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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鸿门宴了。由于司马迁传神的描述，不但

使得鸿门宴的过程曲折动人极富于戏剧性，更使得人物栩栩

如生，活灵活现。而期间得失更是另后人咋舌不已，或惋惜

之，或痛恨之，或不屑之，或赞叹之。 人们对于鸿门宴项羽

不杀刘邦的原因却莫说纷纭，前人对此基本给予否定的态度

，视之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

光短浅，有勇无谋。其结论就是项羽头脑简单，骄傲自大，

所以大意放走了敌手，酿成后患。前人对项羽鸿门宴上轻易

放跑刘邦简单归于其头脑简单，不足论矣！好在现在大多学

者开始从当时的背景重新来探讨，犹为可喜，但是翻案过甚

，许多观点尚有待于商讨。 一： 鸿门宴之背景分析 汉元年十

月，刘邦从武关进入关中，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泱泱大秦

，就此覆灭。刘邦进入关中后听从儒生建议：“秦富十倍天

下，地形。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

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

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派兵把守函谷关，自己欲在关

中为王。 刘邦此战略有早年楚怀王之约为政治依据，早在约

法三章的时候，刘邦就告诉关中父老：“吾与诸侯约，先入

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在这里刘邦把楚怀王之约的主

角偷天换日改成自己，显示他此时不可一世，忘无所有，急

不可待想在关中称王的心理。当然派人把守函谷关，以免其

他反秦诸侯来分一羹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此时刘邦却犯了



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反秦诸侯在北方和秦军誓死角斗，终

于击败秦军，刘邦却趁秦主力被诸侯牵制而轻易盗取了胜利

果实，却关起门自己独享成果。从道义上讲，刘邦这样做不

厚道，遭到各路诸侯唾弃；从利益上讲，刘邦这样做大大惹

怒了各路诸侯，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要消灭刘邦这个绊脚石

。 果然，不久项羽带诸侯联军来到函谷关，却被刘邦的军队

阻拦。项羽命英布击破函谷关，大军驻扎戏西与刘邦驻扎于

霸上的大军对峙。此时，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看到刘邦大祸

临头，便“使人言於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

，珍宝尽有之。’”，项羽听了大怒，决定第二天就进攻刘

邦。项羽的亚父范增更是看出刘邦是项羽潜在的大敌，劝说

项羽急击勿失。此时项羽进攻刘邦并不能单单看成是项羽是

因为听曹无伤之话才进攻刘邦的，可以看成是各路诸侯打击

欲独吞胜利果实刘邦的一个代表。 这里却有点问题，从项羽

进攻函谷关一直到驻扎戏西与刘邦对峙，时间大约也有半个

多月。连刘邦手下都知道此事而暗中做打算，刘邦却没有任

何计划，从后面资料看似乎如梦方醒，对项羽要进攻自己不

但没有任何应对战略，更是毫无防备之心。何解？这里笔者

猜测有二，一是刘邦进入关中被胜利，权欲，美女，财宝冲

昏了头，认为有怀王之约，和诸侯又是联盟，别人不会拿他

怎么样，最多想来分一羹而已。二是刘邦错估形式，没有想

到项羽统合各路诸侯后，实力早就不是以前几万人的楚军，

而是四十万诸侯联军。刘邦以为凭项羽自己的兵力并不能拿

自己怎么样，毕竟自己有十万大军，没有想到是这次是诸侯

联军一起要灭他。 刘邦危在旦夕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戏剧化

的转变。项羽的叔叔，楚军中的左尹项伯，曾经被刘邦属下



张良救过，此时为报救命之恩，连夜赶到刘邦大营，把事情

告诉张良。张良把事情又告诉刘邦，刘邦此时才明白大祸临

头，听从张良之策，拉拢项伯，以兄长视之，并接为儿女亲

家，秧求项伯为自己说项。 关于项伯深夜告张良，历代都有

人质疑此事真伪。学者周健曾认为“项伯一夜成六事不可信

”和“鸿门和霸上相去四十里之不可信”，从而认为项伯一

个晚上完成不了这么多事情。而关于此疑问学者薛权开在文

中《鸿门宴献疑商榷》一一给予反驳，认为从鸿门和霸上的

确只有四十多里，从小路走只有二十多里，从时间上看完全

来的及。 项伯一边答应帮助刘邦说情，一边在临走的时候交

代刘邦，明日一定要亲自来项羽那里谢罪。这就是千古一宴

鸿门宴的来源去脉。 二：项伯在鸿门宴的作用分析 项伯，一

个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但其在鸿门宴起了不可磨灭巨大作用的

人。从身份上他是项羽的叔父，从地位上他是楚国左伊，位

高权重。很多研究者仅记得他前者的身份，却忽略其后者的

地位。 说到项伯在鸿门宴中的作用，就不得不追究其动机以

及维护刘邦的原因，前人研究者总是把项伯当成一个糊涂者

，先是“在信义面前，项伯被张良蒙骗”，再是“项伯又被

刘邦的假情义和一派谎言巧语所蛊惑”，最后“他既没有背

弃项羽，也没有投靠刘邦......他智短滤浅，头脑简单，才被刘

邦拉拢蒙骗。他看不清天下形势，被封建信义所束缚”。 但

是事实是如此吗？我们来看资料，“（项伯）素善留侯张良

。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

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开始项伯的本意是为自己私情

而欲救张良。但是后来性质就变了，“项伯即入见沛公。沛

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这里固然有刘邦急于拉拢项伯



之意，但是项伯为什么不加思索的就和刘邦约为婚姻了呢？

难道他不知道刘邦是项羽的大敌，明天项羽将要和刘邦大战

，就算项伯肯定有把握说服项羽不进攻刘邦，刘邦也是项羽

