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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課文補充講義

張輝誠編

問題一：請見第一段課文。

(一)文章第一段一開始便先以「坑秦卒」(輝誠案：挖坑活埋，請注意是二十萬人啊，等同七十所中山

女高的人數，你看殘不殘忍！項羽只怕投降的秦國士兵會造反，便悉數坑殺。大家想想便知，如此一來，

就不會有人投降了！投降了也是死路一條，所以要爭天下，不仁者如何能得天下？)一事寫項羽之殘

暴；兩次「大怒」寫項羽之易怒個性。寫雙方兵力懸殊，表現了項羽的強大。范增的議

論，點明雙方陣營一觸即發的衝突，文章一開始就充滿了張力。──請問，這一段司馬

遷像導演一般先把鏡頭放在項營，分別有兩段重要對話，請分析這兩段話的有何作用？

(誰講話？身份為何？效應為何？造成甚麼效果？)

(二)請解釋以下劃底線之字義：「沛公軍壩上」、「沛公欲王關中」、「旦日 饗士卒，為擊破沛

公軍」；分析、解釋以下句意：「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課文補充注解：

【第一段】

守關：（防守關口。關，出入口）；關：（指函谷關，為中原進入關中的主要孔道。因

關在谷中，谷則深險如函〔匣子〕，故名）；王：（稱王）；關中：（即上文「秦地」，因

在四關〔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之中，所以稱為關中）；「為」擊破沛公

軍：（準備或替）；范增「說」項羽：（勸說）；沛公居山東時：（指劉邦未入關以前）；

望其氣：觀測劉邦頭頂上的雲氣。望氣，古代方士的一種占候術，觀察雲氣以推斷成

敗、吉凶、地位、命運等。皆「為」龍虎：（(像)是）；成「五采」：指青、黃、紅、

白、黑五色。采，通「彩」；急擊勿失：立即進攻，不要錯失了良機。

註解延伸註解：

○3 行略定秦地：進軍攻取秦地。行，前進。略定，攻取平定。

補注 行：一解為「將要」。補注 略：亦作「掠」，掠奪、奪取。

補注 秦地：指秦滅六國前的本土，中心地區在今陝西省。

○5 當陽君：英布，起義反秦時號當陽君，為項羽部將。

補注 英布曾犯法遭黥面，所以也稱黥布，秦末率驪山囚徒起義。楚、漢相爭時，背

楚歸漢。高祖殺韓信、彭越等開國功臣，英布心生恐懼，遂起兵叛亂，戰敗被殺。

○7 軍霸上：駐軍於霸上。補注 軍：作動詞用，駐軍。

●9《史記‧高祖本紀》：「諸將或言誅秦王（子嬰）。沛公曰：『始(楚)懷王遣我（攻秦），

固以能寬容（原本就因為我能寬容大量）；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

（交付）吏。」劉邦是把子嬰交給主管官吏處置，而非任命為相，可見曹無傷之言

意在挑撥。

課文句義補充：

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顯露項羽殘暴的個性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項羽目中無人，不容威名受損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曹無傷判斷局勢，為自己的前途而告密挑撥離間

項羽大怒：●項羽大怒的原因：

(1)沛公守關不得入（隔阻其他友軍，顯得沛公有野心）。

(2)曹無傷之言：沛公欲王關中（第一個原因獲得證實）。

結果：項羽決定旦日擊沛公軍。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 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雙方兵力相差懸殊

此其志不在小：范增提醒項羽別小看劉邦

吾令人望其氣：范增以「吾」自稱，口吻上是平輩的關係。較之張良對劉邦以「臣」

自居，可見兩者態度不相同。不敬與謙恭，可以決定被取信的程度

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急擊勿失的理由是因為劉邦其志不在小，也在於有天子氣。

范增以「王氣」之說增強項羽出兵的決心

修辭：

「軍」霸上：動

沛公欲「王」關中：動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 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映襯

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映襯

問題二：請見第二段課文

(一) 第二段司馬遷將鏡頭調往劉邦陣營。項伯基於往日救命情誼要救張良，張良基於忠義信

用要救劉邦。劉邦如何由驚慌失措在張良的獻策下，策動項伯成為說客之後，轉而鎮定

機警。一觸即發、實力懸殊的戰事，似乎有了轉圜的契機。項伯、張良的關係，劉邦距

關的原因和面對項羽的說詞，在此段都有清楚的交代。──請問張良在這整起事件(項
伯夜馳來訪)的處理過程為何，他做了哪些重要判斷與決定(請注意，這些判斷與反應的時間

都非常短，你有這種鎮定能力與機智反應嗎？沒有，那就要學！)？項伯的夜馳事件對項羽來說是

什麼行為？(請注意，如果沒有項伯夜馳事件，劉邦可能就直接被項羽滅掉，歷史就全然改寫了，所以

這個事件重不重要！)項伯回去之後遊說項羽的主要論點為何？劉邦的反應又透露什麼他

什麼個性？(請注意，幫劉邦出點子的，不是只有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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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分析、解釋以下句意：

