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陕西师范大学 黄小改

从 《史记
·

项羽本纪》中看项羽

西楚猫王— 项羽
,

虽然在秦汉之际的政治舞台上
,

只活

跃了短短的八年
,

但是人们无法忘记他具有传奇性和悲剧性的

一生
。

千百年来
,

史学家
、

文人
,

乃至寻常百姓
,

对他的评价

莫衷一是
。

有赞美他
“

力拔山兮气盖世
”

的伟力 ; 有颂扬他
“

不肯过江东
”

的铮铮傲骨 ; 有怜悯他为
“

霸王别姬
”

流下了

同情的眼泪 ; 有嘲讽他为
“

乌江自刘
”

而发一番由衷的感慨
。

无论喜怒爱僧
,

读过 《项羽本纪》 的人
,

谁也不会漠视和淡忘

这位在推翻暴秦中贡献卓著
,

在楚汉相争中却身死东城的英

雄
。

李赞在 《 <藏书> 目录批注》 中说 : “

(西楚猫王项羽 ) 自

是千古英雄
。 ”

郝敬在 《史汉愚按》 卷二 日
: “

项羽与高帝并

起
,

灭秦之功略相当
,

而羽以霸王主盟
,

尤一时之雄也
。 ”

司

马迁从不同侧面
,

不同层次刻画了这位具有复杂性格的悲剧性

英雄
,

展现了他性格的完整性
。

在此
,

笔者愿与大家一起到

《项羽本纪》 中去认识项羽
,

并窥视项羽悲剧性格特征
。

项羽是一个英雄
,

一个失败的悲剧性英雄
。

《项羽本纪》

记述了项羽一生的事迹
,

如项羽的家庭身世
,

少年学书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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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

学兵法的经历
,

参加反秦起义
,

将兵灭秦
,

以及与刘邦争

夺天下
,

兵败自刻等
。

而作者选择了吴广起义
、

巨鹿之战
、

鸿

「1宴和坟下之围等决定项羽一生命运的重大事件
,

集中笔墨予

以描写
,

突出了项羽
“

力拔山兮气盖世
”

的一代英雄霸王的气

概
,

以及至死仍执迷不悟地抱怨
“
天亡我

,

非用兵之罪
”

的英

雄悲剧
。

《项羽本纪》 开始写到
:

“
项籍少时

,

学书不成
,

去学剑
,

又不成
。

项 梁怒

之
。

籍曰 : `

书足 以记性名而 已
。

剑一人敌
,

不足学
,

学

万人敌
。 ’

于是项 梁乃教籍兵法
,

籍大喜
,

略知其意
,

又

不肯竟学
。 ”

从项羽弃书学剑至学万人敌的过程
,

可以看出他不能善始

善终
,

重武轻义
,

勇有余而智不足
,

志向远大而粗疏浮躁的性

格
,

这就预示了他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
。

随着项羽的成长
,

当

他看到秦始皇巡行
,

脱口而出
“

彼可取而代之
” ,

项梁马上掩

其口
。

这一老一少简单言行的对比
,

就把项羽的雄心勃勃和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大胆
、

直率
、

豪迈 自信的性格刻画得淋漓酣

畅
,

以暗示了他将会有惊天动地的一生
。

吴下起义是项羽与其叔父项梁在吴中发动的
,

项羽明白了

项梁的暗示后
,

《项羽本纪》 写到 :

“
门下大惊

,

扰乱
,

籍所击杀者数十百人
。

一府中皆

慑伏
,

莫敢起
。 ”

这是项羽第一次上阵
,

一个
“

身长八余尺
,

力能打鼎
”

的

英雄首次亮出了豪壮勇猛
、

英勇善战的性格
。

巨鹿之战中
,

作

者又写出了项羽
“

才气过人
”

的一面
。

在楚军救赵攻秦的战斗

中
,

当时身为次将军的项羽详细分析了秦
、

赵
、

楚三方情况和

楚军统帅上将军的言行
。

判断出宋义令楚军久久停留不前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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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
。

下文写到
:

“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

,

即其帐中斩宋义头
,

出令军

中曰
: `

宋义与齐谋反楚
,

楚王阴令羽诛之
。 ’

当是时
,

诸

将皆饭服
,

英敢枝格… …
”

