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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经典课文，《鸿门宴》 被广

泛地收录在各种版本的教材之中， 之所以受到如此

多的编者青睐，究其原因，除了该文具有很重要的史

学价值外，其文学价值也非常高，司马迁以生花妙笔

塑造出栩栩如生、 性格鲜明的人物也着实令人拍案

叫绝，过目难忘。 例如少谋寡断偏听偏信的项羽,人
情练达能屈能伸的刘邦, 苦心谋划却功败垂成的范

增,应时权变巧言善辩的张良,因私废公为人利用的

项伯,言听计从忠于使命的项庄等。 在众多的人物当

中， 樊哙的形象颇为引人注目。 笔者多次执教这篇

课文，查阅相关的论文资料，生发出两个问题：《鸿门

宴》为什么要详写樊哙这个小人物？ 如何看待《鸿门

宴》中樊哙的“勇”与“智”？ 下面试作解答，期望能够

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樊哙这一形象。
问题一：《鸿门宴》 为什么要详写樊哙这个小人

物？
据《鸿门宴》记载，刘邦和项羽因争夺关中王而

产生了水火不容的矛盾， 于是公元前 206 年 12 月，
项羽在新丰鸿门举行了一场暗藏杀机的宴会， 企图

谋害刘邦。 这场宴会实则是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的

一次激烈的政治交锋， 刘邦和项羽无疑是这场宴会

的主角。 身为沛公参乘的樊哙是一个连入席资格都

没有的小人物，然而在众多的人物之中，司马迁对于

樊哙这个人物，却着墨最多，刻画也最为生动细致。
此外，《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按常理写

人叙事应以传主为主，他人为辅，但在“樊哙闯帐”的

情节中， 身为传主的项羽明显让读者感到反而成了

樊哙的陪衬。 如此行文，司马迁到底用意何在？
笔者认为这恰是司马迁塑造人物时匠心独运技

高一筹的地方。 原因有三：其一，在这场波诡云谲、
险象环生的宴会上，樊哙的确起着扭转时局、挽救危

亡的关键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是刘邦集团的其他人

无法替代的。 当时宴会之上虽有张良在场， 然张良

乃一介书生， 面对项羽的骄兵悍将显然无能为力。
营帐外的夏侯婴、靳彊、纪信虽也不失为忠勇之士，
而张良却独召樊哙，可见其必有过人之处，能为其他

三人所不能为。 故《樊郦滕灌列传》上说：“是日微樊

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高祖本纪》中也

说：“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 ”此处虽言及沛

公解围，樊张二人皆有功劳，然而当时张良的身份地

位远高于樊哙，司马迁不先言张而先言樊，可见樊哙

之功非常人可比。 如此，樊哙当然值得大书特书。 其

二，《太史公自序》在陈述撰写《樊郦滕灌列传》的意

旨时说:“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

策，又与之脱难。 作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樊哙

身为武将战功赫赫，理当载之史册，留名千古。 不过

樊哙似乎还多了条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曾和刘

邦同生死，共患难，这可不是一般将领都有的机会。
笔者认为所谓的“与之脱难”，极有可能事指“鸿门

宴”。 《鸿门宴》中当张良告知樊哙，刘邦处境险恶之

际，樊哙焦急万分地说道：“此迫矣！ 臣请入，与之同

命！ ”意思是说，现在情况危急，请让我进去，我要和

他同生共死。 随即闯帐救驾， 最终使得刘邦全身而

退。 纵观樊哙一生，“鸿门宴” 确为他人生最辉煌的

时刻,司马迁多次提及此事，可见其亦认为此为樊哙

的最大功绩。 或许有人会疑惑，既然如此，司马迁为

何不在《樊郦滕灌列传》当中详加描述，却将这浓墨

重彩的一笔放在《项羽本纪》之中？ 笔者以为这正是

司马迁笔法高妙之处， 一则司马迁使用了一种全新

的述史方法———互见法。 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生

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中，
参差互见，互相补充。 二则《樊郦滕灌列传》为合传，
司马迁必须兼顾所有，平均用力。 而“本纪”高于“列

传”，把樊哙置于《项羽本纪》之中来写，让其与项羽

《鸿门宴》中樊哙形象摭谈
□ 刘 勇

摘 要：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经典课文，《鸿门宴》被广泛地收录在各种版本的教材之中，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编者

