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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以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项羽》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
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为《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王立群读〈史记〉》之一种。
全书以项羽为什么失败为中心议题，全面阐述了项羽失败的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性格因素。
    本书风格朴实严谨，通俗易懂而不失学术品位。
围绕项羽为什么失败这个中心问题，以广大读者关心的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抽丝剥茧为大家揭开
重重历史谜团。
全书具备专家功力、通人见识、文士笔法三大特点，史料翔实，分析严谨缜密。
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还原了历史的本真与残酷，
分析让人感到深刻真实，令人感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对历史人物项羽等人的评价客观公正，令人信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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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
《文选》学会”副会长。
2006年获河南省第二届高校名师称号，并获河南省教育工会“十大师德标兵”称号。

    出版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等著作。
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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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谁还该为项羽败亡负责项羽的败亡主要责任在项羽。
前文我们已经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性格弱点三个方面分析了项羽败亡的主因。
但是，项羽集团的败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除了项羽之外，还有一些人对项羽集团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那么，谁还应当为项羽败亡负责任呢？
一 成事不如败事多的范增范增是项羽惟一的谋士，项羽的失败，范增绝对脱不了干系。
作为项羽惟一的谋士，范增在项羽集团中被项羽尊称为“亚父”，其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居如此高位的范增究竟为项羽集团作了些什么呢？
第一，立楚王；范增的出场是在陈胜败亡之后，项梁召集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
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陈胜败亡之后项羽集团的军事战略，因此，这是项梁、项羽集团非常重要
的一次会议。
恰在此时，范增毛遂自荐，亲临会议。
范增是什么人？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
范增的年龄七十岁，与二十四岁起兵反秦的项羽相比，可谓是祖父辈的人。
范增从未做过官（素居家），但是，他特别擅长出奇谋（好奇计）。
这么一位好奇计的长者自我推荐出席这场重要的军事会议，究竟献出了什么锦囊妙计呢？
陈胜败固当。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
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惜之至今。
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
范增在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立楚王之后为王。
范增总结陈胜失败的原因是“不立楚后而自立”，因此，“其势不长”。
秦末大起义的首事者是陈胜、吴广，他们是被征发戍边的戍卒，只是因为大雨误期，秦法严酷：失期
当斩。
所以，八百士卒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得已而造反。
这是秦法严酷造成的恶果。
这支义军的性质应当是农民起义军。
项羽集团虽然成份复杂，但是，其领导人项梁、项羽却是楚国贵族后裔。
就反秦武装而言，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项梁、项羽集团却是楚国贵族势力与农民起义军的混合
，但是，二者的目标一致——亡秦。
范增的建议，不是空穴来风。
秦灭六国，六国王族后裔并未全部被杀。
何况，从始皇统一天下的公元前221年到陈胜、吴广起义的公元前209年，前后不过12年，因此，被秦
始皇灭掉的六国王族后裔如果不被秦帝国所杀，就完全有可能活到陈胜、吴广起义之时。
这些六国王族的后裔在国破家亡之后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复国。
陈胜、吴广首倡义兵，天下云集响应，反秦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最适合六国王族后裔的复国之梦。
范增的意见其实就是这股强大的六国复国运动的反映。
范增本人并非六国王族的后裔，但是，他的思想却代表了六国王族后裔的愿望，也代表了六国百姓对
故国的怀念。
范增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指出了楚国的灭亡最为冤枉。
楚国是战国后期七雄之中与秦、齐一样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诸侯国。
但是，由于楚国国君一系列错误的内外政策，使得楚国完全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遇。
所以，“楚中三户，亡秦必楚”之言，在楚地流传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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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两百多年，秦始皇灭掉六国才12年，六国立国的思想当然不可能随着秦帝国的建立被清除出去。
所以，范增的意见得到了项梁的青睐（于是项梁然其言），也得到了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
拥护。
其中，项梁的认同非常重要。
项氏家族本来就是楚国贵族，接受六国复国的思想是理所应当的。
被项梁找回来的楚怀王的孙子心，此时已流落民间多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天底下真会有掉馅饼的好
事：有人请自己称王。
