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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内容概要

决战垓下前，刘邦逢项羽必败，至少有四次，刘邦险成项羽刀下之鬼：
公元前206年，鸿门宴，项羽已经把刀架在刘邦脖子上，却因一念之差，被刘邦借如厕遁走；
公元前205年四月，彭城外，五十六万汉军一夜之间被项羽三万人马全歼，刘邦在风沙掩护下才侥幸脱
险；
公元前204年六月，荥阳城下，刘邦与部下换装后才艰难突出项羽重围，死里逃生。
同年六月，刘邦在成皋又被项羽围困，陷入绝境，被迫抛下部队，孤身逃过黄河。
直到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终于在垓下等来了唯一一次机会，他的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没有留给
项羽任何机会，最终逼得霸王自刎乌江。
翻开《楚汉争霸启示录》，看刘邦如何在每次都被对手击败的情况下，把握住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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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作者简介

潇水，本名张守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硕士。曾任世界著名
跨国公司朗讯集团人力资源总部薪资管理经理，联合利华、通用、搜狐等国际知名企业人力资源经理
。
潇水以《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成为国内趣味历史写作的开山鼻祖。在过去的十三年间，潇水反复
琢磨《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孙子兵法》《韩非子》等先秦史籍中关于这场争霸战的
每一丝细节，终于从用人、用兵、战略以及时势这四个关键环节，解开了楚汉争霸刘胜项败的历史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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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刘邦发迹前的准备活动
第二章  大泽乡起义，一次精心策划的运动
第三章  二十三岁，项羽第一次杀人
第四章  陈胜死于私心，吴广死于骄傲
第五章  项梁之死
第六章  巨鹿之战，兵法家项羽留名千古
第七章  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放走刘邦？
第八章  彭城之战，项羽携三万骑兵大破刘邦五十六万大军
第九章  韩信用兵的秘诀：将心理战发挥到极致
第十章  中原拉锯战，刘邦在屡战屡败中赢得主动
第十一章   垓下之围，错误的突围方式葬送了项羽最后的机会
结语：为什么楚汉争霸的结局是刘胜项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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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精彩短评

1、买了kindle之后的第一本书！两周看完。带我走进了楚汉争霸的历史现场，文笔诙谐，引人入胜，
真希望所有的历史都能这样写，那么历史所带给后人的启迪或者传承的文化便可以更加普及开，真是
让人兴奋。带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历史，看现在。
2、垓下之围的项羽有着英雄末路的悲壮美，不过口头羡慕项羽，实则想做刘邦的大众配喜欢项羽吗
？
3、
　　
4、挺好玩的一本书。
5、不错哦，带有作者的解读。
6、说是启示录，似乎没什么启示性，作者还是在以通俗的笔法讲制度革命的老问题，这种观点可能
有点过时了，现代人的关注对象已经变了。
7、地理、人物等细节交代的很清楚，也就能更容易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了。
文笔有些欠缺，读起来有些乏味。
8、无聊！ 每讲一件故事 就总嘲讽项羽！ 有些不切实际 刘邦却被描写成英雄
9、作者本想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故事，可惜的是这段历史太过宏大，短短篇幅根本讲不好一个故事
，弃了
10、学习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
11、把历史写得有趣，明显作者没什么幽默细胞。有点牵强做作。和当年明月不是一个级别。说故事
的能力差，fenxi能力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总觉肤浅。该严肃嬉皮笑脸该幽默是高冷。
