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鴻門宴》補充講義      班級: 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  日期：______ 

一、史書體例 

體例 區別 例書 時代 作者 

紀傳體 以「人」為主 

史記（始祖） 西漢 【司馬遷】 

漢書 東漢 【班固】 

臺灣通史 民國 【連橫】 

編年體 以「時」為主 
漢紀 東漢 荀悅 

資治通鑑 北宋 【司馬光】等 

紀事本末體 以「事」為主 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 袁樞 

國別史 以「國」為主，分國記載 
國語（始祖） 春秋 【左丘明】 

戰國策 戰國 非一人之作 

雜史 事關國家或遺文舊事 貞觀政要 唐 吳兢 

地理 以「地理人文」為主 水經注 北魏 【酈道元】 

政書 以「典章制度」為主 

通典 唐 【杜佑】 

通志 宋 鄭樵 

文獻通考 元 馬端臨 

目錄 
著錄圖書文獻（包括金石、

甲骨等非圖書資料）的書目 

別錄 漢 【劉向】 

七略 漢 劉歆 

史評 以「評論史事」為主 文史通義 清 章學誠 

二、史記簡表 

撰著動機 

1.承父【司馬談】之命 

2.襲續司馬氏太史令之傳統 

3.遙繼【春秋】褒貶之義 

起訖年代 上起【黃帝】，下訖武帝太初、天漢年間 

篇幅 共一百三十篇，凡五十二萬言 

名稱 原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太史記等；魏晉以【史記】為專稱 

體裁 紀傳體、通史 

內容 

十二本紀──記帝王世系。例外者：【項羽】本紀、【呂后】本紀 

三十世家──記封建王侯。例外者：【孔子】世家、【陳涉】世家 

七十列傳──記大臣、各領域代表人物及邊疆諸國 

      1.單傳：商君列傳、淮陰侯列傳 

      2.合傳：【屈原】賈生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 

      3.類傳：刺客列傳、酷吏列傳、儒林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 

      4.四夷傳：匈奴列傳  

八書──記【國家體制】，如禮、樂、律、曆、天官、河渠、封禪、平準（社會經濟狀況，

為後世「食貨志」之濫觴） 

十表──以【表格】列錄歷代事蹟 

流傳 漢宣帝時，經司馬遷之外孫楊惲公布，始流傳於世 

價值 1.中國第一部【通史】 



2.創【紀傳】體之先例 

3.史傳散文之佳構 

重要注家 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 

三、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比較 

書名 作者 記載年代 內容 性質 體例 價值 

史記 司馬遷 黃帝～    

漢武帝 

本紀、世家、   

列傳、書、表 

正史（私修） 紀傳體、  

通史 

通史之祖、    

紀傳體之祖、   

六才子書之一 

漢書 班彪、班固、

班昭、馬續 

漢高祖起義

～王莽之誅 

本紀、志、表、

列傳 

正史（私修） 紀傳體、  

斷代史 

【斷代史】之祖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 東漢光武帝

～漢獻帝 

本紀、志、列傳 正史（私修） 紀傳體、  

斷代史 

取代東觀漢記為 

【後漢】正史 

三國志 西晉陳壽 魏文帝～ 

晉武帝 

紀、傳。    

以【魏】為正統 

正史（私修） 紀傳體、  

斷代史 

裴松之作注，極富

價值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 

主撰 

戰國～  

五代 

偏重政治、軍事 【非】正史  

（官修） 

編年體、  

通史 

編年體通史之祖 

補充： 

1.史記、漢書並稱【史漢】，作者並稱【馬班】、「遷固」。 

2.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前三者稱為「三史」）。 

四、楚漢相爭背景始末 

劉 約 

邦 法 

入 三 

關 章 

公元前 208年，楚懷王遣項、劉分道伐秦，並共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結果項羽於