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這幾句同時請逐字翻譯)

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也：(這幾句同時請逐字翻譯)

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三)請逐字解釋(空格請填入正確字體)：「具告以事」、「( )吏民」、「不可不( )」、「誰

為大王為此計者」、「君( )與項伯有故」、「臣活之」、「吾得兄事之」、「不敢倍德」、

「( )日不可不( )自來( )項王」、「不如因善遇之」。

課文補充注解：

【第二段】

項羽「季父」也：（叔父。一般指最小的叔父）；「素」「善」留侯張良：（平素、向來）、

（友好）；夜「馳」「之」：（驅馬疾行）、之：（往、至）；「具」告以事：（全部、詳盡）；

乎張良與「俱去」：（一同離開）；韓王：指韓成，號橫陽君。《史記‧留侯世家》：「沛

公之從洛陽南出轘轅（山名），良引兵從（追隨）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

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不可不「語」：（告訴）；

為之奈何：（對此事怎麼辦。輝誠案：這句話是劉邦的口頭禪，也是劉邦成功的地方，懂得廣納

聆聽別人意見，最後作出判斷。）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替）、（謀劃）、者：（疑

問語氣詞，無義）；毋(ㄨˊ)「內」：（同「納」，使進入、接納）；秦地可盡王(ㄨㄤˋ)：
（可以擁有整個關中而稱王）；「料」大王士卒：（估量）；「固」不如也：（本來）；「且」

為之奈何：（將）；「請」往謂項伯：（請允許）請：用在動詞謂語前，作「請求」解時，

就是要求對方實施某一動作行為，或要求對方允許實施某一動作行為。屬於後者則可

譯為「請允許」、「願意」，如：「請往謂項伯」、「臣請入，與之同命」。君「安」與項

伯有故：（怎麼）；與臣「游」：（通「遊」，交往）；臣「活之」：（使之存活）；「幸」來

告良：（幸虧、多虧）；吾得兄事之：（吾得以兄禮事之）；「要」項伯：（邀請）；「秋毫」

不敢有所進：（比喻微細之物）；封「府庫」而待「將軍」：國家儲藏財物、兵甲的地

方。府，公家儲藏財物或文書之處。庫，公家藏甲兵戰車之處。將軍：（指項羽）；「所

以」遣關守將者：（表原因）；「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防備）、（別處盜

賊）、入侵。偏義複詞。出，無義。「願」伯具言：（希望）；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項王：（通「早」）、（謝罪、道歉。指為「距關」之事向項羽道歉）；「因」言曰：（於

是、就）；「因」善「遇」之：（趁著、順著）、（對待）。

註解延伸註解：

○18亡去不義：補注 亡去：逃走離去。張良是因劉邦替韓王奪回許多韓國城池，有恩

於韓國，故曰亡去不義。

○19鯫生：補注 鯫：小魚，喻小人。古人言身材短小，兼有愚陋之意。見章炳麟《新

方言‧釋言》：「古人凡言短小，義兼愚陋。高祖罵人，一曰『鯫生』，二曰『豎儒』，

三曰『腐儒』，皆同義。」

○23孰與君少長：補注 孰與：後來成了古漢語中表示比較的固定結構，「跟……相比，

哪一個……」。

○24奉卮酒為壽：補注 卮酒：猶言「杯酒」，指一杯酒。為壽：也稱「上壽」，古代給

尊長獻上酒並祝健康長壽的禮節。

○25約為婚姻：相約結為親家。補注 婚姻：即「親家」。《爾雅‧釋親》：「婿之父為姻，

婦（媳婦）之父為婚。……婦（媳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26籍吏民：謂調查戶口，登記在簿籍上。籍，登記。補注 吏民：官吏與庶民。

○28不敢倍德：劉邦曾得項梁 (項羽叔父)援助成軍，因此項氏有恩德於劉邦。倍，通「背」。

〔101指考，考字義〕補注 項梁：項羽的叔父。

課文句義補充：

臣為韓王送沛公：張良委婉的拒絕項伯（此為張良自述往事，說明他和劉邦的關係）

為之奈何：劉邦驚慌無助

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有小人勸劉邦固守函谷關，勿納

諸侯，則可稱王於關中

料大王士卒：張良對沛公一路稱「大王」－一路謙卑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劉邦能坦承缺失，尋覓對策

