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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

前言

　　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老祖宗有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叫：民以食为天。民间更有这种说法：人是
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发慌！在古代，衡量一个朝代是盛世还是乱世，也以能否保证老百姓吃得上
饭为最主要的标准：饿得只有观音土可吃的明朝百姓推翻了横征暴敛、不让他们吃饭的大明王朝。逼
得那位尚算英明的崇祯皇帝只好上吊自杀；而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温饱的清王朝却成就了延续一百多
年的康乾盛世。可以说，吃饭问题大如天，一切想有点作为的政治家对此都不敢大意。然而，解决了
有饭可吃之后，吃饭又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事，它还是联络感情、求人办事、升官发财的最佳手段
。在觥筹交错的餐桌上，大家围在一起吃饭，不相识的变成了相识，不熟悉的从此更成了好朋友，甚
至莫逆之交。通常，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像阿里巴巴那句能打开财富之门的咒语“芝麻开门”一
样，所有的关系是一通百通，以往看起来铁板一块的事情也是一顺百顺。由此，本来简单的吃饭，就
这样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个的“局”——即饭局。是谁第一次把“饭”与“局”组合在一起，我们不得
而知．但能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很聪明。本来意义上，饭就是饭．局就是局，但偏偏有人把饭吃成
了一个“局”，于是就有了饭局。那么，饭局该是个什么局呢?显然，饭局之妙，不在于“饭”而在于
“局”。2006年4月18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美国西雅图的私人豪宅里，以三道菜款待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体现了东西方餐桌政治和饭局观念的巨大差异。因为中国的饭局通常不是这样吃的。饭局
之上，菜固然要丰盛，但“局”却更加重要。在中国，新朋故交见面，欲切磋感情、察知究竟，一般
都是先到饭桌上说话。翻开历史书。见诸于廿四史之中的著名饭局更是不可胜数，中国历代的兴衰成
败似乎都与饭局密切相关。饭局在中国承担了太多的功能．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这般，整部历史
都能与饭局联系在一起。政治人物之间的谈判，往往是寒暄过后，便是风云突变。相互揭彼之短，扬
已之长。既要把对方说得可有可无，更要把已方说得不可或缺．从而使自己处于谈判的上风，掌控谈
判的主动。如果在正式场合上，双方难免有无法回转之地．而将谈判转移到酒桌上，便有了几许缓和
的机会：例如为了防止谈判僵持，聪明的饭局组织者往往会在争论比较激烈的时候站起来．提议大家
干上一杯，缓和一下情绪再继续讨论，如此结果．可说得上是事半功倍。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治
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当权者治国，就像一个星级大厨，将各种食物配料融和烹调．从而达到政通
人和的佳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政治和日常交往与饭局是密不可分的。好好的一顿饭．非
要吃得波诡云谲、剑拔弩张、刀光剑影、勾心斗角方才罢休。在饭桌上．有的大快朵颐，有的拉帮结
派；有的推杯换盏，有的段子飘飘：有的猛拍胸脯，有的暗地摸刀；有亲朋故交的亲密沟通。也有政
治对手间的交锋博弈。南唐后主李煜想了解大臣韩熙载的动向．命画家夜夜潜入韩府，窥探韩家每晚
的饭局，画出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启发了大导演冯小刚，也将电影新作定名《夜宴》：在五
代十国的华美背景和黯淡柔靡的帘幕之下．演出了一场以这个“宴”为中心、以阴谋与爱情为主题的
大戏。战国最好客的公子齐国宰相孟尝君，门下笼络了食客三千，每日几百桌大大小小的饭局开张。
不过，对那些投奔自己而来的侠士，也分成了好几等，上等的吃鱼肉。下等的只能吃粗茶淡饭。怀才
的冯谖，每到吃饭时就在饭桌边抱着长剑唱歌：剑啊剑，吃饭没有鱼，不如我们回去吧。孟尝君听了
之后就让人提高了冯谖的待遇，后来在孟尝君时运不济的时候．正是冯谖的计谋，使孟尝君得以东山
再起，成就了一代贤名。秦国夜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半途得知消息．假冒使者前去劳军，献上肥牛
二十头。肥牛火锅下肚了．秦主帅盂明视吃人嘴软打不下手，思来想去，不如撤吧——回去的时候就
在崤山中了伏击，全军覆没。还有个典故叫“杯酒释兵权”，算得上是饭局政治的经典教材：宋太祖
赵匡胤在立国之初担心根基不稳，特意安排酒宴，召集心腹石守信、王审琦等领兵大将饮酒，外示以
流涕叹息、惟恐皇位不保之忧虑，暗许以金帛田宅、安养天年之厚赐，恩威并施，绵里藏针，石守信
等大臣吓得当场就交了兵权。⋯⋯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这个人人都重关系、人人都看重身份地位
的社会里，大家都以组织饭局为耀．以受邀饭局为荣。在饭局上，一个不请自来的人是受人耻笑的，
一个整天无所事事，到处蹭吃蹭喝的人更是可厌的。所以，有很多人为了弄到一张能参加宴席的请柬
甚至不惜出资不菲，而事实上．吃上这顿饭所花费的银子足够他自己在最豪华的饭店胡吃海塞上个把
月。你总不能说这种人犯傻吧?其实正相反。这种人往往都是最精明的！不妨就看看新闻吧。2006年6
月30日，中国创业家段永平以620100美元标价，获得与亿万富翁“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这
项收入是捐赠给资助穷困者和无家可归者基金会的．可是，仅仅如此吗?段永平要的只是一个慈善之
举?当然不全是。他自己在一番冠冕堂皇之后也说了：“我最想问巴菲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手里
有很多钱，但没有好的投资目标．你会怎么办?’我想他能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那可是“股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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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

