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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曾就学于荀
况，韩非也曾就学于荀子。秦王政十三年，韩非出使秦国，
遭李斯陷害，下狱自杀而死。秦二世继位后，李斯遭赵高陷
害，被腰斩于咸阳。

政治家：

        帮助秦王政统一全国。秦统一后任丞相，向秦王提
出“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建议，同时建议秦始皇焚书。认
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不禁止则会“党与成乎下”。

书法家：

       精通大篆，小篆的创始人之一。曾作《仓颉篇》，为
小篆的推行做出了贡献。相传《泰山瑯琊台刻石》、《峄山
碑》、《芝罘》、《碣石》等刻石均为李斯笔迹。其中泰山
之石最可信，明时尚存二十九字，今仅存十字。



  

二、背景简介

        秦王政初年，韩国派郑国游说秦王修贯通洛水、泾
水的水渠。试图以此削弱秦的人力、物力、财力。

        秦王要杀郑国，郑国说此渠：“为韩延数岁之命
，为秦建万代之功也。”

        此渠后世称“郑国渠”，灌溉农田四万多倾，使
关中成为沃野良田。

        大臣上书：“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
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于是下逐客令。

        李斯当时在秦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给秦王
嬴政写了这封信，力陈逐客之弊。

秦王看信后收回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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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词分析

吏 《说文》：“吏，治人者也”

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
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本义：男子

当兵的人：战士、士兵

读书的人：学士、博士

做官的人：士大夫、仕宦

有技能的人：文士、武士、画士

产 《说文》：“產，生也。从生，彦省声。”

《孟子》：“陈良，楚产
也。”强 彊 畺（边界）——彊（弓硬）——疆（边界）

强：米虫。



  

从——從 纵——縱从

施
《说文》：“施，旗貌。从       ，也
声。”
施 展开、铺设开

延续

施行、实施

铺陈、铺设   《荀子 ·劝学》：“施薪若一，火就燥
也。”功 本义：农事、农活——活计——做活、做事——功劳

《诗经 ·七月》：“上入执宫
功。”以客之功：使用客卿做事（治国）

致 《说文》：“致，送诣也。从攵，从至。”王筠句读：
“至亦声。”段玉裁注：“言部曰：‘诣，候至也。’
送诣者，送而必至其处也。引申为召致之致。”

送达（如：致电）——拿来、得到（由使动用法而来）



  

建 《说文》：“建，立朝律也。”

制定国法

建立

竖起

建议

建筑

陈 《尔雅 ·释宫》：“堂途
谓

    之陈。”郭璞注：
“堂下

    至门径也。”就 《说文》：“就，就高也。

    从京，从尤。尤，异于

    凡也。”本义是靠近高
地。

就高不就低 就业



  

粟 《说文》：“粟，嘉谷实也。”即成实的谷子
粒。穀：《说文》：“百谷之总名。”即庄稼和粮
食

         的总称。

却 卻 《说文》：“却，节欲也。从卪，谷
声。”节欲——退却——拒绝

欲
《说文》：“欲，贪欲也。从欠，谷
声。”段玉裁注：：“从欠者，取慕液之
意。”

福 《说文》：“福，佑也。”

黔 《说文》：“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
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

《梦溪笔谈》：“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



  

寇

盗

齎

糧

本义：强盗

赍 《说文》：“齎，持遗也。从贝，齊声。”

《说文》：“盗，私利物也。”王筠句读：
“私有所利于他人之物也。”

偷
从人，俞声。本义是马虎、怠惰。

贼 从戈，则声。本义是杀戮。

苟且偷生

《韩非子 ·内储说》：“二人相憎，而欲相
贼。”

《说文》：“糧，穀也。”桂馥义证：“糧乃行者之干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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