这充分显示了项羽力挽狂澜的智勇和敢于驾御局势的气

概
,

以及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将领的胆识
。

项羽敢于进攻
,

而宋

义犹豫不决
。

于是项羽
:

“
乃遣当阳君

、

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
,

救巨鹿 … … 项

羽乃悉引兵渡河
,

皆沉船
,

破釜瓶
,

烧庐舍
,

持三 日粮
,

以示士卒必死
,

无一还心
。 ”

这又与诸侯各军隔垒观望形成鲜明的对比
,

更显示出项羽

强悍勇猛的英雄本色
。

结束了一战而胜
,

积威已久的禁军
:

“

于是至则围王离
,

与秦军遇
,

九战
,

绝其雨道
,

大

破之
,

杀苏角
,

虏王离
。

涉间不降楚
,

自烧杀
。 ”

这扭转了当时起义军的局势
,

获得了军事上罕见的以少胜

多的成功
,

表现了项羽威慑当世的非凡气魄
。

于是他声威大

振
, “

项羽由是始为上将军
,

诸侯皆属焉
” 。 “

破釜沉舟
”

这一

军事策略广泛流传
。

通过巨鹿之战
,

就完全塑造了一位暗恶叱

咤
,

勇冠三军
,

威猛豪壮
,

所向无敌
,

气盖一世的英雄
。

鸿门宴是项羽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它标志着反秦斗争

的结束和楚汉相争的开始
。

虽然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了杀刘邦

的机会
,

但无不显示 了项羽 的英雄本色和英雄心理
。

刘邦起

兵
,

投靠项梁
,

与项羽约为兄弟
,

他们经常并肩作战
,

可谓是

经过战火考验的亲密战友
。

项羽认为
,

刘邦有恩于项氏家族
。

项羽在灭秦的战斗中功绩卓著
,

是真正的功臣
。

但事先有约
“

先破秦人咸阳者
,

王之
” ,

并且的确是刘邦先进人咸阳的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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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刘邦前来谢罪
,

俯首称臣
,

在项羽看来
,

攻打刘邦在道义上

说不通
。

此时
,

刘邦和项羽是不能共存的
,

可是项羽宁愿在战

场上与刘邦拼高低
,

也不愿意用不仁不义的手段战胜对手
。

因

此他没有按照范增的多次暗示去做— 杀掉项羽
。

同时
,

项羽

不杀刘邦也基于他的英雄心理
。

项羽从开始就无所畏惧
。

他的

惟我独尊
,

谁与争锋的气势
,

足可以震撼三军
,

并且刘邦也多

次承认不如项羽
。

事实上
,

楚汉战争爆发后
,

项羽消灭刘邦的

机会不止一次
。

如彭城之战
、

救彭城等
,

可见
,

项羽认为完全

没有必要采取阴谋诡计消灭刘邦
。

充分显示了他的英雄心理
。

还有鸿门宴上
,

项羽对樊啥无理的宽容
,

也显示了项羽所

崇尚的是力抵万军的勇猛与英雄所具有的气质和品格
。

文中写

到
:

“

啥遂入
,

披帷西 乡立
,

映目视项王
,

头发上指
,

目

背尽裂
。

项王按剑而聪曰
: `

客何为者?
’

张 良曰
: `

沛公

之参乘樊啥者也
。 ’

项王曰 : `

壮士 ! 踢之后 酒
。 ’

则与斗

危酒
。

啥拜谢
,

起
,

立而饮之
。

项王曰 : `

踢之盆肩
。 ’

则

与一生虎肩
。

樊啥及其盾 于地
,

加贪肩上
,

拔剑切而 咬

之
。

项王曰 : `

壮士
,

能复饮乎? ”
,

接着樊啥义正辞严地责备项羽
,

项羽
“

未有以应
” ,

只说

一个字
“

坐
” 。

这些都表现了英雄的大度
,

爱才
、

爱壮士的本

性
。

中国古代的真正英雄如关羽放走曹操
,

曹操的
“

周公吐

哺
,

天下归心
”

不都是这样吗 ?