，答案哪怕只是一句话，也够他受用无穷的。说一千，道一万，泱泱历史与纷纷现实之中，诸多饭局
，往往独具特色，各有千秋。那么，有没有哪场饭局能够鹤立鸡群，给人“一览众山小”之感呢?当然
有，这就是中国最经典、最著名、背景最为复杂诡异、场面最为惊险刺激．结果最为影响深远的“鸿
门宴”。两千余年前，秦末大乱，楚怀王命令手下的两位将领，项羽和刘邦兵分两路，联手击秦，约
定“先入关q-者为王”，将门之后、年少气盛的将军项羽在巨鹿为了对抗秦军主力而破釜沉舟、背水
一战，却得知出身寒微的刘邦混水摸鱼，已抢在他前面进了咸阳。于是项羽勃然大怒，亲自率领大军
进逼函谷关，欲与刘邦争霸天下。危急时刻，刘邦在智囊张良的陪同下亲往鸿门谢罪，而项羽与头号
谋臣范增在营中摆设酒宴，布下天罗地网，定要留下刘邦人头。谁知宴会甫始，刘邦竟以软言消除了
项羽的愤怒，范增便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又被张良设计化解⋯⋯这是一场历史上两个著名
男人刘邦与项羽的个人PK，也是一部张良、范增、樊哙、项梁、项伯、项庄等风云人物才智对决的精
彩大戏。大秦的天下由谁接管?中国历史往何处去?两个男人的胸怀秉性究竟作何解析?诸多智者勇士如
何把控局面?这一切，都将揭幕在这场著名的宴会之上。因此，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还是让我们坐观
好戏如何上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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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

内容概要

两个男人的终极对决，谁主天下的生死较量，天下英雄，风云际会，中国历史往何处去，这一切，都
发生在这场饭局之上。
　　一个是百战百胜，所向披靡的将门虎子；一个是深谋远虑，知人善任的市井英雄。强强对话，谁
主天下？公元前206年，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聚集在陕西省新丰镇的鸿门。

　　中国式政治和日常交往中，饭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饭局，而是联系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利益链
，鸿门宴能够荣登历史上饭局排行镑的首位，自然是将饭局之妙做足的经典大局。 本书讲述秦末汉初
时，楚怀王阵营的两员将领——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在鸿门的一场饭局之上所进
行的面对面交锋。
　　现场觥筹交错，刀光剑影；背景波谲云诡，杀机四伏。为了这场饭局，不但双方的谋臣智士殚精
竭虑，苦心经营，两位当事者更是赤膊上阵，赌上了各自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整个过程三
起三落，惊心动魄，极具传奇色彩。
　　本书不仅着眼于这场著名的饭局，更围绕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对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人脉礼
仪，应变谋略，处世技巧与生存智慧等进行了现代视角的解读和阐释。情节跌宕起伏，阅后备受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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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

作者简介

陈星星，中文硕士，现任编辑并从事写作，爱好阅读古籍、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评论文章，尝试以现
代人的视角解读历史以及历史人物。
　　信奉的格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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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是百战百胜，所向披靡的将门虎子，一个是深谋远虑、知人善任的市井英雄。强强对话，谁
主天下？公元前206年，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聚焦在了陕西省新丰镇的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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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

精彩短评

1、史上最著名的饭局！    力荐！！
2、作者通过现代的眼光和口吻，来向读者重现秦末时期的历史，并发表独到的评论，此书比较有意
思，我看得很过瘾。值得向大家推荐！
3、项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而对于出生贫民的刘邦为什么会失败，以前我总一位错全在
项羽刚愎自用，而读完此书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团队的力量”
4、饭无好饭，宴无好宴。
5、还行
6、项羽永远会后悔他在饭局上面没下手杀了刘邦。
7、这本书我给满分。
8、本书不仅仅是鸿门宴的再现更体现出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特点对鸿门宴事发的前因后果交代
的清楚明了算是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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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通过现代的眼光和口吻，来向读者重现秦末时期的历史，并发表独到的评论，此书比较有意
思，我看得很过瘾。值得向大家推荐！
2、鸿门宴上，沛公刘邦居南而坐，向北称臣。在中国历史上，鸿门之宴显然是一部传奇，是时代的
转折点，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但更多的是表现人的心理作用。一场宴会，时间不长，但对人心却考验
很大。鸿门宴上，各心怀鬼胎，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项羽者，占尽天时、地利，后入主汉中，巨鹿
之捷，使其赫赫之威，名震一时，但却居功自傲而声讨沛公，关键时刻，妇人之仁，意志不够坚定，
放虎归山；刘邦者，草莽之身，嗜酒性色，地痞之气，一路西行，但顺利先取关中，在子房劝导下，
退居霸上，约法三章，劳民无害，进退有序，政治声望空前高涨，关键处能屈能伸，终成就帝业。鸿
门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范增心怒，欲摔杯为号，然项羽心软，几度宽怀。范增使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然子房适时应变，意项伯相助，好不其乐融融，随后，客刘邦请便，主项羽大意，允，猛
虎归林，终成大患，致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身死乌江。为人，忌项羽，目中无人，心高气傲，无心
大局；学刘邦，忍气吞声，能忍一时之屈，心纳百川；学张良，随机应变，运筹帷幄，进退知趣。今
人，读历史，当审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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