秦汉严酷，造反，特别是称王，一定是死罪。
但是，这位“楚怀王心”却毫无顾虑，义无反顾地放下放牛的鞭子，当起了“楚怀王”。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沦落在民间为人放牛了。
一无所有，他还顾忌什么？
范增的建议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与会者的赞同，是大家诸承认六国王族的巨大影响。
在秦末大起义的初期，六国王族后裔的招牌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有此招牌与无此招牌大不一样，这种招牌的影响力我们决不能忽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增的意见在当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否则，项梁何必在自己头上再立一个“王
”？
但是，这种招牌的影响力仅仅限于反秦大起义的初期，也就是各国民众起来反秦之时，他们需要一种
精神依靠。
但是，范增提出这个建议时，只考虑到反秦初期的生存问题。
对它另一面的消极作用则严重估计不足。
因为，随着反秦斗争的深入发展，原来的六国王族后裔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
六国王族中像齐国田荣那样能干的人确实不多，但是，他们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影响因子大，在各地
民众中的影响力大。
因此，在反秦初期，六国王族的参加是必然的，并由此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六国复国运动。
陈胜还有意识地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复国运动，藉以分散秦军对自己的军事压力。
由项氏集团扶植起来的楚王，由于项氏集团的力量非常之大。
楚怀王心不可能成为新兴楚国的主导力量。
项梁在世之时，楚王心的力量处于强势项梁的控制之下，但是，随着项梁的战败被杀，楚王心利用项
梁战死，项羽羽翼未丰与项氏遭到重创的时机，立即打击项羽集团，为项羽的迅速崛起设置了障碍。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
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
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请救怀才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令沛公西略地。
楚怀王心虽然是项梁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但是，这位楚王的后裔并不是一个甘心充当傀儡的人。
项梁在世之日，由于项梁太强势了，楚怀王心完全听命于项梁。
但是，项梁一死，楚王心将楚国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之后，这位不起眼的楚怀王却做出一件惊人之举
。
他把吕臣、项羽两军合并起来，由自己亲自指挥，这等于夺了项羽的军权。
但是，对非项氏集团的刘邦集团，他却采取了扶植政策。
他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封刘邦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军队，并未收缴刘邦的军权。
这样，在项梁阵亡之后，刘邦的势力由于楚王心的扶持，渐渐做大；项羽的军权被夺，他的上升趋势
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
因此，范增力主立的楚怀王心在项梁战死之后立即成为抑制项羽的一股力量，此时的项羽成为楚王心
与项氏集团权力之争的一个牺牲品。
项羽虽然鲁莽，但是，此时的项羽却完全没有发作，而是忍了下来。
问题还不仅仅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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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楚王心还采取了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命刘邦集团向西攻击，命项羽作为副将北上救赵。
楚王心的这种安排是对项羽集团的又一重大打击。
西向入秦与北向救赵，看起来只是一个进军方向问题，实质上却影响极为深远。
刘邦西向入秦，虽然仍要与秦军交锋，进军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西向入秦的刘邦集团却避开了与
秦军两大主力——章邯军团和长城军团——决战的巨大风险。
因此，入秦之路相对顺利得多。
入秦之路的顺利又为刘邦以先入秦的身份为关中王提供了法理依据（令沛公西略地入关。
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项羽与刘邦相比，惨多了。
一是失去了一把手的身份。
项羽北上救赵只是宋义的一员副将，而宋义又不是一个真正懂得军事的战将（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次交，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项羽屈居宋义之下，实在是委曲了这位天才军事家的才干。
二是项羽北上救赵的任务非常艰巨。
项羽北上救赵要遇到的是秦军的两大主力：章邯集团与长城军团。
这两支力量都是秦军的精锐之师，而且人数众多，决非项羽所率的军队可比。
因此，北上的项羽将要遇到的是一场恶战。
由于战斗的惨烈，持续时间之长，使得项羽集团不可能像刘邦集团一样比较顺利地进入关中，因此，
关中王的宝座已经与项羽擦肩而过了。
三是楚王心的这个决定是由一些元老们提出的（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
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
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
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
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
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表面上看起来与楚王心无关，其实，这个决定正是在他主持下做出来的
。
如果没有范增建议立的这位楚王心，项羽怎能吃这么个大亏呢？
项羽日后在巨鹿之战打得非常出色，但是，他进入关中的时间却比刘邦晚了两个月。
项羽不同意刘邦做关中王，将刘邦封到巴郡、蜀郡、汉中郡，将刘邦的势力驱逐出关中，这是因为项
羽拥有的实力决定了只有他能分封诸侯，刘邦不能分封诸侯。
但是，项羽可以这样做，却因此在政治上减了分，因为大家都明白项羽这样做是违背“先入定关中者
王之”的决定的。
楚王如此分配任务公正吗？
未必！
楚王心与他身边诸大臣的商议，其实对项羽并不公正。
如果项梁活到此时，他们敢这样分配吗？
绝对不敢！
楚王心是项梁所立，楚王心身边的诸大臣大都也是项梁所任命，他们与楚王心一样，对项氏集团怀有
极深的戒备之心，不希望项梁死后再冒出来一个难于驾驭的项羽。
为了削弱项氏集团，他们起用了刘邦集团。
当时，秦军强大，先后击杀了陈胜、项梁。
除了项羽、刘邦二人之外，没有一位楚将愿意与秦军交战。