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

故幸來告良。」：藉對話補述張良與項伯結識的過程。《史記‧留侯世家》：「項伯常（通

「嘗」）殺人，從良匿。」

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劉邦請項伯進來，立即稱兄長，敬酒，相約為兒女親家，

是拉攏項伯的方式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劉邦表示「不敢背項王」

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

不敢倍德也：劉邦說明派兵守關的理由，刻意放低姿態，表明不敢背叛項王

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項伯以道義為由來說服項羽罷兵

修辭：

具告以事：倒裝（以事具告之）；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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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請見第三段課文

(一) 第三段寫劉邦親身赴項羽陣營謝罪(請注意：非常危險喔，一不小心，命就沒有了。當然，劉邦

不來，項羽大軍壓境，也是沒命。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項羽設宴款待；范增定計殺

劉邦，召項莊舞劍。「鴻門宴」於此段正式登場。先寫劉邦和項羽對話，表現劉邦之謙

卑與項羽之大方(輝誠案：第一回合交手。劉邦先取得項羽好感，項羽也表現出善意，結果是項羽的善

意當中把「間諜」身分曝光了，這就是最可怕的事，必有人喪命！)。再細寫宴會座次(輝誠案：座次

安排，隱含很多意思，請見補充資料說明)，表現雙方之高低姿態。接著著重項羽陣營之行動，

凸顯項羽的猶豫寡斷、范增的堅決、項伯的義氣。請問：一、劃出鴻門宴座位圖，並根

據所提供之資料說明此一座位圖的用意及背後意涵。二、《史記‧淮陰侯列傳(即韓信)》：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和悅），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

印刓敝，忍不能予（把玩印信至缺損，仍不忍授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對比這段文章，

可見項羽的哪兩種個性？三、范增為何要除掉劉邦？四、成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出自於此，請用意思為何？

當代著名史學家：余英時〈說鴻門宴的坐次〉

從鴻門宴的背景和全部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必須承認坐次的最後排定當以項伯在入席

前的斡旋調停之力為多，而暗地裡則劉邦的隱忍和張良的智謀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

認為項、劉、張三人事先對坐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針對著項羽的

坦率和自負而言，這是袪其疑而息其怒最巧妙的一著棋。項羽最後同意自己「東嚮坐」和

劉邦「北嚮坐」，這說明他已把劉邦看作他的部屬，並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所以當

主客都入坐之時，項羽已不復有殺劉邦之心。

(二)如請分析、解釋以下句意：

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范增示意項羽把握時機，下決心殺掉劉邦

(三)請逐字解釋(空格請填入正確字體)：「從百餘騎」、「不自意」「( )力」、「有( )」、「東

( )」、「數目項王」、「若入前為壽」誰為大王為此計者」、「若屬皆且為所虜」、「翼蔽」

課文補充注解：

【第三段】

沛公「從」百餘騎：（致使動詞，使……跟隨）；戰河北：（指在黃河以北救趙）；戰河

南：（指在黃河以南向關中進軍）；8.不自意：自己沒料到。意，料想、推測。論語子

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歐陽脩縱囚論：「不意其必來以冀免。」；「得」復

見：（能夠）；東嚮：即「向東」。嚮，同「向」。古代軍帳內的席次以坐西向東最尊，

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最末是坐東向西。下文亞父范增席位比劉邦高，

表示楚軍領導階層自認地位高於劉邦，也有意羞辱劉邦。亞父：敬稱，表示尊敬的程

度僅次於父。史記中「亞父」是專指范增，當時范增年已七十。亞，次。舉所佩玉玦

以示「之」者三：（指項羽）；為人「不忍」：（不忍心、不夠狠心）；「若」入前為壽：

（你）；「因」擊沛公於「坐」：（趁著、順著）、（同「座」，座席）；「若屬」皆「且」「為

所」虜：（你們）、（將）、(「為……所……」是被動句的固定句式。為，被（按教育

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為當「被」解時讀ㄨㄟˋ）。所，助詞。)；莊「則」入為壽：