12、作者对一些历史上的偏见进行了纠正，并举出翔实的例证。作者的写作风格与易中天相仿，但是
笔力有所不逮，比如白话与文言杂糅的过于生硬，有些描述过于现代化反正让人摸不着头脑。
13、书中太多作者自编自导的口语对话看起来非常不舒服. 不过点评还到位
14、非常好看
15、文字冗长，话多，而且特意制造搞笑气氛。但是可以快速认识楚汉历史。
16、很有意思，就是有些地方看着有点乱，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
17、这是说书呢
18、有意思。
19、通熟易懂是优点，但是太浅显也是缺点。
20、很可爱的描述～
21、该简略的地方不简略，改详细的地方不详细；该调侃的地方不调侃，该严肃的地方不严肃。
22、两人性格上都有优缺点，正是这些优缺点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决定了历史
走向。话说，“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段描写得简直无法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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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精彩书评

1、首先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历史读物，这么说吧，虽然潇水的风格和当年明月大相径庭，但是两者
有一个共同点：可以当小说看的通俗读物，文字有强大的吸引力，能抓着读者一路读下去。明朝那些
事儿的阅读快感来自于对于明代官场人物入木三分的刻划，非常逼真，现实感极强。而楚汉争霸启示
录则是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刘项争霸故事，道出了中国古代的竞争智慧，却是两千年来如出一辙，
现代社会的竞争法则：团队、战略、规划、效率、资源等如何优势最大化，都在诙谐调侃的语言中自
然流出。所以于我这样的都市职场人而言，更喜欢楚汉争霸启示录。历史在潇水的笔下既有趣诙谐，
又是有据可依，似乎还原古人的面目，在现代人眼里看来，就是这般有趣。而潇水的叙事议论，信息
含量之大，用笔文意之雅，也是极对我的胃口，在黑色幽默之间，竟有一些极具意味美感的历史场景
描:这绝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潇水对于历史事件的借景抒情，自然流出，往往是点睛之笔。如写刘邦一
行人前往鸿门赴宴，潇水说是：＂一行人很干净地行驶在平原上，北风劈劈啪啪地扇着他们的嘴巴。
＂既令人捧腹，又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刘邦赴宴的心情。这样的妙笔，全书到处可见，潇水写史确实
有天才。
2、《楚汉争霸启示录》中作者用比较轻松的语调，全景式的讲述了秦末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客观
反映了刘项两大集团和围绕着他们的各种势力的兴衰过程，作为休闲的作品还是不错的。可能出于受
众的角度，内容比较浅显，没有深层次的反映当时的社会、人文、制度等背景，仅流水账似的对登场
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做了介绍，并加入了某些作者的主观臆测。作者最后总结认为刘邦最终的成功
在于战略全局上的胜利，还是比较认同的，同时也觉得刘邦身上有难能可贵的一点，尤其是作为政治
生物，就是善于妥协。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统一（尤其是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在当时是新鲜事物，
而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时间太短、急于求成，又过于刚烈的求全，又是政治制度、又是思想理念、又
是社会文化、又是生活习俗几乎全方位的进行统一。而自炎黄以来流行的观念都是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大不了就是显示显示肌肉占点便宜罢了，而且一直都是从下到上、松散节点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社会
结构，连孔老夫子游走各国几十年，仅仅推广周礼这个小的方面都劳而无功。而秦在面对层层阻力面
前，采取血腥的高压政策，一旦能震慑压制整个主导政治集团的秦始皇死了，本质上说秦的主导政治
集团已经自行瓦解了，从而导致起义的迅速失控。在起义到推翻秦过程中，又是各种思潮泛滥，原先
被统一的各方势力陈渣泛起，乱哄哄纷纷登场。项羽采取的是向秦始皇看齐，逐步实现取而代之的誓
言，明显是反社会反潮流的，失败的概率极大，即使没有刘邦的存在，也会有陈邦、李邦来作为对手