在此二人之中，无论是楚王心，还是楚王心周围的诸大臣，自然都倾向于选择刘邦西进，而把北上救
赵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项羽。
换句说，让刘邦吃肉，让项羽啃一块儿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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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兵败被杀，项氏集团实力大减，因此，项羽此时无实力与楚王心叫板，只能屈从于这个对自己并
非公正的决定。
但是，楚王心此时并不知道，项羽的勇武决定了项羽即使北上救赵也一定能脱颖而出。
时势需要项羽这样喑呜叱咤的英雄，项羽这样勇猛异常的英雄也一定能横空出世！
任何封杀都不可能阻挡项羽的胜出。
北上救赵虽然凶险异常，但是，正是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中，项羽胜出了。
楚王心与诸大臣的巧安排，恰恰成全了项羽，使他成为灭秦的男一号，成为诸侯联军的总盟主，成为
决定楚王心生死存亡的决策人，成为秦亡汉兴之际的主政人。
这是楚王心与他身边的诸大臣始料不及的。
常言人算不如天算，信哉，此言。
他们让一位书生宋义做主将，希望宋义能成为项羽主宰大局的羁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项羽敢于杀
宋义，夺军权，破釜沉舟，大败秦军。
可见，范增一个封楚王之后的决定给项羽带来了多么大的副面影响！
二者相较，楚王心的被抬出，对项羽集团而言，积极作用并未显现多少，消极作用却显现得非常明确
。
再者，项羽打完巨鹿之战，完全消灭秦军主力后，成为诸侯联军统帅之后，曾经寄希望楚王心能够改
变“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以便明正言顺地将刘邦逐出关中。
但是，项羽给楚王心的报告，得到的却是楚王心“如约”两个字的批示。
“如约”，就是照原先的约定办（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
楚王心并未因项羽立下盖世之功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约定，仍然坚持要先入关的刘邦做关中王，完全不
顾及项羽的心思。
这再一次表明了楚王心这个放牛娃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要行使他做为楚王的权力。
“如约”二字让项羽感到了压力，也让项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执行这一决定，项羽不甘心，不执行这一决定，明摆着让自己背上抗命的黑锅。
项羽自然不愿向项梁战死之后那样再受楚王心的摆布，公然走上了抗命不遵之路，走上了与楚王心背
道而驰之路。
这条路是项羽必然的选择，项羽作为秦亡汉兴之际的实际主政者，不可能再听命于楚王心，但是，这
条路也使项羽在政治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项羽的怨恨主要是两点：一是楚王心不让自己与刘邦一同向西进兵，却让自己北上救赵，导致自己入
关时间晚于刘邦两个月；二是项羽在巨鹿立下盖世奇功之后，楚王心仍然坚持按原先的约定办，使项
羽非常为难。
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
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
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
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所以，项羽只好从实际出发，认为怀王没有功劳，不能擅自约定。
真正安定天下的是自己和与自己一块参加巨鹿之战的诸侯联军。
因此，项羽把怀王尊为“义帝”，自己开始主政。
作为首先倡议立楚王心的范增，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如何表现，史书完全没有记载。
史载的缺失，使我们不知道范增干了点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范增建议立的楚王心使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陷入政治上十分被动的
地位。
巨鹿之战后项羽已经成为诸侯联军总盟主，拥有了分封天下诸侯的实力与权力；但是，此时的项羽却
遇到了一个范增当年给他今天带来的一大被动：在项羽的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可以领导项羽的楚王心
。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范增这位黑高参当年立楚王之后的恶果，这个恶果现在轮到项羽来承担了。
项羽最初的决定尚较稳妥，即封楚王心为“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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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义”即是“义父”、“义子”之“义”。
项羽此时已经无法容忍楚王心主政，所以，他认为：义帝是“天下初发难”时的产物，真正灭秦定天
下的不是“义帝”。
因此，应当将“义帝”之地分封给灭秦诸将。
这个决定，满足了灭秦各路诸侯的愿望，而不尊“义帝”的责任又由项羽一人来承担，所以，大家一
致同意（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
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诸将皆曰：善。
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为侯王）。
应当说，项羽的这番话并无过失。
项羽清醒地认识到，立楚王心是权宜之计，是秦末大乱初起时的不得已之举。
真正打败秦军灭秦者是参加巨鹿之战的诸将。
因此，义帝既然无功，可以分其地封诸将。
项羽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诸将的拥护，说明分封是大趋势。
至此为止，项羽在处理“义帝”问题上尚无大过失。
范增当年这条建议也没有给项羽带来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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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百家讲坛系列王立群读史记。
★一位破釜沉舟永往直前的灭秦功臣一位光明磊落具有巨大人格魅力的千古义士一位面临乌江绝境毅
然自刎而绝不肯苟且偷生的壮士一位被中国老百姓两千年来不以成败评价的历史人物一位襟怀坦荡失
败得令人扼腕叹息的本色英雄一位中国艺术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旷世英雄的千古传奇，刀光剑影的
政治较量。
军事天才的凄美爱情，英雄末路的悲怆选择。
一场刀光剑影的政治较量一段英雄美人的爱情传奇一个盖世英雄的千古悲剧★ 刘邦是天下的男人 项
羽是女人的男人女人 爱项羽 嫁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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