青睐，与司马迁塑造出的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其中，樊哙的形象颇为引人注目。 在教研过程中，
笔者生发出两个问题：《鸿门宴》为什么要详写樊哙这个小人物？ 如何看待《鸿门宴》中樊哙的“勇”与“智”？ 本文试图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樊哙这一形象。
关键词：《鸿门宴》；樊哙；详写；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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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对手戏， 这明显是间接抬高樊哙

的形象。 因此，详写樊哙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巧。 其

三，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信史，丰富翔实的第一手

资料是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重要保证。 虽然

司马迁对于樊哙的描写刻画加入了些文学的修饰，
但这样的描写也依据基本的史实， 而这些史实就来

自于与他相识的樊哙的孙子樊他广。 司马迁之所以

能将当日鸿门宴上的场景和人物的一言一行生动再

现，让读者身临其境，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司马迁本

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原则详写樊哙，尽己所能

地将自己知道的樊哙真实地展现出来， 这本身就是

出于对一代虎将樊哙的尊重， 也体现出一代史家司

马迁对于历史的实录精神。
综上所述，《鸿门宴》 中之所以要详写樊哙这一

人物，一是因为樊哙在“鸿门宴”整个历史事件中有

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二是由于在进行文学创作

时作者巧妙的构思安排； 三是为了客观真实地再现

樊哙其人。
问 题 二：如 何 看 待《鸿 门 宴》中 樊 哙 的“勇”与

“智”？
在众多分析樊哙人物形象的文章当中， 绝大多

数作者将其视为智勇双全者， 认为正是由于樊哙的

万夫不当之勇和能言善辩的巧智， 最终才使刘邦化

险为夷，转危为安。
笔者以为樊哙性格勇猛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

《鸿门宴》中“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

撞，卫士仆地”就是生动的体现。 试想，作为主帅项

羽的守营侍卫定然是百里挑一的魁梧健壮之人，可

两个这样的士兵却禁不住樊哙的一撞， 樊哙之勇也

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文中“豪饮卮酒”、“生食彘肩”
的细节也是樊哙之勇的另一体现。俗语说：“人是铁，
饭是钢。 ” 自古以来食量与气力之间似乎总是有着

必然的联系，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的有关

廉颇的故事，“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

颇亦思复用于赵。 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
廉颇为之一饭斗米， 肉十斤， 被甲上马， 以示尚可

用。 ”至于到了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大碗喝酒大块

吃肉更成为绿林好汉的标志性动作， 可见在中国古

典文学中就有通过食量表现人物勇猛的文化传统。
而文中项羽赐酒食给樊哙的真实意图就是为了试探

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勇猛之士。诚然，樊哙，勇士也。
攻城野战，一马当先，不惧生死。 此与项羽同，故英

雄惺惺相惜。 然而笔者认为樊哙之勇乃匹夫之勇，
非大勇也。苏轼《留侯论》中说：“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

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

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鸿门宴》中樊哙

的贸然闯帐看似勇敢之举， 但这一不计后果的莽撞

行为也许会让原本就紧张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从

而使结果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因为持剑闯帐对于

项羽而言已不仅仅是“失礼”，而是危及性命的行为。
试想，倘若项羽一声令下，群臣蜂拥而上，即使樊哙

有贲育之勇， 恐怕也难以抵挡。 古人云：“千金之子

不死于盗贼。”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贸然闯帐，
无谓牺牲，非但救不了刘邦，反而会害了他，可见樊

哙逞的是一时之勇而缺乏胸有全局的大勇。 再如，
《淮阴侯列传》载，“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

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 ’信出门，笑曰：‘生乃与

哙等为伍！ ’”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终能登坛拜将，以

苏轼之论韩信可谓天下之大勇者。而樊哙剽悍勇猛，
不惧项羽，亦不可谓不“勇”。 但是韩信却以与之为

伍为耻，可见樊哙之勇乃匹夫之勇，并非“大勇”。
关于《鸿门宴》中樊哙之智，很多研究者都把目

光聚焦在他对项羽的一番慷慨雄辩上， 认为樊哙的

话不仅有礼有节，而且还迎合了项羽的虚荣之心，故

此推想樊哙是个机敏多智、 善于辞令的人。 但也有

一些研究者认为樊哙之言大部分不过是刘邦原话的

翻版，虽然添加了“嬴秦暴政”、“怀王立约”的内容，
但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从后来项羽杀害义