，加上年纪太轻又骤上高位，缺少人生阅历，没能完成将军到政客的转变，失败也不稀奇。而刘邦则
人老奸马老滑了，正式闹革命时已经在社会上厮混了几十年，并且没有迷失自我、心理素质一流，从
自身准备上看，也可以成为合格的政客了，一遇风雨化龙概率大增，在争霸的过程中该占便宜的可劲
占、该横的时候横的出来、该服软不要脸也服、该耍赖就耍赖，跟个变色龙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
可以被奉为“小人”的祖师爷，再加上顺应时势，成功也没什么稀奇的。
3、现在世面上各色各样的“民间写史”多如牛毛，但大多数跟“说书”没什么两样，实质上只不过
是把文言的史书用大白话转译给读者而已，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也无法引发读者更深的思考。或者
又如某著名历史老师，为了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完全缺失了严谨的治史态度。潇水写史可以
说是趣味性与思想性兼具。看其文字表面上十足的搞笑，但里子却是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深刻的史识。
看得出我们对民族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性有过相当多的思考。尤其是对秦汉之际先秦贵族政治向皇权
专制下的平民官僚时代转换对整个民族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潇水多有阐发。正如他所说的，“皇权专
制下搀和了平民的狡黠和功利之心后扭曲变态了的忠孝仁义”也许才是我们现在常常痛心疾首的国民
性的根本源头吧。
4、刘邦和项羽作战的成败，体现了两种战略思路的不同。刘邦派韩信开辟北方第二战场，把山西、
河北、山东都给占了，是做战略进攻，但又是相对缓和的。刘邦常常把韩信积累的军队撤走。而刘邦
在荥阳城地区，与项羽正面对战，项羽进攻，刘邦固守，刘邦丢失荥阳成皋后，又复攻成皋，并又要
攻荥阳，随后又是在荥阳山外与之对峙，总的来讲是互相攻伐吧。但同时刘邦派出韩信在第二战场、
彭越在敌后战场、英布在南方战场，对项羽集团进行进攻或骚扰。在荥阳地区的对峙，不是因为刘邦
总守，项羽总攻，导致项羽疲敝，最后走向败退。实际上，这种对峙，对双方的消耗是一样的。之所
以项羽转向了败亡，是韩信等人的第二战场，占据了北方，并从齐国南下开始攻击和威胁项羽的后方
基地，项羽在前敌于是粮食补给和兵员补给都不行了。这就类似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对峙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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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启示录》

但地中海的给养线海战方面英国取得胜利（犹如韩信的第二战场胜利），促成了隆美尔在北非走向败
退。在荥阳一城的战局不是影响总体战役成败的关键点，影响成败的是大局。项羽的失败，主要是主
战场上他跟刘邦平分秋色，未能占到便宜，在 北方（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南方战场，项羽都是一
塌糊涂，最后刘邦集团正面在荥阳顶住了项羽的锋锐，两侧乃至后方对项羽构成战略半包围态势，如
张良说的“汉有天下太半”（在荥阳讲和时说的，随即刘邦因张良的这个劝说去追击项羽，并在垓下
歼灭之）。也就是说，项羽手下人才不够，荥阳正面战场项羽还可以平分秋色，其它战场因为乏才，
尽失，使得汉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项羽失去根据地补给，兵少粮尽，于是败于垓下。这就好比岳飞独
军很厉害，但是其它方位友军都不能成功，岳飞也只得回军。又好比关羽在襄阳正面很勇猛，但侧面
和身后都已经被敌人占取，关羽也只得败退，并且在败退中受擒。所奇怪的是，其它战场上项羽一方
一败涂地，在荥阳正面战场，项羽亲自督战，跟刘邦在此对战了三四年，居然也未能突破刘邦的这一
防线。虽然最终项羽拔取了荥阳，但刘邦逃在山里据守，依旧与之对峙。这不得不说第一是刘邦一方
将士的作战能力也是很强的，第二是项羽身后不断遭到彭越军队的骚扰打击，项羽乃至数次（包括亲
自）回身去驱逐彭越，也牵制和影响了项羽突破荥阳一线的能力。第三，那就是荥阳地区山河层抱，
项羽擅长的骑兵机动等优势在山地丧失和削减了。第四，也不得不说明，项羽的作战能力，不是像想
像的那么厉害，两三年，不能打败对面的刘邦，这对于一个名将来讲，是很尴尬的。在这样的山地，
讨不到好处，项羽就应该留一两个大将，堵住刘邦于此就可以了，自己则迂回占领北方，乃至去袭去
刘邦的陕西关中老窝。但是项羽偏不肯离开荥阳，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抓到刘邦。当刘邦一度故意躲到