一大患，始终是项羽要解决的难题。如果项伯仅是为情谊帮

刘邦一把，那约为婚姻就等于建立同盟了，不得不不让人怀

疑其动机。 如果把事情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明白项伯的意图

了。作为项羽的叔父，楚本是项梁一手建立，项梁死后，作

为项家仅存的元老（史记所有出现过的项氏），恐怕项伯是

最有希望可以和项羽竞争项家领导权的人。在楚怀王刻意打

压项家的情况下，项伯尚能与项羽共渡难关，但是胜利来临

的时候就是权利如何分配的问题了。而刘邦虽然是项羽大敌

，但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一大强援，外有强援，无论是对扩大

自己影响力，在西楚中争权夺利；还是保住自己现在的权位

都是必要的。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项伯为何从纯粹私情

转化为和敌军结盟，一切都是利益在作祟。联系楚汉时期项

伯另外三次活动，一是受张良金银，为刘邦请汉中地。二，

龙且击败英布后，项羽派其收九江兵，项伯尽杀英布妻子儿

女。三，项羽要杀刘邦之父，被项伯劝止。可以说楚汉战争

期间，项伯彻头彻脑是为刘邦服务。也就是项伯早就投靠了

刘邦。 前人研究者另一忽略的就是项伯另一身份，楚左伊。

令伊乃楚国最高政务官，相当于丞相。左伊就是丞相的副手

，可以说极有权势极有说话分量之人。“项伯复夜去，至军

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

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

王许诺。”，从这段话中，我们分析，项伯不仅是为刘邦说

情，更是直接拿刘邦功劳来说项羽做的不对（难道他忘了为



什么要打击刘邦了吗？），而要求项羽善待刘邦。项羽难道

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刘邦吗？但此时同意。恐怕一是本身无杀

刘邦之意。二是项伯的权势使得他不得不给其面子。 鸿门宴

上，范增派项庄刺杀刘邦，而项伯却以身阻碍。更显示项羽

阵营的派系之争，项伯不但是项羽叔父更是左伊；而范增却

是项羽亚父，而身为楚军大将军。季父对亚父，左令伊对大

将军，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必然是家族元老派和功臣少壮派

之争，文官派和武官派之争。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鸿门宴

不仅仅是项羽杀不杀刘邦的个人问题，也涉及到楚营的两大

派系之争，实在是一发而动全身之微妙之关系。理解了这个

才能理解以后鸿门宴中发生的种种事端。 三：形式的转变与

项羽之抉择 前面已经谈到，项羽开始打算进攻刘邦，实则是

刘邦的行为犯了众怒，导致诸侯联军同心协力要消灭刘邦。

但是经过项伯的说项，形式发生了转变。最重要的转变就是

刘邦战略有了大的转变，愿意把关中拱手相让。项伯早在刘

邦大营的时候就交代：“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

项王。’”。这里恐怕项伯不仅仅是让刘邦来向项羽谢罪，

也是一个向诸侯摆明立场的手段。所以虽然刘邦明知山有虎

，偏向山中行，是不得不行之。 刘邦战略的重大转变，也导

致一触既发的战争失去了导火线。对诸侯来说，此时可以和

平分享胜利果实，自然不愿意再动刀动枪。再对诸侯来说此

时的刘邦并不对自己有任何威胁，并不需要来消灭这个项羽

潜在的隐患。相反，对诸侯来说，保住刘邦牵制项羽过于膨

胀的势力才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形式的转变，使得四十万

诸侯军不但不会再消灭刘邦，反而倾向保住刘邦。 项羽面对

这样的局势转变，不得不考虑楚军内部项伯一派的意见，也



要考虑联盟内部诸侯们的意见，更要考虑当时的大环境，在

秦人的国土上无盟军支持，内部也不同心协力的情况进攻刘

邦的风险。 第一，刘邦在鸿门宴上答应把关中让给项羽......项

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得关中，获得巨大的果实。第二，

项羽欲击刘邦，不能不考虑战争的结局的问题。第三，更大

的制约因素是，如果项羽对刘邦开战，则项羽很可能把自己

孤立起来。”并认为刘邦敢赴宴有三点所峙“无罪而杀刘

邦......在政治上不利；刘邦和项羽之间的个人友谊；刘邦身后

有一支十万人的大军”。学者周骋认为此时“剿灭刘邦已不

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

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

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

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

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

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

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

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

邦的归顺。 由当时形式看项羽再进攻刘邦的确不合适宜，项

羽接受项伯说项，接受刘邦谢罪，并非什么战略错误，而是

形式转变下合理的战略调整。 四：鸿门宴得失之商榷 形势的

转变使得项羽不得不做战略调整，接受刘邦谢罪，而不再武

力进攻刘邦。项羽在如此形式下是最佳选择，兵不血刃拿到

应有的一切，而范增欲杀刘邦却是不明白形式。 这种看法有

一定合理性，但是并不完全正确，首先项羽不杀刘邦并非是

头脑简单，同样范增欲杀刘邦也不是不明形式。在刘邦转变

其战略后，项羽的确不适合在武力进犯刘邦。但是刘邦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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