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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化莫测的心智较量

——读《鸿门宴》有感

口 岳阳市岳阳中学 刘 鑫

《鸿门宴》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的一篇经典课文，它选自《史记·项羽

本纪》。文章表面是写项羽与刘邦在鸿门上的周旋，然而无论是宴席的布局，还

是项庄的舞剑，觥筹交错间的言笑……实则都是项羽与刘邦的两大军事集团夺取

天下的力量的较量。笔者试作解读。

首先，两人在先天方面的优劣是很明显的。项羽出身贵族，他的四叔叫项梁，

他的祖父就是被秦国王翦所灭的楚国名将项燕。项羽身长一米九几，力能扛鼎，

才气过人，起兵抗秦时才二十四岁。当他以“破釜沉舟”的实际行动赢得“巨鹿

之战”的全面胜利时，年轻的项羽已经成为各诸侯军真正的上将军。巨大的成功

滋长了项羽的骄傲，当大破秦军进人咸阳城时，那年他才二十七岁。而刘邦在起

兵抗秦时已经四十多岁，当他在鸿门和项羽相见，这年他五十一岁，过了知天命

的年纪。刘邦出生草莽，父母都是不知名的农民，三十岁时才当上了秦朝沛县泗

水的一个小亭长。比起年少成名的项羽，刘邦在资质上的确要逊色得多。但正是

这样的刘邦没有傲人的气势，反倒能屈能伸，因此能在鸿门宴上虎口脱险，为自

己赢得生存的机会。

其次，在精英数量上和军队人马配置方面，项羽也胜出。项羽阵营主要有范

增、项伯、项庄三位顶级参谋；刘邦阵营则有张良、樊哙二位神勇之士。值得一

提的是还有个小人物叫做曹无伤，本来曹无伤属沛公阵营，但他中途跑去向项王

告密，后来被刘邦杀了，所以算不上队友。论智囊团数量，项羽占尽先机。范增

老练沉稳，忠诚可靠；项伯是项羽的叔父，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利益关系，二人

都属同一阵营；项庄是项羽的堂弟，武功高强，忠心不二。论贴身保镖武功，项

羽有兄弟项庄。项庄是故楚大将军项燕的第三个孙子，项羽是项燕的二孙子，两

人都是项族后代，都是由叔父项梁带大的。项氏家族个个身手不凡，传闻项庄是

位剑术家，精通多种武术特别是剑术。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传奇中，读

者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武功。樊哙作为沛公的贴身保镖，武功实力亦不容小觑。但

他一介武夫，屠狗出身，与修养良好训练有素的项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论军队

人马装备，项羽兵拥兵四十万驻扎在鸿门，沛公兵十万驻扎在霸上。因此，无论

是硬件还是软件的比拼，此刻的项羽的确是远超于刘邦。



虽然天资优越、实力不凡，但神勇之君却是骄横之子。当刘邦抢先于项羽进

入关中、攻破秦都咸阳，项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仅因为刘邦抢了他的风头，

更是因为抢了风头的居然是“小人物”刘邦。项羽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所以

沛公的谦虚陈词很能满足项羽的虚荣心：“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

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不自意”这三个字带着

谦卑、谨慎，更带有把自已辛辛苦苦取得的战果轻描淡写地带过，把一切成功归

功于运气的意思。这样的话麻痹了项羽，让容易骄傲的他变得自满起来。鸿门宴

会开始了，大家落座。座位的设计尽管合乎常理，却也充分暴露出项羽的自高自

大，目中无人。“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古人吃穿用行最讲究长幼尊卑礼仪秩序，因此座位以朝东最为尊贵，朝南其

次，朝北再次之，向西最末。由此可见，项羽对自我的充分肯定，甚至认为自己

的属下亚父的地位也远远超出刘邦，对刘邦的无礼和傲慢是显而易见。“性格决

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项羽会成功是因为他的勇，会失败却是因为他的暴、

傲、刚愎自用。宴会进行中，有先见之明的范增多次示意项羽尽快下手除掉刘邦，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默然不应”的项羽，

不是没有看见范增的动作，不是不懂范增的意思，只是他被刘邦的话打动了，所

以一时拿不定主意。而且他向来一意孤行，在公共场合，他不喜欢属下范增给自

己下命令。总总原因，他犹豫了。殊不知他的当断不断、优柔寡断正在为刘邦赢

得生存时间。当张良用“义”这个字来设计项羽时，项羽满足了；当樊哙虚情假

意地批评项羽“不义不仁”时，项羽被套住了。以致最后，他凭空让一次诛杀日

后大患的机会从手中溜走了。神勇盖世却骄傲自满，虽有谋士尽心辅佐却不能接

受意见，鸿门宴上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对项羽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担忧！

项羽的不足恰好是刘邦的长处。刘邦谦虚谨慎、能屈能伸，善于纳谏，因此

能死里逃生，转败为胜。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把刘邦着实吓坏了，他借机溜出来

上厕所。生死关头，他不知如何是好，问：“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

哙的话提醒了他：“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何辞为？”连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礼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沛公则置车

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

芷阳间行。”他在关键时刻放下了身段，接受了下属的建议，拿着剑抄小路，一

路连走带跑奔走回营保全了性命。刘邦的做法不见得多么光明磊落，也许正是因

为刘邦从来都是“小人物”，所以更灵活，把面子看得没那么重要，换作是项羽

也许做不到这么的不顾一切。借故离席只是权宜之计，保全实力才是最终目的。

今日的忍辱负重都是为了日后的扬眉吐气。尽管硬件和软件上，刘邦都不如项羽，

但在决策上，刘邦能够听取建议，灵活处理，比项羽更加英明果断。

故事最后的结局，读者已经知道了。《史记·高祖本纪》中描写了刘邦在和



臣子们感叹自己能够成功得到天下的原因时是这样描述的：“夫运筹帷帐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

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在整段楚汉

相争的历史里，刘邦总是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他之所以能反败为胜，完全是靠

信任有才之人、接受他们的建议。《史记·项羽之死》已然把项羽这位悲剧英雄

的穷途末路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眼前。项羽刚愎自用、妇人之仁、骄横虚荣，最终

失掉天下；刘邦在先天不足、危机重重的前提下，忍辱负重、巧用人才、虚怀纳

谏，最终反败为胜，取得压倒性胜利。事情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量变才能产生

质变。当英雄的葬礼最终响起哀曲，《鸿门宴》上我们已经看见未来历史结局的

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