河南南部时，项羽没有趁机加力去夺去荥阳这个要城，而是引军去南方追着打刘邦（荥阳的汉方守军
则趁机巩固城防）。这就说明，项羽脑子里，全无借助地理布局的概念，唯一的作战策略就是抓住刘
邦。这就缺乏一个军事家的总体布战能力，难怪导致天下之地被汉陆续弄去“太半”。缺乏人才和缺
乏军事家的大略，差不多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军事家的大略，也是按中国自古的定势来说
的，可以说，刘项各自执行的是两种战略，刘邦特点是耐心地积累自己的相对优势，主要依靠第二战
场，项羽则是希望用几次快速决战决定战争胜负。在荥阳对峙的后一年多，项羽占有了荥阳，刘邦逃
在附近的山里据守，双方是各据城垒对峙，项羽千方百计求战，不惜捆了刘邦的老爸做要挟，刘邦就
是不战。项羽的作法类似西方的战争策略，以勇猛直进、正面交锋的速战速决决定胜负，刘邦则依靠
总体布局，耐心地通过第二战场积累自己的相对优势。刘邦的这种“持久战”打法，成为此后中国人
深入骨髓的战争策略，几乎不断地被重复。刘邦的打法类似中国人的下围棋，最后的胜负是靠积累的
相对优势体现的，要数子才能知道谁胜谁负，而胜利者不过是胜了几个目而已，成功在于对对方实施
了战略包围。项羽的打法类似下象棋，车马炮的火拼，硝烟弥漫，靠英雄式的杀伤定出胜负。通常，
下围棋对人的要求比下象棋高。持久模式的打法，大约脱胎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对呈均势，很能靠
着机场会战厮杀决定胜负，各国都谋求合纵连横的外交的“战略包围”手段和迂回手段，促使累积的
相对优势，更借助谋略，促成胜利。所以，《孙子兵法》也不强调正面死拼硬打，而在于谋略和势的
运用，造成势而“不战而胜”。春秋战国积累的这些成功应验，也被刘邦借鉴运用，比如派使者郦食
其和随何说来了与齐和九江国的联盟，最后刘邦也确实是“不战而胜”，唱唱歌就令项羽在垓下大败
。项羽的一味直前，正面猛击求胜的打法，可谓没有春秋战国的经验为其基础，在孙子看来也是“兵
者，凶器也，战者，下之下者也”，是最不可取的下策。最终他的勇猛，败给了势的运作。这里，一
味强调项羽是直率英猛，刘邦是老谋深算，是不公平的，它等于否定了战国时代和后代的大量军事运
作模式的成功价值。项羽可能类似西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凭借几万步骑兵，一路远征打败波斯帝
国平定中亚乃至直打到印度，这种作法可能只有文明差异较大的两方作战才有效，而中国版图上的逐
鹿中原还是需要下围棋才好。中国人的力求稳健，不冒险，慢慢积累相对优势，可谓在随后深入骨髓
，至今亦然。同时，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项羽把战争就当作战争孤立地来看，而刘邦把战争、给养、
政治外交、心理、名义民心（借助给楚怀王报仇的正义名义）、历史、未来、第三势力等综合成一体
，同等重视地来看。最后项羽败死前说自己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等于承认自己只重了
战这一个因素，而对于“天”这种上述多种因素的交合作用，没有重视，或者说在这一总体方面，自
己失败，构成今日“卒困于此”。这种综合和全局地看问题，把各点因素联系起来，注重其相互作用
关系地看问题，也是后来中国人思维的一大特性，而外国人则相对“一根筋”，战就只想着战，吃就
只想着吃，做事就只想着做事，相对孤立地看待事物。中国人则相对重视事物的关系，重视全局的运
作。刘邦在打仗时不全琢磨打仗，不惜花时间给项羽罗织十大罪名，也是总体地看问题和处理事情，
而不把眼睛只局限在战上。这不能简单地批评他是老谋深算或者乃至“厚黑”，而不得不说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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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古老智慧。如果非要否定刘邦，等于否定中国人的主要特性。总之，耐心积累相对优势而不是正
面冒险，注重全局和事物关系地思考和处理问题，是刘邦胜于项羽，乃至构成中国人思维习性的主要
基点。相比之下，项羽剩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英雄主义，带有恢宏特色但也带有歇斯底里特点，这种一
往直前的血性，固然也是中国人能长久不灭种的基因之一，但未必是中国人在世界人眼中看来的最大
特点。关于刘邦和项羽，也许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引发我们的沉思，自视，和对未来的展望。
5、论到以通俗、风趣而年轻的笔法书写历史，潇水是当之无愧的教父。他当年叙述春秋战国的“青
铜”系列在网络上开创先河，让所有人耳目一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或者“原来历史还可
以写得这样有趣”。可想而知的是，潇水开始有了大量的仰慕者和模仿者，非专业出身的年轻人们也
