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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垓 1下歌 項羽 

 

力拔山兮2氣蓋世3，時不利兮騅不逝4。 

騅不逝兮可奈何5，虞6兮虞兮奈若何7！ 

 

 
一 作者簡介 

 

項羽（公元前 232—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蘇省宿遷縣

西）人，祖先是戰國時楚國的貴族。秦末群雄並起，項羽率兵起義，

屢破秦軍。秦滅亡後，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他和另一支起義隊伍

的領袖漢王劉邦爭天下。楚、漢兩軍相爭五年，最初漢軍屢為楚軍

所敗，後來卻反敗為勝。最後一戰，楚軍被圍於垓下（今安徽省靈

璧縣東南），兵少糧盡，楚軍瓦解，項羽逃至烏江（今安徽省和縣東

北）自殺。 

 
二 背景資料 

 

這首詩是項羽被圍於垓下時所作的。當時項羽被漢軍重重包

圍，夜中聽到四面傳來漢軍高唱楚歌的歌聲，驚異漢軍中楚人之多，

疑心自己的根據地楚國已被漢軍佔領，於是披衣起來，坐在帳中飲

酒，慷慨悲歌。項羽把這首歌自吟數遍，在他身邊的愛妾虞姬也跟

他一起吟唱。在他身邊屈指可數的士卒，聽後泣不成聲。 

 

項羽在突出重圍後，覺得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在烏江（今安徽

省和縣東北）邊自刎。 

 
 



積累與感興 —— 小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修訂） 

 

 

三 注釋 
 

1. 垓：○粵 [該]，[goi1]；○漢 [ɡɑ̄i]。 

2. 兮：○粵 [奚]，[hai4]；○漢 [xī]，是楚國人的慣用語助詞，相當於「啊」，

戰國時代屈原的作品，也是將兮字放在連句的轉折處的。所

以本詩是用楚國人口吻，直抒胸臆的作品。朗讀此類篇章，

在兮字處應略作停頓。 

3. 氣蓋世：氣字此處解才能、功績。項羽自負他的才能、功績超

越同一時代的人。 

4. 騅不逝：戰局不得利，坐騎不能衝出重圍。 

騅：○粵 [錐]，[zeoi1]；○漢 [zhuī]。毛色青白相雜的馬。這裏指

跟隨項羽多年的戰馬。 

逝：奔馳。 

5. 可奈何：可以怎麼辦？ 

6. 虞：項羽的侍姬，姓虞，故稱為虞姬。 

7. 奈若何：該為你作甚麼安排呢？ 

若：你。 

 
四 賞析重點 
 

這是一曲末路英雄的悲歌。項羽在八年的領兵生涯中，所向披

靡，身經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尤其是與劉邦的爭霸天下，劉

邦每戰皆敗，自己卻屢戰屢勝，但如今被圍在垓下，耳聞四面楚歌，

面臨一敗塗地的局面，就連愛妾虞姬亦且不保，憤慨之情難以抑制，

深深覺得命運弄人。 

 

「力拔山兮氣蓋世」，項羽不僅自誇力氣大，足可以拔山，也自

負有叱吒風雲，逐鹿中原的蓋世才幹，但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時

不利兮騅不逝」，項羽不能檢討自己失敗的原因，事到臨頭，祇慨歎

時運不濟，連自己心愛的烏騅馬也不能到處馳騁，其實也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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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事業的終結。不但事業終結，就連身邊最親近的人也不能保護。

「虞兮虞兮奈若何」，這是對愛姬最後絕望的呼喚，亦是自己痛苦的

反問。據說虞姬聽罷這首歌，也立刻和唱了一首歌：「漢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歌罷即當場自殺。且不

管這是真是假，但這悲淒場面，已成為後世很多小說戲曲的題材。 

 

詩的首句，是項羽發自內心深處的仰天長嘯，追述自己一生的

功業，詩意氣勢磅礴。接着三句語氣一轉，感歎天時對他「不利」，

「騅不逝」三字在兩句重複，反映了他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就算

追隨自己多年的駿馬及愛妾，也不能再馳騁疆場和妥善照顧。「虞兮」

二字重疊使用，充滿了傷感的情調。詩的每一句都以「兮」字加強

語氣，增強詠歎的色彩。這首詩充分表現了項羽陷入絕境的悲涼心

境，使人強烈地感受到末路英雄的哀痛。 

 

無論歷史對項羽的評價怎樣，從藝術的角度看，他在這首詩所

表現出的英雄氣概、悲壯情懷，已足以感動後世無數的讀者。 

 
【預習/跟進活動】 

 

1. 聆聽歷史故事《中華五千年：烏江自刎》  (長約 26 分鐘)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textversion/03chun

.htm 

2. 蒐集與「楚漢相爭」有關的成語，跟同學分享交流。 

 
【想一想】 

 

1. 劉邦屢敗屢戰，終底於成。項羽屢戰屢勝，卻一敗塗地，這跟

他們做人做事的作風有很大關係。你同意嗎？說說你的意見。 

2. 你最喜歡哪位古代或現代的英雄？為甚麼？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textversion/03chun.htm
http://rthk9.rthk.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textversion/03chu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