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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历史走过“焚书坑儒” ，走过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 ，儒家经典已经被冲

击得七零八落了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走过不远或者说刚刚过去 ，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批“四旧” ，打倒封 、资 、修 ，打倒一切 ，怀疑一切 ，一切古典的东西 ，一切

外来文化 ，几乎都受到了冲击 ，接着又来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为了写这本书 ，我翻阅了

一些当年“批林批孔”的材料 ，结论是把林彪和孔老二放在一起批判 ，太牵强 。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 ，所有的儒家经典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所幸的是批判归批判 ，没有“焚书坑儒”

那般完全彻底 ，我们还能在浩劫过后的一片狼藉中 ，找到先圣先贤的经书典籍 ，我们还能在

大批判的材料堆中翻出可贵地被痛加批判的闪光文字 。

产生注读枟千字文枠 、枟名贤集枠 、枟女儿经枠 、枟弟子规枠 、枟神童诗枠等 ５种儒家“蒙学读本”的

想法 ，是源于一本包括枟三字经枠在内的 ６种渗透儒家思想的启蒙读物的批判材料 。 “文革”

期间 ，具体地说是 １９７５年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 ７４级师生到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等 ６个工厂

开门办学 ，与这 ６个工厂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共同汇编了一本大批判材料 ，就是枟三字经枠 、

枟千字文枠 、枟名贤集枠 、枟女儿经枠 、枟弟子规枠 、枟神童诗枠等的合成本 ，这本书不是公开出版的 ，已

经无头无尾 ，体例是 ：原文 、注释 、译文 、批判 。资料不充分 ，水平不敢恭维 ，政治色彩强烈 ，尤

其是体现在“批判”部分 ，理论联系实际 ，批判十分空洞 ，我想到了写这部分的人的苦衷和言

不由衷 。

先是申报了一个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 ，把它定位为通俗读物 ，２００９年 ９ 月获得了批

准 。这样就坚定了我下工夫把这件事做完的决心 。版本不同 ，材料十分有限 ，近几年出版的

相关图书各有千秋 ，要么没有“解读” ，要么“解读”比较简单 。我参阅了力所能及可以找到的

文本 ，对“原文”进行了重新认定 ，对“注释”进行了认真梳理 ，考虑到不同程度读者的需要和

阅读方便 ，对生字加了注音 ，“译文”尽量尊重原文原意 ，并体现诗的特点 。 “解读”部分倾注

了很大精力 ，查阅了大量蒙学资料 、修身资料 、国学资料 。 “解读”就是解释 、助读 ，根据原文

原意进行条分缕析 ，尽量通过有趣的故事解释较深的道理 ，就是所谓的普及读本 ；再就是历

史与现实作对比的方法 ，来解读历史 ，历史是现实的参照 ，我们应该吸取什么 ，应该批判扬弃

什么 ，在比较中就有了鉴别 。在写作思考中 ，我感到历史总有峰回路转的一面 ，正如佛说的

人生轮回 ，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 ，使妇女处于附属地位 ，女性主义者在批判 ，“我必须是你近

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枟致橡树枠） 。要求男女平等 ，“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枟神女峰枠） 。反对贞节烈女 ，要求过女人的正

常生活 ，有人疼有人爱 。美国的全职太太风潮已过 ，日本的全职太太方兴未艾 ，韩国的全职

太太与日俱增 ，这有传统文化的因素 ，更主要的是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来的 ，中国的

全职太太初见端倪 ，呈上升发展趋势 ，这是中国的经济决定的 。



古代“蒙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春秋时 ，有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公学” ，孔子提

出“有教无类”的口号 ，开办“私学” ，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 ，平民子弟得以入学 。其教

授的礼 、乐 、射 、御 、书 、数 ，即六艺 ，教育体系相当完善 ，而且重实际应用 。但孔子的学生年龄

参差不齐 ，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 。

明清代中国的小学完全是“私立”或“民办”的 ，故称为“私塾” ，不需要国家一分教育经

费 ，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 ，不必建立校舍 ，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为学校 ，家族的祠堂也

可以作为教学场所 ，而教育经费由社会集资办学 。

蒙学可以分为两个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为识字教育 ，教材有枟三字经枠 、枟百家姓枠 、枟千字

文枠 ，简称三千百 。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曾说 ：“初入蒙先读枟三字经枠以司见闻 ；读枟百家姓枠

以便日用 ；读枟千字文枠以明义理” 。 “三 、百 、千”作为童蒙必读课本 ，使用之普及 ，是其他任何

读本都无法比拟的 。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 ，教材有枟声律启蒙枠 、枟龙文鞭影枠 、枟幼学琼林枠 、枟千金裘枠 、枟千家