该下之围
,

是项羽的覆灭
,

但他慷慨悲歌
,

同样也显示出

了英雄末路的本色
,

是无数
“

宁可站着死
,

不肯跪着生
”

的古

代英雄豪杰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

他死得非常道德
,

为他的一

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

在坟下
,

项羽陷人重围
,

意识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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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路
。

面对爱妾虞姬
,

禁不住慷慨悲歌
:

“

力捉山兮气盖世
,

时不利兮雏不逝
。

雏不逝兮可奈何? 皮兮皮兮奈若何 !
”

男儿有泪不轻弹
,

可现在一个力拔山
、

气盖世的英雄竟然

泪流不止
,

左右的人也一个个泣不成声
。

可是项羽不是为自己

哭泣
,

而是为虞姬哭泣
。

在
“

时不利兮
”

的环境下
,

他连虞姬

都不能保护
,

这一人间美人就要被毁灭了
。

同时
,

项羽的哭泣

也是在愤怒苍天的不公
,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悲剧结局是
“

天亡

我
” 。

但项羽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
,

他还不甘心天意的安排
,

所以当虞姬死后
,

他率八百壮士
,

从坟下突围而出
。

到了乌江

边
,

只剩下随从二十八人
。

前面有浩瀚的大江
,

后面有黑压压

的追兵
,

英雄已到末路
。

但他仍要一展雄风
,

对身边的骑从

说
:

“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
,

身七十余战
,

所当者破
,

所击

者服
,

未尝致北
,

遂翁有天下
。

… … 愿为诸君快战
,

必三

胜之
,

为诸君清围
,

斩将
、

刘旗
,

令诸君知天亡我
,

非战

之罪也
。 ”

于是在乌江边上
,

项羽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快战
。 “

项王大

呼驰下
,

汉军皆披靡
” 。

在汉军的重围之中
, “

项羽慎目而叱

之
,

赤泉侯人马俱惊
,

辟易数里
。 ”

这表现了他豪气万丈
,

拔

山盖世的英雄气概
。

最后
,

乌江亭长请他渡江
,

可是项羽 曰 :

“
天之亡我

,

我何渡为 !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
,

今无一人还
,

纵江 东父兄怜而王我
,

我何面 目见

之 !
”

他割下头颅
,

馈赠乌江亭长
。

这又表现了他的大度和英雄

自我的选择
,

也更表现了项羽临死前的英勇
,

从容镇定
,

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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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性格
,

真正显示出了项羽力拔山
、

气盖世的英雄气概
,

也道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丈夫的心声
。

他— 项羽
,

虽然失败了
,

但没有输给任何人
,

而是战胜

了一切挑战者
。

项羽的失败
,

不仅仅是悲剧的失败
,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
,

更是一种超悲剧的胜利
。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

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

表面上
,

刘邦胜利了
,

项羽的价值

取向不在于谁称王
,

不在乎时间的长短
,

而以气概为最高价

值
,

宛如横空出世
,

在人间闯荡一遭
,

创造出了极致的境界
,

这是空前绝后的
。

宋代词人李清照怀着对项羽崇敬的心情留下

了 《夏 日绝句》 这首诗
:

生当作人杰
,

死亦为鬼雄
。

至今思项羽
,

不肯过江东
。

它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项羽英雄气概的肯定与颂扬
。

项

羽虽然称霸的时间不长
,

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常青
。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
,

一方面突出了项羽叱咤风云
、

气盖

一世的英雄形象
,

歌颂了项羽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 ;另一方面也

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残暴不仁
,

刚惶 自用
,

具有浓厚的宗法
、

本

土观念等缺点
,

提示他失败的原因
,

从而完成了项羽形象的塑

造
,

使项羽这位历史人物又深具文学色彩
,

后人难以忘怀
。

第一
,

项羽残暴不仁
。

早在反秦的初期
,

他的残暴已经有

名了
。

项羽攻不下襄城时
,

把襄城军民全部活埋
, “

襄城坚守

不下
,

已拔
,

皆坑之
” 。

巨鹿之战大胜后
,

项羽不善俘安降
,

而是在西进途中
,

将二十万降卒全部活埋
。

鸿门宴后
,

项羽率

兵人咸阳
,

残无人道地
“

西屠咸阳
,

杀秦降王子婴
,

烧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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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

火三月不灭
” ,

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
。

他又将财宝一劫而空
,

抢美女归故里
。

后来因楚怀王坚持守

约
,

项羽密派人暗杀义帝
。

在平叛田荣的过程中
,

他又
“

皆坑

田荣降卒
,

系虏其老弱妇女
,

拘齐至北海
,

多所残灭
”