帝，自立西楚霸王的举动来看，项羽是不会被这些言

辞所说动的。 因此， 真正使得他放下杀念的应该还

是樊哙所重述的刘邦的话。 由此可见樊哙只是刘邦

的传声筒， 谈不上有什么智慧。 笔者以为智有大小

之分。 小智聪明机巧，善于变化；大智洞察百态，彻

悟人生。 仅以说话的智慧而论， 小智就是利用自己

的才智和口才说服别人，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

的邹忌、《触龙说赵太后》 中的触龙等。 而樊哙说话

几乎是直陈其事， 直诉其情， 基本不讲什么说话艺

术。 除《鸿门宴》外，《樊郦滕灌列传》中樊哙劝谏刘

邦可又为一证。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
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等见上，流涕曰：
‘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 今天下

已定，又何惫也！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

计事， 顾独与一宦者绝乎？ 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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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0 页） 积极探索，打破教师的“一言堂”，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用郭沫若为李清照故居题

写的那副对联导入时，引导学生从“大明湖畔”“趵突

泉边”“漱玉集中”等进行推理思考，这不仅训练学生

的思维能力，而且使学生对李清照有个基本的了解，
比如她的出生地、她的著作《漱玉集》、她的文学特色

等。
第四、适宜性原则。 首先是导入时长要适宜，不

能占用太多的上课时间； 其次要适宜学生的认知。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 因此写重阳节的诗词有许

多， 但我在设计重阳节文化导入时选择的是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因为学生比较熟悉这首诗。
此外，教师采用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导入时，要掌

握好分寸，切忌让导入“喧宾夺主”。

第五、艺术性原则。 有人说，教学是一门艺术，
语文教学更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学既然是一门艺术，
它就应该具有审美性。 因此， 作为语文教学一部分

的导入语也应该具有审美性，语言要精炼、生动，表

达要有热情、有条理。 我在引入朱熹、白居易、马致

远和岑参的诗句，以东风、南风、西风、北风进行导入

时， 不仅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之美和东

风、南风、西风、北风所具有的意蕴之美，而且还可以

让学生感受到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语言之美和韵律之

美。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研

究生）
[责编 芮瑞]

乎？ ’高帝笑而起。 ”樊哙之言虽句句是实，但也十分

尖刻。 倘不是因为与刘邦亲厚， 换作别人或许早就

人头落地了，可见樊哙甚乏说话技巧。 而大智“在知

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说难》），这就是

说要想讲对话、 讲好话关键在于洞悉人心， 见微知

著。 请看鸿门宴上刘邦的辩解之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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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

臣有郤。 ”此时的项羽身份确实是楚军的统帅，刘邦

称其为将军， 合乎实际， 较为得体。 然刘邦自称为

“臣”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因为这时的他也已经是汉

军的“沛公”，他和项羽的关系是盟友而非君臣。 刘

邦 在 言 谈 中 将“臣”与“将 军”对 举，反 复 称 自 己 为

“臣”。 这并不是谦虚低调，而是自我降格，是刘邦有

意表现出臣服项羽的姿态， 以满足项羽唯我独尊的

虚荣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参见王尚文《“得体”

的“超语言学”内涵》，《语文学习》2016 年第 1 期）其

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善识人心，看透了项羽。
由此看来，樊哙与刘邦的说话能力相去甚远，而说话

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 故笔者

认为樊哙并非一个大智者。无大智者当然也无大勇。
《鸿门宴》作为《史记》当中的经典片段，笔者虽

多次执教，依旧认为是一座挖掘不尽的矿藏，常读常

新。 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说：“每一位思想家的每一

部著作，每一位诗人的每一个诗篇，过一些年都会对

读者呈现出新的、 变化了的面貌， 都将得到新的理

解，在他心中唤起新的共鸣。 ”不知笔者浅陋的解读

是否也能与广大读者产生共鸣， 敬请大家的批评指

正。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责编 张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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