（就）；無以為樂：（沒有什麼可用來作樂）；翼蔽：（遮護、掩護）。

註解延伸註解：

○30郤：音 ㄒㄧˋ，通「隙」，嫌隙。補注 因猜疑或不滿而產生的惡感、仇怨。

○32玦：音 ㄐㄩㄝˊ，古時佩帶的玉器，環形，有缺口。常用作表示決斷、決絕的象

徵物。補注 因「玦」與「決」同音，所以用以暗示下決心。「玦」又與「訣」同

音，也用以表示「決絕」之意。廣韻：「逐臣待命於境，賜環則返；賜玦則絕，義

取『訣』。」

○34不者：不然的話。不，音ㄈㄡˇ，通「否」。補注 猶言「否則」。

課文句義補充：

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不自意」表明自己的功業全是僥倖，「得復見」強調自己能活

著見到你，真是好幸運，可惜因小人造成誤會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將一切歸責於誤聽小人曹無傷之

言，可以看出項羽當時的慚愧與婦人之仁

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宴

會上的位次皆有意塑造，項羽、項伯最高，范增次之，劉邦又次之，而張良居末，顯

示楚強漢弱的形勢，凸顯主人的自負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范增示意項羽把握時機，下決心殺掉劉邦

項王默然不應：項羽猶豫不決

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以餘興節目做為舞劍的理由

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項伯盡全力阻止刺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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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請見第四段課文

(二) 第三段寫的是范增的計謀，第四段就是張良的應變與計謀了！張良有一百多個人可選

(因為跟著劉邦一起來共有百餘人)，為何只選了(韓信不屑與之同列的屠狗夫)樊噲(輝誠案：請

注意，荊軻刺秦王之所以功虧一簣，就是因為選錯人了，表面看起來很勇敢的秦舞陽，結果一見到秦宮

和秦始皇的大陣仗，腿就軟了，成了膿包一個，連累了荊軻，功敗垂成。樊噲何以不會腿軟？)這段文

字當中，如何表現出樊噲的忠、勇、怒、豪、智？(請參考以下補充小資料，並請注意：抽象的

品格，都是透過具體的言語和行為表現出來的，這才是會寫文章！)請問樊噲用何種論點遊說項羽？

這些論點是屠狗之輩樊噲想得出來的嗎？如果不是，是誰想的？為何這時才說出來，這

種寫法叫做什麼？

小資料一：項羽以英雄惜英雄之心，吩咐左右「賜之卮酒」，捧上來的卻是「斗卮酒」；吩咐左右「賜

之彘肩」，捧上來的卻是「生彘肩」。這其實是項羽手下要故意整樊噲之舉。──且看司馬遷寫樊

噲喝斗卮酒的動作是：「拜、起、立、飲」四個動詞，斬截有聲，顯示出樊噲對項羽有禮，卻不

畏懼。吃生彘肩的動作是：「覆、加、拔、切、啗」五字，寫得意氣飛動，形象鮮明。(輝誠案：

請注意，又是生的，和虯髯客給李靖吃的活生生的人心肝一樣。)

小資料二：鉅鹿之戰後，諸侯見項羽「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現在樊噲居然「瞋目視項王，

頭髮上指，目眥盡裂」。誰料這位「喑嗚叱吒(喑嗚，一ㄣ ㄨ，懷怒氣；ㄔ ㄓㄚˋ，發怒斥喝)，千人皆

廢」的項王，竟被樊噲粗獷忠勇的氣質所動，呼為「壯士」，賜之卮酒，益以彘肩，任其慷慨陳

詞，被他數落得「未有以應」。

小資料三：柯慶明〈論《項羽本紀》的悲劇精神〉：樊噲提到「秦王有虎狼之心」，指責「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可能只是一時的權謀與方便。但是這一番說辭雖然與張良所謀劃，劉

邦、項伯說項羽的內容與目的多有雷同重複之處，但其意義，對於項羽而言，卻可以截然不同。……

因為張良與劉邦所強調的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純粹只是解釋劉邦個人距關毋內諸侯的叛

象。但項伯則更提出了「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的普遍倫理原則。而樊噲的上述說辭中，

卻更「批大郤，導大窾」的切入了他們戮力抗秦的此一特殊歷史行動的倫理意義。

(三) 請分析、解釋以下句意：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 )，目( )盡裂」、「項王( )劍而( )」、「壯士！能復飲

乎」

(四) 請逐字解釋(空格請填入正確字體)：「與之同命」、「( )乘」、「( )肩」、「切而( )
之」、「卮酒( )足( )」、「殺人如不能( )，刑人如恐不( )」、「細說」、「( )
為大王不取」、「如廁」、「因招」。

(五 ) 【 102指考】 (輝誠案：同時考修辭與文句理解 )

