秦国之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这不仅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见识和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政治
主张和用人路线，更体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和文采。直到今天，
这篇文章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谏逐客书挖掘篇七

公元前238年，也就是秦王政九年，22岁的秦王嬴政正式临朝
亲政。在过去的几年，秦国政权由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控
制。赵姬空有恋爱脑，对政治时局并不敏感，宠信嫪毐并与
其生下两名幼子。嫪毐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秦国呼风唤
雨，欲以自己与太后赵姬所生的幼子将秦王取而代之。时年，
长信侯嫪毐叛乱，被秦王镇压，诛其三族。

嫪毐案发牵连吕不韦，公元前237年，吕不韦遭罢相。恰逢此
时，在秦国负责水利工程的郑国亦被告发为间谍，来秦修渠
是为耗费秦国人力财力，达到削弱秦国经济实力，延缓秦兵



东征灭韩，破坏秦一统六国大计。秦王震怒，欲杀郑国。那
些由于其他六国有才学者来秦受到重用，而自身权势被削弱
的秦宗室大臣借机向秦王提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
其主游闲于秦尔，请一切逐客。”在排外情绪高涨的关口，
秦王政决定将所有客卿一律驱逐出境。

李斯遂向秦王上《谏逐客书》，劝谏秦王勿以一时冲动而毁
秦数代基业，当以统一天下为目标，以六国贤才为己之才，
以六国之民为己之民，方能“跨海内，制诸侯”。秦王政纳
李斯谏，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郑国也就修渠一事对秦王
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
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认真思考后，认为郑国是不可多
得的水利专家，且水利一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继续重用
郑国修渠。《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
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
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谏逐客书》全文洋洋洒洒八百余字，事理清晰，铺陈有序，
避轻就重，一针见血。为秦国计而披肝沥胆的谋臣形象跃然
纸上。通篇详读下来，读的不是文采，不是论理，读的是唯
才是举的大国之策，读的是胸怀天下的霸业雄心，读的是秦
国崛起的历史必然，读的是神州一统的终极归宿。

秦国本是边陲小国，与其他六国相比，实力悬殊差之甚远。
历史有时候就像上帝手中随意抛洒的糖果，接到这些糖果的
往往不是身姿矫健或离他最近的，反而是蹲在远处不知怎么
就被砸中的幸运儿。如果晋国没有被韩赵魏分掉，它应该是
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如果赵武灵王没有因决策失误，枉自
丢了性命，秦国的崛起或许还要晚很多年；如果没有吕不韦
的奇货可居之思和经天纬地之才，就没有雄韬大略的秦王政
即位，秦国一统天下的铁蹄或许只能在梦中徘徊。

然而，秦国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几代明君，强秦目标清晰，
虽遭数度劫难，毫不动摇，唯才是举，君臣合璧，雄图天下，



共谱华章。

秦穆公重用虞国百里奚，宋国蹇叔，晋国邳豹、公孙支等人，
开启秦国客卿制度之河，励精图治，从而达到“并国二十，
开地千里”，整个广阔的西部地区为秦国独控。秦孝公重用
卫国商鞅变法，富国强兵，收复失地，一跃而成强国之首。
秦惠文王重用魏国张仪，采纳其连横破纵之术，多次逆转危
势，击溃六国灭秦之兵。秦昭襄王重用魏国范睢，远交近攻，
灭义渠、灭东周，长平之战大败强赵，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
胜利基础。秦庄襄王得到卫国吕不韦帮助，对吕不韦
说：“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公子落难时仍大气豪迈，问鼎
王座后践一诺千金，将秦国推上强盛的顶锋。梦想一代一代
延续，目标一代一代接近。终在秦王政39岁那年，完成祖辈
宏愿，秦得以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此文带来两个震撼。一是秦王嬴政不被情绪左右，不为好恶
取舍，以国家利益为抉择标准的胸怀。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
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如果您之前的四位国君拒绝客卿不肯
接纳任用他们，国家就没有走向富裕的实力，秦国就不会获
得强盛的美名了。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得贤才者得天
下。秦王听进去了。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
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不问可用不
可用，也不论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国人一律赶走，只要是
客卿一律驱逐，您这样做只能说明您重视的是声色珠宝，而
轻视的却是人民。用人是用其所长，就像美好的物件，总有
让人欣赏的一面。当天下一统，不论哪国人都将是秦的子民，
若胸怀宽广，海纳百川，则天下尽在囊中。秦王听进去了。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