鉅鹿一戰全殲秦軍二十萬，而劉邦自武關入秦，用張良的計策，採取了符合民意的策略，

招攬降秦員，迂迴前進，避免攻堅，結果卻最先順利進入關中。 

迫於形勢，子嬰殺趙高，投降劉邦，秦朝於公元前 206年滅亡。劉邦入咸陽後，申明軍

紀，廢除秦的嚴刑苛政，「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去秦法」，

於是「秦人大喜，手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史記．高祖本紀》 

項 人 

羽 心 

分 漸 

封 失 

 

 

項羽在消滅秦軍主力之後，聞劉邦已破咸陽，遂亦迅即率兵入函谷關，與劉軍相對峙。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門(今陝西臨潼東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   

在鴻門宴上，項羽謀殺劉邦而未遂，後乃「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史記．項羽本紀》。在當時群雄並立的局勢下，項

羽以為自己已得天下，遂於元前 206年自立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此外又另分封了十

八個王。劉邦被封為漢王(蜀地)，並把章邯、司馬欣、董翳三個秦朝降將封於關中，以

阻劉邦東出。 

項羽把虜掠來的財寶美女帶歸彭城，並下令諸侯解散軍隊，各到封地。但是項羽分封諸

侯，並不能使天下人心服，就連被封的人也不滿意。劉邦對關中之地分封給秦的三個降



將、而自已徙封於漢中，感到極端不滿。 

齊國的田榮、趙國的陳餘及起義將領彭越等人，因未得封王十分惱火。當分封之事剛告

一段落，田榮即於前 206 年五月反於齊地，逐田都，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接著彭越、

陳餘等也相繼起來反對項羽，一時間諸侯混戰遂起。 

劉 靜 

邦 待 

崛 時 

起 機 

相反，劉邦接受蕭何、張良等人的獻策，發展農業，安撫百姓，訓練兵士，力量日漸強

大。乘項羽征討田榮等人之機，劉邦北定關中，消滅『三秦』勢力，旋於公元前 205年

正月打著為義帝發喪之名義揮師東進。 

 

敗 垓 

局 下 

已 之 

定 圍 

在楚漢戰爭之初，項羽占盡優勢，劉邦雖曾利用項羽攻齊之機，襲擊楚都彭城，但很快

被項羽所大敗，退守滎陽。後來劉邦鞏固了關中之基地，又極力籠絡諸方力量，遂在屢

敗之後轉劣為優，使雙方形成長期的拉鋸局面。 

公元前 203年「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滎陽東南之運河)以西者為漢，鴻溝

東者為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史記．項羽本紀》 但劉邦卻與韓信、彭越齊

會而攻擊楚軍。 

前 202年十二月，項羽被漢軍圍困於垓下(今安徽靈壁)，四面楚歌。羽力戰而脫，遂至

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因見大勢已去，項羽以自己「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乃自刎而死。楚漢之爭至此結束，

前後歷時五年(前 206年至前 202年) 

五、＜鴻門宴＞之人物對照表 

 楚 漢 

角色 人物 個性 人物 個性 

主帥 【項羽】 直率純真、粗疏寡謀 

感情用事、剛愎自用 

以勇自恃、以義自許 

自信自負、不善用人 

【劉邦】 能屈能伸、隨機應變 

堅忍果決、知人善任 

謀臣 【范增】 老謀深算、急躁易怒 

個性躁進，心神緊張 

【張良】 足智多謀、沉著冷靜 

胸有成竹，從容沉穩 

武將 【項莊】 聽命行事、機智不足 【樊噲】 勇猛豪邁、粗獷機智 

內奸 【項伯】 重視情誼、公私不分 【曹無傷】 挑撥是非、不忠不義 

(曹雖未出場，影子同在) 

 

六、詠人物之詩文、典故 

作者 詩文 人物 

唐杜牧：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士重來未可知 項羽 

宋王安石：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捲土來？ 項羽 

唐汪遵：項羽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隔岸故鄉歸不得，十年空負拔山名 項羽 

宋陳洎：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個范增多 項羽 



宋陸游：項羽 八尺將軍千里騅，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盡無施處，路到烏江君自知 項羽 

