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漢相爭 

 

1.揭竿起義： 

高舉竹竿作為號召、指揮群眾的旗幟。比喻起義舉事。 

主角：陳勝、吳廣 

 

2. 大丈夫生當如此 

劉邦看秦始皇出巡 

 

3. 彼可取而代也。 

項羽看秦始皇出巡 

 

4.一飯千金： 

比喻厚厚地報答對自己有恩的人。 

主角：韓信 

 

5.胯下之辱： 

從胯下爬過的恥辱。 

主角：韓信 



 

6.婦人之仁： 

《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釋義】：婦女的軟心腸。舊指處事姑息優柔，不識大體。 

 

7.背水一戰： 

《史記·淮陰侯列傳》井陘交戰：「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

笑。」 

後引申指陷入絕境中的決死戰鬥。 

 

8.破釜沉舟： 

《史記·項羽本紀》巨鹿之戰：「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比喻做事果決、義無反顧。 

 

9.約法三章： 

原指漢高祖入咸陽，臨時制定三條法律，與民共守。後泛指事先約好或規定的事。 

 



10.鴻門宴 

指不懷好意、居心不良的邀宴。 

 

11.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比喻說話和行動的真實意圖別有所指。 

 

12.勞苦功高： 

《史記·項羽本紀》：樊噲「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

功之人。」 

 

13.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比喻自己受制於人，處於任人擺弄的境況 

主角：項羽 

 

14.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比喻以明顯、不相干的行動吸引對方的注意，而私下採取其他行動，達成目的。 

 

15.楚河漢界 

比喻敵對雙方的界限。 



 

16.解衣推食 

【出處】：《史記·淮陰侯列傳》：「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釋義】：當初我跟著項羽不受重用，所以才轉而投效劉邦。劉邦對我關懷備至，

給我吃穿，還封我為將軍，配給我軍隊，對我十分信任，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啊！ 

 

17.功高震主 

【出處】：《史記·淮陰侯列傳》：「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釋義】：功勞太大，使君主受到震動而心有疑慮。 

 

18.四面楚歌： 

《史記·項羽本紀》：「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 

比喻所處環境艱難困頓，危急無援。 

 

19.所向披靡： 

《史記·項羽本紀》：「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 

【出處】：出自項羽臨死前最後一次突圍，當時於項羽大聲呼喝向下直衝，漢軍

全都潰敗逃散。 



【解釋】：所向：指力所到達的地方；披靡：潰敗。比喻力量所達到的地方，一

切障礙全被掃除。 

 

20.江東父老、無顏見江東父老： 

心懷羞愧，沒臉見自己人。 

 

21.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愈多愈好 

 

22.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敗都是由這一個人造成的。 

 

23.《垓下歌》  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翻譯：力量可以拔起大山，豪氣世上無人可比。可是這時代對我不利，我的烏騅

馬再也跑不起來了。烏騅馬不前進我能怎麼辦？虞姬啊虞姬，我可把你怎麼辦

呢？ 

 



24.《題烏江亭》   唐代杜牧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翻譯：勝敗這種事是兵家難以預料的事，但是能忍受失敗和恥辱纔是男兒。江東

的子弟人才濟濟，如果項羽願意重返江東，可能還會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