21. 「反問」雖採問句形式，卻屬無疑而問、明知故問，意在強調預設的觀點。

下列屬於反問句的選項是：

(A)壯士，能復飲乎

(B)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C)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D)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E)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課文補充注解：

【第四段】

於「是」張良至「軍門」：（這，指這時候）、（軍營門口）；帶劍「擁盾」：（持著盾牌）；

欲止不「內」：(ㄋㄚˋ，通「納」，不讓進入)；「側」其盾以撞：（側轉）；頭髮上「指」：

（直立、豎起）；按劍：（握著劍把，準備拔劍）；客何「為」「者」：（是）、（疑問助詞）；

斗卮酒：（一大杯酒。斗卮，可容一斗的大酒杯。古代一斗相當現在二升左右）；一生

彘肩：一塊沒有煮熟的珠蹄膀；「覆」其盾於地：（覆蓋、平放）；「加」彘肩「上」：（把

一物放在另一物上，置放）、(於(盾)之上)；安足辭：（有什麼值得推辭的）；虎狼：（喻

貪殘暴虐）；毫毛：（同「秋毫」）；還軍霸上：劉邦進入咸陽城，又從城內回到霸上駐

軍。這原是一種約束部下，安定秦民的措施；亡秦之續耳：（這種做法是秦朝的延續

啊！亡秦，指秦朝，因當時秦已滅亡。耳，句末助詞）；「竊」、「為」大王「不取」：（私

下，謙詞）、（認為，ㄨㄟˊ）、（不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未有以應：（即「未有應」，

沒有回應。以，連接詞，而。同「無言以對」之意，）；樊噲「從」良坐：（挨著）；「如」

廁：（往、到……去）；「因」招樊噲出：（趁著、順著）

註解延伸註解：

○35樊噲：補注 羞與噲伍：韓信鄙視樊噲，不屑與他為伍。典出《史記‧淮陰侯列傳》。

後用以指不屑與平庸的人並列。

○37交戟之衛士：補注 交戟：表示禁止出入。

○41按劍而跽：補注 《昭明文選注》引用《聲類》曰：「跪，跽也。」跪與跽動作類

似，但「跪」多用於行禮，而「跽」則未必。

○45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補注 刑：懲治。

●46細說：指小人所說的讒言。

細說
小人所說的讒言。《史記》鴻門宴：「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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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老殘遊記》第六回：「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一遍。」

課文句義補充：

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由於「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以沛公處境很

危險

臣請入，與之同命：表現樊噲的忠心耿耿

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表現樊噲的勇力矯健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極力摹寫樊噲的憤怒威猛

項王按劍而跽：表現項羽的警戒心

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表現樊噲的豪邁壯氣

壯士！能復飲乎：表現項羽對樊噲的欣賞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樊噲接受吃喝後，才有後來的談論，也可見漢軍陣營為了

團隊利益，隨時可以犧牲自己。樊噲議論內容與劉邦、項伯如出一轍，可見口徑一致，

彼此團結(輝誠案：其實是套好招)
未有以應：表示項羽亦認同樊噲所言，因此無言以對

修辭：

頭髮上指，目眥(ㄗˋ)盡裂：誇飾

能復飲乎：設問（疑問╲102指考）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設問（激問）（以激問方式，顯示出其豪氣）

問題五：請見第五、六段課文

(一)第五段寫劉邦伺機脫身回營的經過。先透過對話表現劉邦的窘迫，樊噲的見識過人，張

良的細心周延；再透過敘事說明劉邦返回霸上的過程，也顯見劉邦在倉促狼狽之中仍

不失鎮定。第六段寫張良入內謝罪，范增暗責項羽，而劉邦回營後誅殺內奸之過程。

此段著重描寫劉邦走後，宴會上雙方的表現。張良鎮定從容，項羽不以為意，而范增

則在動作、言語上流露憤怒與失望。段末以劉邦誅殺內奸做結，與宴會前的內容遙相

呼應。──在第五段，張良身份地位其實不高(只是謀臣)，留下收拾善後，其實非常危險，

為什麼張良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你有張良的膽識和智慧嗎？)這麼緊急的尿遁計謀，撤退

