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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写作要积极质疑，
辩证说理
省镇中 徐燕

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太极图，表达他们
对于世界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极高极深的
辩证智慧。

外圈大圆，象征着世人对圆融顺畅
的期待，S 形曲线将圆分为阴阳二鱼，象
征世间万物都包含阴阳两面。中隔线为
动态的 S 形，象征万物周流不息，无始无
终，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互推互
化，此消彼长。阴阳本身各含一鱼眼，阴
中含阳，阳中含阴，其内部生化、包容着
对立面。细察太极图，它巧妙诠释了现
代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原则：对立统一、变
化发展，普遍联系。

“对立统一”是世间万物存在的基本特
征。现实生活中大量两两相对的反义词，

昭示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辩证认识：有无、难
易、高下、长短、前后、虚实、强弱、内外、开
合、取舍、清浊、新旧、明暗、曲直、多少、大
小、轻重、静躁、雄雌、白黑、吉凶、兴废、刚
柔、厚薄、贵贱、进退、阴阳、生死、亲疏、利
害、祸福、愚智……所以，我们看待问题、分
析论证需要一分为二，要考虑到事物的另
一面。这种辩证思考的思维方式，应该成
为常态。

我们在写作议论文时，往往是观点在
先，寻找二三论据加以论证，最终得出观
点。推理过程为：

S1是P，S2是P，S3是P，所以Sn是P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方法称之

为不完全归纳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
是，要证明 Sn 都是 P 完全可靠，正面的例
子无法穷尽，而要反驳，一个反例足矣，如
S4不是P，则之前的论证全都坍塌。

所以，我们在写作议论文时，要慎用
未加限制的全称判断，类似 Sn都是 P 这样
的说法。比如：“唯勇气，助前行”“苦难
是一种财富”“理性引领人上升”等。要
知道，适用一切场合和所有对象的判断
是极其少见的，大多数全称判断都有可
能遇到反例。

那我们在拟制中心论点时，需要运用
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思考。借用图尔敏论
证模型简介如下：

根据 限定 观点

辩驳
我们在寻找论据证明观点时，主动把

辩驳，即合理的质疑与反驳，纳入论证框架
本身，思考观点可能存在的反例及漏洞，进
而对观点做出合理限定，使论点更严谨，更
富有弹性。

下面举三则例子加以说明。
例1：
论点：唯勇气，助前行
辩驳：有勇无谋，暴虎冯河，蚍蜉撼树，

螳臂当车
限定前提：勇气不是暴虎冯河、贸然行

事的莽气，不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的傻
气，不是头脑一热、不计后果的脾气。

深化论点：勇气是敢于面对而非一味
冒进，是勇于承担而非不计后果，甚至，勇
气并不意味着不畏惧，而是怀着畏惧，依然
选择往前走。

例2：
论点：兼听则明
辩驳：1.三人市虎，谣言或讹传一再重

复，就可能使人信以为真。
2.“父子骑驴”的寓言故事
限定前提：听者有胸怀，善辨别，有主

见
深化论点：善听异见，独立思考，为我

所用
例3：
原文：苦难是一种财富，人需要苦难，

需要苦难所给予的磨练。温室里的幼苗是
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同样，一帆风顺的人
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因为它缺少了苦难，
少了同苦难作斗争的经历，少了那份磨练，
失去了人生中那份宝贵的财富。

修改升格：苦难是一种财富，苦难更是
一种不幸。人们喜欢财富，对不幸的苦难
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
悲欢离合，苦难和不幸总是如影随形，怎么
办？那就坦然面对苦难，接受苦难所给予
的磨练。温室里的幼苗是经不起风吹雨打
的，泰山顶的松柏却能傲霜斗雪。具有坚
强意志、坚定信念、坚决追求的人，苦难并
不能消灭他，反而有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

从以上三例我们不难看出，议论文
写作单单寻找几个论据证明论点是经不
起推敲的，一方面归纳推理本身不够严
密，另一方面论点若只是全称判断，显得
片面单薄。所以，我们在拟制中心论点
时，要慎用全称判断，自我质疑，辩证思
考，限制、修正观点。思维的过程就是分
析说理的过程，就是论证深化的过程，就
是议论文写成的过程。学会用一分为二
的观点辩证说理，能让自己的观点更严
密，思考更全面，思维更深入。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曾
经给国统区党组织造成严重的破坏。

他是上海宝山人，1904 年生，学徒出
身，从小好勇斗狠、敢打敢拼，在工人中颇
有影响。1924 年顾顺章进入上海市总工会
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
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转入地下活
动。8 月 7 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
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负
责人，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
作。1928 年 6 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负责中
共地下活动。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
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陈赓曾忧虑地对人
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
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他在被捕
前以及叛变后，活动的主要区域都是上海，可
最后却是死在镇江、葬在镇江。

2013 年第四期《钟山风雨》上，有一篇
作者叫羊夏的《叛徒之死：顾顺章疑案再
考》对此有所述及。

顾顺章叛变后，一度成为国民党中统
内的“大人物”。国民党给他在南京安置了
豪宅，发给他巨额薪酬，配备了秘书、保镖、
总务、会计和佣人，又帮他娶了一个十九岁
的中学生张永琴为妻子，一时间似乎荣华
富贵，应有尽有。但是，顾顺章对此并不十
分领情。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最终在中
统局内部的矛盾斗争中，被处死于镇江。

据张永琴后来回忆说：1934 年 10 月 2
日晚上，顾顺章又被徐恩曾（中统局头子）
叫去谈话，一去不归。随后，曾为顾的秘书
王恩成带着一批人闯入顾家，抄走了一些
书信和值钱的东西，张永琴及其女儿顾立
群等被禁在家中，张永琴之母亲执意外出，
竟遭特务开枪射杀。不久，张永琴接到顾
辗转送出的字条，上面写着“已在苏州反省
院，平安勿念”。

到了 11 月的一天，徐恩曾派人通知张
永琴去苏州探视，可一到苏州，即被关进了
反省院，而顾顺章已被押解到镇江去了。

12 月的一天，在反省院中的张永琴从
熟睡中被叫醒，王恩成等人向她宣布：顾顺
章犯了罪，已被枪毙了。

顾死后，张永琴并未释放，两年后，张
永琴恳求中统元老张冲作保才脱离了反省
院。王恩成派人陪着她，在镇江城郊一处
断垣残壁的角落，找到了顾顺章的遗骨。

张永琴说：怕被家乡人嘲笑，她不敢扶
柩回上海宝山顾的老家，便在镇江南门外
购地安葬，墓碑上刻的名字是“顾啸仙”。

顾顺章究竟死于何因，羊夏的文章提
出了投靠军统遭中统所忌说、再次反水被
发觉说、组织“新共产党”说和内部倾轧说，
这么多的说法，必然有真有假，作者并没有
倾向性的意见。但有一点应是确凿无疑
的，即狡兔死，走狗烹，顾顺章已无利用价
值了，死，就是必然的下场，这也是一切叛
徒的共同的命运。 （省镇中 欣峰）

顾顺章的人生终点——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