等等
。

这些都说明了项羽残酷暴虐
,

不仁不义
,

似乎应验了
“

无毒不

丈夫
” ,

但是这些大量屠杀
,

使项羽连连失道
,

积怨甚多
,

大

失民心
、

军心
,

人民叛楚拥汉
。

正如宋代胡寅在 《读史管见》

中说
: “

莫强于人心
,

可以仁结
,

可以诚撼
,

可以德化
,

可以

义动也
。

莫柔于人心
,

而不可以威劫
,

不可以术诈
,

不可以法

持
,

不可以力夺也
。

项籍生于战国
,

习见白起坑赵卒
,

效而为

之
,

唯杀是务
。

二十万人不服
,

羽得而坑之 ; 诸侯不服
,

四面

而起
,

羽且奈何哉 !
”

第二
,

项羽刚惶自用
,

骄傲自大
,

不善用人
。

巨鹿大战大

胜后
,

刘邦进人关中
,

派兵把守函谷关
,

企图独霸天下
。

项羽

得知后
,

大怒日
: “

旦 日飨士卒
,

为击破沛公军
。 ”

说明他目空

一切
,

傲气十足
,

根本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
,

似乎不做任何准

备
,

就可以打败刘邦
。

范增对项羽说
:

“

沛公… … 此其志不在小
。

吾令人望其气
,

皆为龙

虎
,

成五采
,

此天子之气也
。

急击勿失
。 ”

范增的深谋远虑就进一步衬托出项羽的匹夫之勇
, .

勇有余

而智不足
。

当项羽听到曹无伤报告时
,

非常暴躁 ; 当得知沛公

要谢罪于鸿门宴上
,

他又是那么刚惶 自用
,

得意忘形
。

在鸿门

宴上
,

范增
“

数目项王
” ,

可是项王
“

默然不应
” 。

范增是项羽

军中的主要谋士
,

在军中地位很高
,

然而项羽却对范增的再三

暗示置之不理
,

这虽与他的英雄本色
、

英雄心理有关
,

但更可

见他内心深处的刚馒 自用
,

妄自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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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不善用人
,

主要表现在他不能集思广益
,

不辨忠良
,

妒贤嫉能
,

信任又不信任
,

这些都与他的刚傻自用有关
。

项羽

少年落难
,

到处流亡
,

为了躲避追杀
,

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备的

心理
,

使他
“

不能任属贤将
” 。

他任用的都是 自己的同姓
,

如

项伯
、

项庄等
。

正像陈平说
: “

项王不能信人
,

其所任爱
,

非

诸项即妻之昆弟
,

虽有奇士不能用
。 ’ ,

①如楚左伊项伯是项羽的

叔父
,

竟然给刘邦泄密并当他的说客
。

特别是在鸿门宴上
,

项

庄舞剑欲刺杀刘邦
,

他竟公然起舞保护刘邦
。

像项伯这样的内

奸
,

项羽还重用
。

然而像范增这样对他忠心耿耿
,

多次为他出

谋划策
,

为他的军队发展乃至灭秦都起到了无与类比的作用
,

可是在鸿门宴上
,

他一意孤行
,

不用范增之计放走了刘邦
,

尤

其后来竟相信陈平的离间计而怀疑了范增
,

使得范增最后
“

疽

发背而死
” 。

项羽只崇尚武力而不重视良臣贤将
,

他身边的一

个个出色的谋臣武将
,

因不被重用
,

都离他而去
,

成为刘邦定

天下的重要人物
,

如足智多谋的陈平
,

背叛项羽
,

给刘邦当了

谋臣 ; 能征善战的韩信
,

得不到重用
,

给刘邦当了大将
。

高祖

部下高起
、

王陵曾说
: “

项羽妒贤嫉能
,

有功者害之
,

贤者疑

之
,

战胜而不予人功
,

得地而不予人利
,

此所以失天下也
。 ’ ,

②

翰言也说
: “

项王暗恶叱咤
,

千人皆废
,

然不能任属贤将
,

此

特匹夫之勇耳
。 ” ③

第三
,

项羽具有浓厚的宗法观念
、

本土观念
,

使他目光短

浅
,

无雄心大志
,

缺乏政治头脑
。

项羽用人是根据宗法等级原

则
,

所封的王侯将相几乎全是项氏贵族
,

而出身卑微但具有超

人才干的人却不被重用
,

如军事家韩信却被任命为
“

执戟郎

中
” 。

他反秦的 目的似乎只是再回到诸侯割据的战国局面
,

根

本没有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
,

只希望当一名统帅诸侯的霸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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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因此自立
“