時的計謀商量重點是哪些？請逐一說明。在第六段，就是兩大主子(項羽和劉邦)與兩大

謀臣(范增和張良)的最後對決，主人的行動與反應為何？謀臣的言語與態度為何？請比

較之。

小資料之一：清郭嵩燾評論項羽說：「項羽本無經營天下心，始滅秦而分封諸侯，自王彭城 （今江

蘇省徐州市），欲得保守鄉里而已。方與漢爭而遽引兵東歸，是其氣先餒，其心亦自解散，無復

進取之志矣。所以速亡者，由是苟偷旦暮之心，本無遠略故也。」

(二)請分析、解釋以下句意：

「沛公不勝桮杓」；「聞大王有意督過之」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立誅殺曹無傷：

(三)請逐字解釋(空格請填入正確字體)：「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人方為刀( )，
我為魚肉」、「會其怒」、「道芷陽閒行」、「度我至軍中」、「沛公不( )( )( )」、「拜

奉大將軍足下」、「 ( )子不足與謀」。

【95指考】(輝誠案：考文句意思理解)

12. 文學作品中人物說話的「語氣」，可呈現其性格、情緒與心情；語氣可有平淡、誠

懇、欣喜、不滿、憤怒、嘲諷、譏刺、諧謔、自負、自嘲……等。下列關於說話者

「語氣」的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劉姥姥〉：「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

個老母豬不抬頭！』」顯示出劉姥姥的自負心態

(B)〈鴻門宴〉：「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顯現范增莽撞而不能顧全大

局的個性

(C)〈馮諼客孟嘗君〉：「（齊王）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顯現齊王因不滿孟嘗君門客太多，遂故加嘲諷的心態

(D)〈虬髯客傳〉：「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侍焉。俄而文皇來，……道士一見慘然，

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請去。

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顯現

道士由失望惆悵，轉而寬慰、勸勉虬髯客重新振作的心情轉折。

課文補充注解：

【第五段】

今「者」出，未「辭」也：（句中助詞，無義）、（告辭）；何辭為：有什麼好告辭的呢？

「何……為」，是一種表疑問或反詰的固定句式。為，疑問語氣詞，相當於「呢」。(輝
誠案：這是古人語法。我們現在是倒過來合在一起說：「為何辭？」)；張良留「謝」：

（謝罪）；白璧：（古代一種玉器，扁平、圓形，中間有孔。一般用作朝聘、祭祀、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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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時的禮品）；謹諾：（謹遵命）(輝誠案：諾，表示同意的應答聲。成語有「唯唯諾諾」，諾，

即答應之語)；項王軍在鴻門「下」：（一帶）；相「去」四十里：（距）；置(拋棄)「車騎」：

指來時所乘的車和跟隨的騎兵；「不過」：（不超過，意思為僅、只，只不過）；「度」

我至軍中：（估計）

註解延伸註解：

○48陳平：項羽謀臣，好奇計，後離楚歸漢，受封為曲逆侯，官至丞相。(輝誠案：古地

名。 秦 置，因 曲逆水 得名。故城在今 河北省 完縣 東南。 漢高祖 過 曲逆 封 陳平 為 曲逆

侯 。因以 曲逆 指 陳平)補注 楚、漢相爭時，劉邦曾在滎陽被圍，陳平獻計乘夜間

以女子二千人，出東門以誘惑楚軍，使劉邦能從西門逃脫。高祖七年，劉邦被匈奴

圍於平城，陳平獻計厚賂單于之妻，劉邦君臣方能脫離險境。陳平也因而封曲逆侯，

官至丞相。

○49大行不顧細謹：補注 顧：顧慮、考慮。

○50大禮不辭小讓：補注 不辭小讓：一說：不迴避細微的指責。辭，避開。讓，指責。

○53玉斗：玉製的酒器。補注 斗：一種舀酒的勺。

○57步走：徒步快跑。補注 說文：「走，趨也。」釋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

曰走。」(輝誠案：念一念台語的「跑」，是不是「走」，台語是古音，保留古義。)

課文句義補充：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樊噲強調做事

應著眼於大處，不可因小失大，更何況自己正處於被宰割的地位，怎可為了小節

而不伺機脫身呢？表現樊噲當機立斷的智謀與魄力。●樊噲之言增其志氣：主帥

怯場，副手立即挺身而出。

會其怒，不敢獻：側寫劉邦之驚慌失措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力求行動祕密，不被發現劉邦獨騎脫逃。可知漢營團隊合