诗枠 、枟增广贤文枠等 。教材是几百年不变的 ，秀才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 ，不必备课 ，只要学生

坐定 ，便可开口上课 ，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 。而现在的小学教学主要精力放在提

炼主题思想上 ，还要归纳段落大意 ，虽然也有背诵和习字 ，但功夫不到只是点缀 。

而蒙学完成之后 ，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 ，枟三字经枠中有明确的指导 ：“枟小学枠终 ，至‘四

书’ ，⋯ ⋯四书熟 ，如六经 ，始可读 。 ⋯ ⋯经既明 ，方读子 ，撮其要 ，记其事 ，五子者 ，有荀扬 ，文

中子 ，及老庄 。经子通 ，读诸史 。”

近代学者都认为读四书五经是古代教育失误 ，其实不然 ，古代的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

头 ，现在我们还在广泛使用的成语典故 ，多数都来源于古代的经典 ，如果已经背熟“四书五

经”以及枟老子枠 、枟庄子枠等经典 ，还要什么枟成语词典枠呢 ？

我国开蒙识字课本 ，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 ，有枟仓颉篇枠 、枟爰历篇枠 ；汉代则有司马相如的

枟凡将篇枠 、贾鲂的枟滂喜篇枠 、蔡邕的枟劝学篇枠 ，史游的枟急就章枠 ；三国时代有枟埤苍枠 、枟广苍枠 、

枟始学篇枠等等 ，这些当时被称为“字书”的作品多数影响不大 ，只有枟急就章枠对后世产生了

影响 。

“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 。本书所选的枟千字文枠是流传时间最长使用最为广

泛的蒙学教材 ，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枟百家姓枠 ；南宋王玉麟所撰枟三字经枠 ；明朝萧有良撰

枟龙文鞭影枠 ；明末清初程登吉撰枟幼学琼林枠 。其他还有枟千家诗枠 、枟增广贤文枠 、枟声律启蒙枠 、

枟千金裘枠等等 。

古代教育以道德文章直接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如何修身 ，如何胸怀天下 。完成蒙学 ，有

了对句和作诗的基础 ，再进行“四书”“五经”教育 ，就开始学写游记 ，继而学写“论” ，就是写政

论文章 ，内容都是有关“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 。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培养的对象上 ，古代培养的是政治家和教化者 ；

而现代教育是普及教育 ，所培养的是全面人才 。

古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做人” ，强调“修身” ，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理想的

“君子” 。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能“穷则独善

其身” ，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好人 ，安贫乐道 ，怡然自得 ，何况还能从事教育或从事其他行业 。

“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 ，读书有了空闲就去做官 ，做官有了空闲就去读书 ，学习的目的十

分明确 。上为“帝王师” ，下为“父母官” ，一切为了“教化” ，“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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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 。”古代人从小就树立“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雄心壮志 ，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 。

蒙学是国学的精粹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以来 ，蒙学文本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有学者

称其为“蒙学热”时期 。出版了大量的蒙学文本 ，如徐梓编辑的枟蒙学辑要枠包括枟蒙学便读枠 、

枟蒙学诗歌枠 、枟蒙学须知枠和枟蒙学要义枠４册 ，分类收录传统蒙书 。书末所附枟中国传统蒙学

论著目录枠收录了 １３００多种蒙学读物 ，徐梓另著有枟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枠一书 ，该书从周秦

到明清的蒙学文本按时期分类介绍 ，是全面系统地对古代蒙书进行梳理的一部力作 。

港台学者林龙盛的两篇文章枟敦煌所藏的童蒙读物枠和枟敦煌童蒙读物分类初探枠 ，郑阿

财 、朱风玉合著的枟敦煌蒙书研究枠一书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 、知识类 、道德类 ３大类 １０小

类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分析 。此外 ，日本学者对枟蒙求枠 、枟急就章枠 、枟三字经枠等几种蒙学

文本的论述较多 。如早川光三郎用力于枟蒙求枠的研究 ，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包括枟枙蒙求枛诸

本考枠（１ 、２ 、３） 、枟枙蒙求枛的影响枠（１ 、２ 、３） 、枟枙蒙求枛论考枠 、枟蒙求枠（上 、下）等 。以上这些研究

成果无疑为我们今天认识了解蒙学文本 ，进一步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

鲁迅在枟我们怎样教育儿童枠一文中说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 ，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

法 ，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 ，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 ，则其功德 ，

当不在禹下” ，明确强调了包括蒙学文本研究在内的传统童蒙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周谷城在