越来越有勇气踏进历史题材的写作领域了。于是，事情的发展就有点像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对洛
克的声誉颇不以为然的那样：“一般讲，最早想出新颖见解的人，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以致人人以为
他无知，结果他一直湮没无闻，不久就被人忘记了。后来，世间的人逐渐有了接受这个见解的心理准
备，在此幸运的时机发表它的那个人便独揽全功。例如，达尔文就是如此，可怜的孟伯窦勋爵却成为
笑柄。”——可怜的潇水的确就被人当成过笑柄，我亲眼见过有人狠狠地鄙薄他说：“切，又是一个
模仿当年明月的家伙！”潇水对此恐怕已经不大在意了，而在蛰伏了数年之后，我惊喜地发现潇水的
这本《楚汉争霸启示录》比之早年的作品，又有了质的提升：在将历史作为喜剧（注意，并非虚构，
而是理解基础上的喜感），潇水更为收放自如了，而在叙述上的言之有据和史料出处上，潇水的这本
仅作含金量更高，更重要的是，潇水原来的作品，如《青铜时代》系列，虽然都能给予我们触类旁通
，但这本《楚汉争霸启示录》，是他有意识地对于这段特定历史作深入思考，类似于案例分析，就在
我不停地会心一笑间，我也随潇水的指点，拨开了史书中层层表象。直面问题的核心。可以肯定，看
完这本《楚汉争霸启示录》，不仅可以知道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甚至不仅仅可以了解刘胜项败真正
的原因，还能理解发生在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深层原因，能够理解那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刘
邦就能领袖群伦，为什么项羽战无不胜，最后一战却败得一点机会都没有？一个历史作者得出结论令
人信服的两个标准是：1、他所说的都是从经得起推敲的史书中来，没有太多个人添油加醋。2、他的
立场是客观的，而且所论虽为古史，但古今同情，今人亦能理解其中的情理。所以，关于楚汉争霸，
就我所知而言，潇水的这部作品，最为接近历史真相。而他写历史的可读性和好看程度，是我们从来
不需要担心的。
6、一本诙谐、幽默、搞笑、捧腹、绝倒和神伤的历史读物。从多看限免得来，本没打算看，顺手翻
了翻，发觉语言太逗了，竟不能释卷。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争霸，历史课本上将这一段一笔带过
，致使我对这段历史知之甚略。严格地说，这段历史在语文课本的古文部分和《古代汉语》的节选篇
章里都读到过，但都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看不清全局脉络；看着作者用逗趣的语言讲述这些当
时读来颇为刻板的故事，有种亲切之感；另外，你会发觉以前读过的碎片终于在你脑子里拼成一张完
整的图。几年前，玩游戏——《秦殇》，玩得废寝忘食，从公子扶苏的角度对这段历史有了进一步了
解。也许是游戏太出色的缘故，玩到最后，竟生出一种苍凉之感。《秦殇》是让我对这本书、这段历
史产生兴趣的源头，意外的是，读到最后，竟生出了和游戏同样的感觉。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90%的时间你会非常开心，因为作者写得太令人捧腹了；但在最后10%的时间里，你会明显地感觉
到作者的笔调开始变得凝重，带着浓重的文学抒情色彩。英雄迟暮，呜呼哀哉。历史是无尽而又重复
的轮回。
7、　　看了潇水的《楚汉争霸启示录》，得到很多新颖的观点和启发，比如说，对于项羽被围困于
垓下，潇水说项羽也是有可能胜利突围的。他说：“建议的突围方式是这样的：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
，首先示行于（比如说）东，造成包围者军队的错觉，随后再以有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包围军东
去，这样就可以使自己那被围的主力与追击之敌之间拉开距离，趁机主力西去，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让谁去完成诱敌任务呢？这支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才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同时又必须兼
具牺牲精神的，因为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其实钟离昧就是合适的这样人选。　　
如果按这种突围方法，钟离昧可以引着一部强力楚军东去，吸引汉军大部追赶，而项羽带领余下楚军
主力，向南冲出突围。边走边战，一路迟滞敌人，靠着主力保护，或不至于亡。”　　感觉潇水是个
真的懂军事的人，这可能跟他博览群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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