作，劉邦冷靜且不剛愎自用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在匆忙中

劉邦仍鎮定的交代計畫

修辭：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譬喻（借喻）

【第六段】

沛公已「去」：（離開）；「閒」至軍中：（ㄐㄧㄢˋ，閒行，抄小路）；張良入「謝」：（謝

罪）；不「勝」桮杓：（ㄕㄥ，承受）；再拜「奉」：（進獻）；大將軍：指范增。范增在

懷王派宋義、項羽救趙時，任「末將」，所以這裡尊稱為大將軍；足下：（下稱上，或

同輩相稱的敬詞）；沛公「安在」：（在哪裡）；拔劍「撞」而破之：（敲擊）；吾屬：（我

們）；「立」誅殺曹無傷：（立即）

課文句義補充：

沛公不勝桮杓：以酒醉為理由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措詞婉轉圓融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項羽錯失良機仍不以為意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范增憤怒至極卻無可奈何

唉！豎子！不足與謀：范增不滿溢於言表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由范增的感嘆表現范增的洞見

立誅殺曹無傷：除掉內奸，有殺一儆百之效，日後漢軍之人不易投靠項羽

修辭：

桮杓：借代

豎子：雙關。表面指項莊，實則指項羽。

問題六：請見補充資料

(一)底下課文賞析比課本賞析寫得好太多了啦(你能看到賞析所寫的這麼多東西嗎？司馬遷真的是這

樣想的嗎？)，請整理出重點，並說明之。(請注意：這是整理重點練習，也是縮寫練習，更是賞析

方法的模仿練習)

＊課文賞析

鴻門宴是一場劍拔弩張、驚心動魄的歷史宴會。劉邦攻入秦都咸陽以後，想依約

定稱王，手下曹無傷向項羽告密，項羽大怒，想滅掉劉邦。項伯夜告張良，劉邦接見

項伯，並請項伯轉告項羽，表白自己絕無野心。次日，劉邦親自到項羽駐軍所在的鴻

門謝罪，於是一場鬥智角力、扭轉歷史的宴會便展開了。鴻門宴上，劉邦謝罪，范增

舉玦，項莊舞劍，樊噲闖宴等情節，將劉、項雙方明爭暗鬥的局面寫得活靈活現。欣

賞本文可從下面幾點著手：

(一)人物設計

本文寫了四對相應的人物，這四對相應的人物一一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如主帥方

面，項羽在優勢下恃勇無謀，毫無遠見，而劉邦在劣勢下忍辱負重，善於機變；項羽

剛愎自用，拙於應變，劉邦則善於採納意見，望風使舵；項羽任人唯親，致使謀臣不

能施其計，猛將不能盡其力，劉邦則知人善任，謀臣能逞才定計，勇士能見危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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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養奸貽患，自絕敵營中的內應，劉邦則有奸必肅，又能讓敵營中人為自己效勞。

其他三對人物，則是謀臣—張良與范增；武將—樊噲與項莊；告密者—項伯與

曹無傷。經過這樣的對比映襯，人物性格越發鮮明，充分顯現項羽之失敗、劉邦之成

功絕非偶然。此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對比映襯，譬如文末寫項羽和范增對張良代獻之