周曇：項籍 九垓垂定棄謀臣，一陣無功便殺身。壯士誠知輕性命，不思辜負八千人 項羽 

宋李清照：   

夏日絕句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項羽 

清嚴遂成：   

烏江項羽廟題壁 

雲旗廟貌拜行人，功罪千秋問鬼神。劍舞鴻門能赦漢，船沉巨鹿竟亡魂。 

范增一去無謀主，韓信原來是逐臣。江上楚歌最哀怨，招魂不獨為靈均。 
項羽 

徐州項王祠聯 天意欲興劉，到此英雄難用武。人心猶慕項，至今父老尚稱王 項羽 

盧潤九：項王墓 帝業方看垂手成，何來四面楚歌聲。興亡瞬息同兒戲，從此英雄不願生。 項羽 

淡瑩：楚霸王 
他是黑夜中／陡然迸發起來的／一團天火／從江東熊熊焚燒到阿房宮

／最後自火中提煉出一個霸氣磅礡的／名字。 
項羽 

淡瑩 
他被雷聲風聲雨聲／追趕至垓下／糧絕／兵盡／狂飆折斷纛旗／烏騅

赫然咆哮／時不利兮可奈何。 
項羽 

葉慶端 
你赫赫戰績／被古曲十面埋伏彈落／濃縮成幾句成語／失敗教訓何等

深刻。 
項羽 

唐李商隱：   

題漢祖廟 
乘運應須宅八荒，男兒安在戀池隍。君王自起新豐日，項羽何曾在故鄉！ 劉邦 

徐夤：讀漢紀 布衣空手取中原，勁卒雄師不足論。楚國八千秦百萬，豁開胸臆一時吞。 劉邦 

張文定：歌風臺 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 劉邦 

周曇：高祖 愛子從烹報主時，安知強啜不含悲。太公懸命臨刀幾，忍取杯羹欲為誰。 劉邦 

宋張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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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邦 

隋盧思道 狙秦懷猛氣，師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 張良 

隋盧思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 張良 

元陳孚 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 張良 

成語 沐猴而冠、取而代之、破釜沉舟、衣錦還鄉、四面楚歌、拔山蓋世 項羽 

成語 分我杯羹、約法三章、項莊舞劍 劉邦 

 

七、課文補充 

※第一段補充資料 

補充注釋 

1.「使」當陽君等：派遣。 

2.沛公欲「王」關中：音ㄨㄤˋ，稱王。 

 

補充字音 



1.亢、伉、沆、吭、炕、阬 

形 音 詞  語 形 音 詞  語 

亢 ㄎㄤˋ 高亢 吭 ㄏㄤˊ 引吭高歌 

伉 ㄎㄤˋ 賢伉儷 炕 ㄎㄤˋ 土炕 

沆 ㄏㄤˋ 沆瀣一氣 阬 ㄎㄥ 阬殺 

 

2.饗、嚮 

形 音 詞  語 

饗 ㄒㄧㄤˇ  饗宴 

嚮 ㄒㄧㄤˋ 嚮往 

 

補充修辭 

1.轉品 

EX1.沛公「軍」霸上：名詞→動詞 

EX2.沛公欲「王」關中：名詞→動詞 

2.映襯 

E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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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志不在小。 

 

※第二段補充資料 

補充注釋 

1.季父：叔父 

2.素善留侯：素，一向；善，友好。 

3.夜馳之：馳，驅馬疾行；之，前往。 

4.「具」告以事：詳細地。 

5.「料」大王士卒：估計。 

6.默然：沈默不語的樣子。 

7.臣「活」之：救活。 

8.「幸」來告良：幸虧 

9.「要」項伯：邀請。 

10.約為婚姻：相約定為兒女親家。 

11.旦日：明天。諏 

12.蚤：音ㄗㄠˇ，通「早」。 

13.「謝」項王：道歉。 

14.善遇之：好好地對待他。 

 

