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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有以下4种： (1)归谬反驳法 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引申

证明。这是一种以守为攻、藏而不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的反驳法，富有诙谐讽刺的特点。它直接以对方的论点

为靶子，但又不是直接说破，而是让其陷入极其荒谬的境地

，不攻自破。即发现了对方论点的荒谬之后并不马上戳穿，

而是先假设对方的论点是正确的、成立的，然后以此假设为

前提进行一番引申、推理，必然会得到一个更加荒谬的结果

，从而说明刚才依赖的“前提”条件是荒谬的。例如载

于1934年12月9日天津《大公报》上《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作者胡适)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用了归谬反驳法： 

有人说：“凡挑动阶级斗争的感情的文学艺术都应该禁止”

，并且已经有许多小说和某些电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删削了

。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那么，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也该挖板焚毁了!诗经里“不稼不穑，胡取禾三

百廛兮”一类的名句也该禁止发行了!亚圣孟夫子的“息有肥

肉，野有饿莩”也该毁板禁止了!举此一例，可见“文化统制

”不是可以轻易谈和做的事。我们此时还不曾梦见现代文化

是个什么样子；拼命的多方面的发展，还怕赶不出什么文化

来。若再容许一些无知妄人去挑剔压抑，文化也许真不上咱

们门上来了! (2)独证反驳法 这种方法可以打个比方：唱对台

戏。针对对方论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新论点

，继而用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证明新论点是正确的、成



立的，这样，根据“矛盾律”的基本原理，两个相互矛盾的

命题不能同时都“真”，有一真必有一假，这一个是对的，

则另一个必是错的。这也是一种明里不攻暗里狠攻、言在此

而意在彼的反驳办法。例如：“女师大风潮”获得初步胜利

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林语堂却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泼

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且对于失败者

不应再施攻击⋯⋯”云云。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文中就用了独证反驳法进行驳斥。他先“解题”，故意称

自己“不懂英文”，不明白费厄泼赖(fairplay)“这字的涵义究

竟怎样”，然后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不‘打落水狗’也

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落水狗’未

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接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

应该“痛打落水狗”的重要斗争原则：一是论“落水狗”有

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二是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

而打之不可；三是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四是论

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五是论现在还不能一

味“费厄”；六是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

的论证有力地证明：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人们一定要

记取“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教训。 (3)釜底抽薪法 这

种驳斥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击毁对方论点赖以存在的基础(

即论据)。议论三要素的原则要求论据必须是真实可靠、正确

可信、经得起推敲的，必须是典型而有充分说服力的，必须

是与论点之间有着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而对方错误论点的

产生，往往是因为在寻找和使用论据时犯了“预期理由”或

“循环论证”的错误。 所谓预期理由，就是用一个实际并不

存在的理由作前提，推证自己论点成立。表面看来前提和论



点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其实因为前提的假设根本就是错误

的，所以论点也是荒谬的。例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后，

有人为了反对他，就制造了这样一个预期理由来证明“太阳

只能围绕地球旋转”：如果把地球比作房子，太阳就是照亮

这房子的火把。只有移动火把去照亮房子的道理，哪有搬动

房子去让火把照亮的道理呢？仅就火把和房子的关系来看，

这似乎很有道理，而实际上，“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就是火把

与房子的关系”这种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所谓循环论证，

就是改变论据与论点之间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让它们互为

前提，相互论证，用未被证明为真实的论据作前提推导出论

点，再反过来用这论点证明前提(论据)的真实。此即“诡辩

术”。例如下面这段话就是诡辩： 马克是美国人。马克穿红

衣服，所以美国人穿红衣服。小李穿红衣服，所以小李是美

国人。既然小李是美国人，马克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都穿

红衣服，所以小李和马克一样都是美国人。 在驳论过程中，

如果发现对方在推理过程中使用了尚未证明其真实的论据，

来证明其论点的成立，就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指出其论

据的不实之处，使对方结论的不可靠暴露无遗。 (4)拆桥法 论

证是架设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的“桥”。有时，论据虽然是真

实的，但如果论证方法错误，也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这也

是写驳论型议论文常用的办法，即以对方论证中的错误作为

“切入点”，拆掉其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连接处。论证中的常

见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偏概全。这是在归纳论

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没有正确掌握局部与整体的关

系，所举论据即使是真实的，但对于所属的整体来说却没有

足够的证明性。例如，有人撰文《腐败的民间基础》，认为



中国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一部分是“垂涎三尺”的痛恨，“

是看着别人山珍海味而自己只能粗茶淡饭的心理失衡”；一

部分是“红眼病”的痛恨，只恨那些“搞腐败的能耐比自己

大”的腐败者；而无权的民众“仍然有着普遍的‘奴才意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与腐败是合情合理地联系在

一起的”，所以人们的痛恨“更多的是指向搞腐败而得利的

人，而并非指向腐败行为本身”。这种痛恨实际上“恰恰意

味着人们是多么渴望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说“民间是腐败的基础”。《中国青年报》2000年1

月9日刊登孙立先的《民间是谁家的基础》一文，指出：“民

间从来不是腐败的‘基础’，而是反腐败的雄厚基础。”文

章说： 说中国人如此看待腐败，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

加于全体，那就简直是诬蔑。翻开历史，以往腐朽政权之所

以灭亡，腐败官员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就因为民众反对，所

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可见腐败不得人心。历史上廉正

不阿的官员不乏其人，人们颂扬备至；而对于为官者，不管

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只要一贪，“其余则不足观者矣”这就

是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那些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人，那

些舍身忘家、不屈不挠举报腐败的人，那些仗义执言、无情

鞭挞腐败的人，那些不怕打击报复、秉公执法的人，又何曾

想过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不正是

来自民间，代表民众，并为民众所拥戴吗？ 二是牵强推导。

这是在演绎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忽视了论据往往

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单纯从主观理念出发用论据强行推

导，这样即使论据真实，也不能反映出论据与论点之间必然

存在的涵盖关系，自然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屈原的



学生宋玉曾经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好色。

他的推导逻辑是：好色者不嫌女丑→登徒子不嫌妻丑→所以

登徒子乃好色者。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所得结论自然难以让

人信服。又如当年有的日本人因为在“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

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就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

”，也有的日本人因为“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

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就断然说中国是“色情

的国度”，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对

这两种人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

好，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也好，其实都是犯了牵强推导

、妄下结论的错误。 三是机械类比。这是在类比论证中容易

出现的错误，论述者用于进行类比的事物之间其实很少或没

有共同属性，说白了就是没有可比性，如果硬性比较，其结

论当然无法令人信服。例如，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垄断

资本集团的支持下上台，立即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加强

纳粹党的法西斯统治，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蒋

介石效法希特勒，在国内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日益加紧反

革命文化“围剿”，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图书，逮

捕和杀害进步人士等。国内及日本的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焚书

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相提并论。鲁迅在《华德焚书异

同论》一文中，从中国的秦始皇和德国法西斯焚书的异同谈

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

有别于传统见解，对秦始皇作了新的评价。文中对“中国和

日本的论者们”机械类比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揭示。比如下面

这段话：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

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



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

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

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希特勒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

的首先是“非德国的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

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

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

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

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

里的图书馆，理由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

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

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勒先生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

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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