西楚霸王
” ,

分天下
,

立诸侯
。

明代凌稚隆说
:

“

项羽非特暴虐不得人心
,

亦从来没有统一天下之志
。

咸阳既

灭
,

而都彭城 ; 既复彭城
,

而割荣阳 ; 而思东归
,

殊欲按兵休

甲
,

宛然图伯筹画耳
。

岂如高祖统一规模宏远
,

天下不归于一

不止哉?
’ ,

④他这种短浅庸俗的眼光
,

使他逆历史潮流而动
,

将

自己置身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
,

走上了自我灭亡的道路
。

项羽沽名钓誉
,

虚荣心极强
,

也与他的狭隘的本土思想有

关
。

项羽从起兵时
“

得精兵八千人
” ,

到乌江 自刘仍念念不忘
“

江东子弟八千人
” ,

表现了他狭隘的本土观
。

他所喜爱的是楚

地
、

楚物
,

不是楚地
、

楚物便屠城坑卒
。

如
“

西屠咸阳
” , “

烧

秦宫
,

火三月不灭
,

收其货宝
、

妇女而东
” 。

当有人劝说项羽

应占据关中来称霸天下
,

可他
“

心怀思欲东归
” ,

日
“

富贵不

归故乡
,

如衣绣夜行
,

谁知之者 !
”

从项羽这短短的话中
,

可

以看出项羽行动的目的并非服济人民
,

而主要是求富贵
,

炫棍

故人
,

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虚荣心
。

而此时的项羽并不是真

正的富贵
,

只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

得意忘形
。

正如说

者讥之为
“

沐猴而冠
” 。

这些都显示了他目光短浅
,

有夺天下

之才
,

而无取天下之虑的鼠目寸光
。

这样的动机和想法
,

使他

始终不知道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宏图大略
。

他只知道
“

天亡我
” ,

却不知道苍天为什么会使他

灭亡
。

正像太史公日
: “

五年卒亡其国
,

身死东城
,

尚不觉悟

而不自责
,

过矣
。

乃引
`

天亡我
,

非用兵之罪也
’ ,

岂不谬

哉 !
”

我们假设一下
,

如果项羽一开始就有像刘邦那样独精天

下的雄心壮志
,

历史不得重写吗?

太史公采用了多维透视的方法
,

刻画出项羽多重的性格特

征
,

从而使他的形象有血有肉
,

生动丰满
。

同时又使一些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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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中于项羽一身
。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 《管锥

编》 中所说
:“ `

言语呕呕
’

与
`

暗恶叱咤
’ , `

恭敬慈爱
’

与
`

剿悍滑贼
’ , `

爱人礼士
’

与
`

妒贤嫉能
’ , `

妇人之仁
’

与
`

屠坑残灭
’ , `

分食推饮
’

与
`

刻印不予
’ ,

皆若相反相违
,

而

既具在羽一身
。 ”

这样
,

项羽这个人物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和深厚的意蕴
。

总之
,

项羽 自身虽然有种种缺点
,

导致了最后失败
,

但他

仍然是一位英雄中的英雄
。

他从二十四岁登上历史舞台到三十

二岁乌江 自列
,

虽然道路坎坷
,

事业难就
,

可是自始至终他都

一直在奋斗
。

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

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性

的英雄
。

古今中外多少位文人志士来颂扬他
、

赞美他那威慑当

世的非凡气魄
、

短暂辉煌的一生
。

一位新加坡女诗人就写到
:

他是黑夜中

陡然迸发起来的

一 团火

从江东熊熊焚烧到阿房宫

最后从火光中提炼 出

一个霸气磅礴的名字

注 释

① 《史记
·

陈承相世家》
。

② 《史记
·

高祖本纪》
。

③ 《史记
·

淮阴侯列传》
。

④ 《史记评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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