補充字音 

1.陬、鯫、諏 

形 音 詞  語 

陬 ㄗㄡ 荒陬 

鯫 ㄗㄡ 鯫生 

諏 ㄗㄡ 諮諏善道 

 



補充修辭 

1.轉品： 

EX1.素「善」留侯張良：形容詞→動詞。      EX2.臣「活」之：形容詞→動詞。  

EX3.吾得「兄」事之：名詞→副詞。          EX4.「籍」吏民：名詞→動詞。  

EX5.善「遇」之：形容詞→副詞。 

2.誇飾： 

EX1.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 

3.鑲嵌： 

EX1.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只有「入」之義，「出」無義。 

 

補充字義 

1.要 

 

 

 

要 

字音 字義 例     句 

 

 

ㄧㄠ 

邀請 1.「要」項伯 

2.便「要」還家 

盟約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求取 1.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2.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腰 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2.謝 

 

 

謝 

 

字義 例     句 

道歉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凋零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表示感激 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替代 若春秋有代「謝」 

告訴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3.酒器：羽觴、卮、斝（ㄐㄧㄚˇ）、爵、觥（ㄍㄨㄥ）、盞、樽、尊、斗、桮杓（ㄅㄟ ㄕㄠˊ） 

 

※第三段補充資料 

補充注釋 

1.不自意：自己沒料想到。意，料想。 

2.默然：沈默不語的樣子 

3.若屬：你們。 

4.加彘肩上：將豬肘子放在上面。加，放置。 

5.安足辭：有什麼可以推辭的。 

6.仆地：仆倒地上。仆，音ㄆㄨ。 

7.虎狼之心：比喻殘酷暴虐之心。 

8.未有以應：無話回答。 

 

補充相近形音 

1.噲、儈、劊、膾、獪、檜、薈、燴 



形 音 詞  語 形 音 詞  語 

噲 ㄎㄨㄞˋ 樊噲 獪 ㄎㄨㄞˋ 狡獪 

儈 ㄎㄨㄞˋ 市儈 檜 ㄎㄨㄞˋ 檜木 

劊 ㄎㄨㄞˋ 劊子手 薈 ㄏㄨㄟˋ 人文薈萃 

膾 ㄎㄨㄞˋ 膾炙人口 燴 ㄏㄨㄟˋ 燴飯 

2.瞋、嗔 

形 音 詞  語 

瞋 ㄔㄣ 瞋目結舌 

嗔 ㄔㄣ 嬌嗔 

 

補充修辭 

1.雙關： 

EX1.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決，諧音雙關。 

2.轉品： 

EX1.常以身「翼」蔽沛公：名詞→副詞。 

3.誇飾： 

EX1.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第四段補充資料 

補充注釋 

1.「如」廁：前往。 

2.何辭「為」：助詞。 

3.「會」其怒：正好。 

4.相「去」：距離。 

5.「度」我至軍中：音ㄉㄨㄛˋ，估計。 

 

補充相近形音 

1.俎、詛、殂、徂、狙、沮、苴、疽、蛆、趄 

形 音 詞  語 形 音 詞  語 

俎 ㄗㄨˇ 刀俎 沮 1.ㄐㄩˇ 

2.ㄐㄩˋ 

1.沮喪 

2.沮洳 

詛 ㄗㄨˇ 詛咒 苴 ㄐㄩ 補苴罅（ㄒㄧㄚˋ）漏 

殂 ㄘㄨˊ 崩殂 疽 ㄐㄩ 炭疽病 

徂 ㄘㄨˊ 我徂（往）東山 蛆 ㄑㄩ 如蛆附骨（比喻糾纏趨附，難以袪除的惡勢力） 

狙 ㄐㄩ 狙擊、狙公 趄 ㄐㄩ 趑（ㄗ）趄（想前進卻又不敢） 

 

補充修辭 

1.激問： 

EX1.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兼譬喻） 

2.轉品： 

EX1.「道」芷陽閒行：名詞→動詞。 

3.婉曲： 



EX1.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桮杓：借代） 

4.映襯： 

EX1.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