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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信人格分析之五：忠心為漢之執著 
● 許雅貴 

 

 

韓信接連平定三秦、破魏定代、拔趙脅燕、進攻齊國，幫助漢朝打下半壁江山，

節節逼退項羽，聲勢如日中天，大有與項羽、劉邦三分天下的機會，這也引起項羽的

驚恐，想出一條「以敵制敵」之方法，就是派武涉去遊說韓信：「何不反漢與楚連和，

參分天下王之？」1之後又有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2，面對接連

而來的遊說，韓信回答： 

 

臣事項王，官不過郎中，位不過執戟，言不聽，畫不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數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

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不祥，雖死不易。幸為信謝項王！3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車，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

人之車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豈可以鄉

利倍義乎！」4 

 

                                                 
 許雅貴，南臺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理教授 
1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卷 92，頁 1070。本文凡引用

到《史記》之內容，悉據此本，不另注明。 
2 前註 1。 
3 同註 1。      
4 《史記會注考證．淮陰侯列傳》，卷 92，頁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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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遊說之士皆循循善誘，除了遊說他自立為王，並說到現階段他只是被劉邦利用，

等到事成之後韓信仍免不了「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5之歷史教訓。

韓信說到當初在項羽那邊得不到重用，而後得到漢王的禮遇和重用，故沒有背叛漢王

三分天下的打算，他的回復是「謝謝項王的建議」，表明自己沒有此想法，明言自己的

忠心。太史公尤其寫蒯通遊說一段，用了很長的篇幅，其說足以撼動人心，依當時情

勢，韓信果有自立為王之本事，但韓信毋忘劉邦之情，故：「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6自始至終，韓信都是忠心為漢，不被遊說之士所惑，

即使有「兔死狗烹」之前例，他深信漢王不會因此對待功臣，而韓信最終仍因功高震

主而誅殺時，在臨刑之際高喊：「吾悔不用蒯通之計」7，正說明當初的確沒有謀反之

心。在〈高祖本紀〉亦有記載遊說淮陰侯之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

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8光是「韓信不聽」四字，就足以看出其忠心。清趙翼也說

：「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

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9其實遊說之詞實不需長篇大論載之，但太史公

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實表明韓信之不反也，讀者亦須留心讀之。 

 

                                                 
5 同註 4。 
6 《史記會注考證．淮陰侯列傳》，卷 92，頁 1072。 
7 《史記會注考證．淮陰侯列傳》，卷 92，頁 1073。 
8 《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卷 8，頁 174。 
9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