禮物有不同態度，也構成強烈對比：項羽欣然收下，置之於座；范增則摔在地上，拔

劍撞而破之。一個認為這是劉邦的恭順，正陶醉在虛假的勝利之中；一個認為這是項

羽走向失敗的起點。在對比中，兩人的性格也刻劃得十分鮮明，從而進一步表現出項

羽陣營的內部衝突。

(二)情節安排

全文以宴前、宴中、宴後的時間為序，來開展整個情節。宴會上情節安排張弛相

間，歸納起來是三起四落。宴會開始，老謀深算的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

之者三」，使本已緩和的氣氛趨於緊張，為一起。但項羽「默然不應」，他出召項莊舞

劍擊殺沛公，宴會頓時充滿殺機；項伯拔劍與項莊對舞，一攻一守，氣氛更趨緊張，

這是二起。張良離席找樊噲告急，樊噲闖宴，怒視項羽，項羽「按劍而跽」，緊張的

氣氛達於極點，伴隨刀光劍影而來的血肉橫飛似乎已不可避免，這是三起。可是，事

情出乎意料之外，緊張的氣氛竟逐步緩宕下來。項羽對於闖宴的樊噲不但不怒，反而

誇其為「壯士」，讀者心弦稍覺一動，這是一落。接著樊噲斥責項羽，頌揚劉邦，但

項羽「未有以應」，並賜「坐」，讀者心弦進一步鬆弛，這是二落。但殺機未消，劉邦

託詞離座。宴外，劉邦與臣屬緊急策劃脫身之計；宴內，項羽尚蒙在鼓中，氣氛張中

有弛，這是三落。宴外，劉邦獨騎簡從，脫身回營；宴內，張良獻禮，項羽受璧，這

是四落。范增受玉斗而撞破之，滿腹怨憤地說：「豎子！不足與謀！」宴會至此結束，

項羽和劉邦的衝突暫時轉為平緩。

由於情節安排的張弛相間，起落跌宕，讀來扣人心弦，發人深思，具有很強的藝

術魅力。這對後世小說創作影響甚大。

(三)語言運用

本文的語言極富於變化，能在一言一語中表現出人物的神情姿態，體現出其性格。

如劉邦謝罪和樊噲闖帳兩個情節，他二人在項羽面前說的話，意思基本一樣，可見他

們事先已商量過，要採取委曲求全的策略來軟化項羽，從而贏得勝利。但兩人的說法、

口氣倒很不相同，樊噲舉秦王因殘暴而失敗為例，暗示項羽不宜以暴行來對待劉邦；

樊噲提出楚懷王約言，以說明劉邦沒有野心。樊噲敢於直截了當指出項羽的過錯，以

助劉邦脫險；而劉邦向項羽謝罪所說，口氣就不同了，他用詞審慎，卑躬屈節，既恭

維項羽，又表白自己的功勞，悅耳動聽，以求得項羽的信任。若劉邦像樊噲那樣說，

勢必會增加項羽的疑忌，產生相反的效果。這就是由於人物身分地位的不同所致，也

充分表現不同的性格特點。此外，同是一個人，不同時候說的不同的話，則表現出不

同的心理狀態。比如，當項伯夜馳劉邦軍營，張良轉告項伯帶來的情報，劉邦急問張

良：「為之奈何？」表現了驚恐的心理狀態；經過和張良研討後，再問：「且為之奈何？」

比前句多了一個「且」字，則表明他已冷靜下來，準備傾聽張良的計策，準備安排下

一步的行動。一字之差，表現了不同的心理狀態。鴻門宴的語言運用，可以說達到聞

言顯情，尋聲得貌，神態畢現的精妙地步。

司馬遷能以長短句間雜錯綜使用，增加文學上形式美，以及聲調上鏗鏘頓挫之美

讀來跌宕有致，事有精神，文有力量。例如文末范增以劍破玉斗後嘆曰：「唉！豎子！

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句子由短而長，顯現主角

憤怒、慨嘆的交錯情緒。又如樊噲對項羽之言，亦是長短句交錯，抑揚頓挫，情感隨

之起伏表現。

(四)動作描繪

司馬遷善於藉人物的行動來刻劃人物。本文中，司馬遷未插入第三者多餘的說明

和解釋，也未作靜止的心理剖析，人物在自己的行動中說明自己，表現自己。譬如寫

范增，始則寫他「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目光示意沒有效果，又以玉

玦幾番相示，其預謀、其焦急之心理，生動可見。但因項羽「默然」，便另作安排，

出召項莊，舞劍以擊殺沛公。作者接連寫了他「起」、「出」、「召」幾個動作，其殺劉

邦除後患的急迫心情溢於形表。在宴會上，項莊舞劍，劍影飛旋，險象環生。范增欲

殺劉邦，項莊將殺劉邦；項伯以身蔽護阻殺劉邦，張良急出召樊噲救劉邦；項羽如居

局外，不想殺劉邦，這一系列的行動描寫，無一不顯示著各人的性格。因此可見，史

記寫人物非平面，是前後呼應而且立體化，相當生動鮮明。

問題七：以下諸詩分別吟詠何人？

1.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

2.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3. 乘運應須宅八荒，男兒安在戀池隍。君王自起新豐後，項羽何曾在故鄉！

4. 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

布衣空手取中原，勁卒雄師不足論；楚國八千秦百萬，豁開胸襟一時吞。

5.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固陵始義韓彭地，復道方圖雍齒封。

注 雍齒封：即雍齒封侯事。雍齒素為漢高祖所厭惡，但漢高祖為了安撫軍心，用張良計謀，先封雍齒為侯，

遂使群臣盡歡。

6.圯橋進履氣恬然，胯下王孫事亦傳。一作神仙一功狗，論人須到蓋棺年。

7.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8.不識興亡自有真，尊前示玦謾勞神。當時誰道翁多智，不及王家老婦人。

注 王家老婦人：漢高祖的皇后呂雉，以算計狠毒出名。

高啟〈讀史〉、陳孚〈題范增墓〉、楊重雅〈過紫柏山謁留侯祠〉、王安石〈張良〉、 (張方平〈題沛縣漢高祖廟〉)李商隱

〈題漢祖廟〉) (李清照〈夏日絕句〉)、(王安石〈烏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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