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泰
山不舍弃微小的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巍峨；河海不拒
绝涓涓细流，所能汇集成它的宽广深远；而一位王者，不分
别对待所有的老百姓，才能显示他的仁德高尚。地不分东南
西北，人不分内外客主，一年四季都富足美满，鬼神都来降
福，这就是三皇五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何谓胸怀？何谓天
下？这是最好的答案。秦王也听进去了。

要知道，在历史上，秦王政是以残暴无情、强硬专制的形象
而存在的，横征暴敛，法度苛刻是那个时代的标签。作为国
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令出即行，唯我独尊。然而，当国
家利益和个人情绪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能够立即调整自己，
作出对国家有利的选择。

秦王因李斯的《谏逐客书》而收回逐客令，看似政令反复的
小事情，却是秦王对自己错误决定的反思和修正。君王首先
也是人，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意欲难平，有人的优缺并
存，因此也避免不了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一意孤行，不懂得反思和修正。因为只有懂得反思和修正的
君王，才有可能缔造政治的文明，而一个国家生存的强度，
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程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开篇直抒自己对事情的看
法，豪不留情批评君王错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欲以满腹
才华在乱世之中开天辟地的士子；一个与人谋，忠人之事，
不顾自身安危冒险进言的客卿。反映了一个怎样的时代啊！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秦灭六国确实有许多惨绝人寰
之处。如长平之战坑杀赵军俘虏40余万；公开镇压六国贵族
复辟活动，推行铁血整肃政策，一次坑杀数百上千儒生。但
从当时秦统一六国的政策理念来看，它是将六国看做“暴
政”，将统一中国的战争归结为“灭六暴强”，认为只有推
行统一“圣治仁义”之制度，才能使天下太平。与此有同样
认识的各国士子加入到秦国的政治舞台，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不计母国存亡，不求个人得失，以星星之火点燃帝国政权将



一统天下的信仰，推动统一文明的历史进步，维护统一文明
的历史合理性。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扭转乾坤的谏书。
在秦王正式接掌秦国政权，内忧外患之际，稍行不慎，便有
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功亏一篑。这篇谏书直刺秦王于愤怒昏
聩之时，挽救秦国于危崖绝壁之际。一个心中只有小我的人，
是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谏言。是时代造就了李斯，也是李斯
成就了秦王政的时代。

历史车轮滚滚而过，有人连呻吟也来不及发出就无辜牺牲，
有人在轰轰烈烈中成就万世伟业。历史的价值在于它走向文
明的时候，往往不以个体命运去衡量，这也是历史悲剧的核
心。

谏逐客书挖掘篇八

近读《谏逐客书》，略有感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无论在古时或是当今，若要国家强
大广招人才应为不可少的一项政策，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
代，是国际交流越来越密集的时代，是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
的时代，广揽群雄不可不为！

集招人才首先要不拘一格。

在中国，古代就有英雄不问出身的说法。反观我们现在的人
力资源政策，依然有很大程度上的缺失。曾看过一篇文章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就有反映教育制度和
高考分数不等的问题。城市本地学生的分数只要350分就能轻
而易举的安心读书，而别的城市和偏远山区的学生要500分还
要挤破头颅才能在这所城市就读，试问这公平吗？还是说他
们的素质真的比不上这些高贵子弟！大汉卫青是干什么的，
养马卒，可不照样立丰功建伟业，这些例子比比皆是。个人
愚见，不管是底层的'农民还是白领精英，只要有德有才或一
技之长都应一视同仁。



再者应给予一定的奖扶政策。

这一点不是说没有金钱的诱惑就没有人才的献策，这只是对
有功人士的奖励而已。我们且看美国，美国从建国到发展成
世界头号强国，只花了二百年不到时间，这和美国的人才政
策时息息相关，美国是移民国家，有这些人才所追求的丰裕
的物质生活和吸纳人才的政策。正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中所体
现出来的对人才的包容和优越的待遇，让源源不断的来自世
界各国的人才的聚集荟萃于此。从改革开放后派出第一批留
学生截至1995年底，中国共派出各类留学生共25万人，回国
的有8万人，有16万留在国外，60%的在美国拿了绿卡。那么
可以想象，从1995年后到现在，中国又有多少赴美留学学成
后留在了美国。古时尚有"赏罚分明"，我们现在也应该接力
这种美德。

正如李斯所言："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
个人脱离群体都无法生活下去，况一企业，况一国家！

当然，不同的阶级层流对人才的定义各不相同，各部门对人
才的要求也就不同，各取所需，共同进步。虽要广纳，但切
勿盲目，正确选择正确对待，又有合理的方针，定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