为枟传统蒙学丛书枠作序时说 ：“研究宋代文化 ，除了枟困学纪闻枠 、枟剑南诗稿枠 ，也不妨研究研

究枟三字经枠和枟百家姓枠 。虽然枟三字经枠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 ，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

教育 ，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 、神道观 、伦理观 、道德观 、价值观 、历史观 ，在这类

书中 ，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 ，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 。”他接着指出 ：“有的蒙

学书能够长久流行 ，为社会长期接受 ，在传授基本知识 、进行道德教育 、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

忆的形式等方面 ，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 ，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 。仅仅在这一点上 ，即自

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近年在蒙学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徐梓甚至认为 ：“我们说中

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蒙学文本）并不是什么极端言论 ，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这

些话无疑很好地说明了蒙学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

研究在适用 ，我做这本书的目的除了想在蒙学研究方面做点努力外 ，更多的还是想普

及 ，让不同程度的学生能够阅读 ，能够领会其中的道德力量 、人格力量 ，还有博大胸怀 。

２０１１年 ４月 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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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道德的滋养良方

（代序）

　 　 “国学”一词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国学即大国学 ，是指中国的学问 ，历史 、哲学 、

地理 、书画 、建筑无所不包 ；狭义国学即小国学 ，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时代西学东渐 ，有人相

对于“西学”提出的“国学” 。现在“国学热”的“国学”界定 ，应该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

统文化与学术 ，具体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基础涵盖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 ，宋明理学和同

时期的汉赋 、六朝骈文 ，唐宋诗词 ，元曲 ，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典籍等 。牛教授所谓的蒙学

文本即中国古代启蒙教材 ，因为与儒学一脉相承 ，我以为应算是小国学范畴 。

古代教育简单而实际 ，识字 、习字 、背诵 、作文 ，这些做完了 ，做人的道理也就学到了 。修

身 、齐家的本事有了 ，到了相当于现在的高等教育才开始学“四书” 、“五经” ，学写“论” ，那是

兼济天下的本事 ，修养达到了忠君报国的宏图伟愿 。

牛殿庆教授从发黄的故纸堆中捡出这么五种古代的小学课本来重新注读解析 ，我首先

认为他是一个尊重传统热爱儒家文化热爱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人 。从上个世纪 １９６６年的

“破四旧”开始 ，一直到近几年的国学热 ，我们这些优秀的蒙学文本足足被破坏被尘封被冷落

了近 ３０年 ，直到近几年国学又一次“发热”了 。当我们把它掸去尘土揭开盖子 ，才发现这真

是一坛坛浓醇的酒 。这掸去尘土揭开盖子的手就有一双是牛教授的 。历史走到今天 ，应该

有这么一些人把我们老祖宗的财宝好好整理一下传给下一代 。

其次 ，我认为牛教授是一位热爱教育的老师 。关心启读教材就是关心中国教育事业 ，十

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乃立国大业 ，每个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必须有“怀着一颗心来 ，不带

半根草去”的高风亮节 ，这才会有中国教育的辉煌未来 。

作为一所高校的管理工作者 ，我一直在思考 ，富起来的中国缺什么 ？恶性案件在增加 ，

不肖子孙在增加 ，大学生厌学 ，邻里之间冷漠 ，见义不勇为 ，救助受怀疑 ，这个社会怎么了 ？

这是责任道德的缺失 。小平同志说得好 ，如果风气搞坏了 ，经济上去了还有什么意义 ？改革

绝不能付出精神文明这一代价啊 ！所以我要说重建校园文明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曾培训过中

层干部“执行力” ，又在全校推行职业素养工程 ，接着建设校园文化品牌 ———责任文化 ，作为一

种和谐校园建设的成果在国家 、省市都获了奖 ，我坚信这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

第三 ，我认为牛教授就是“牛”老师 ，他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是“中国奶” ，

而我们国家的孩子有很多从生下来就吃“洋奶” ，对“中国奶”不屑一顾 ，当然这不是孩子们的

选择 ，责任在家长在社会 。我想作为黄皮肤 、黑头发的华夏子孙 ，应该先用“中国奶”垫底 ，这

样身板会更结实些 ，更像个中国人 。

这学期克服了师资不足等很多困难 ，我们学校还是让每个学生都接受了一次责任文化

和国学素养道德教育讲座 ，牛教授都积极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责任文化进课堂 ，他的

讲座是枟孔子教我们讲诚信枠 ，“国学素养大课堂”他的讲座是枟人子之道在齐家行孝 ———读

枙弟子规枛讲孝道枠 ，枟心要忠恕 意要诚实 ——— 枙读名贤集枛讲诚信枠 ，其实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



这本书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这本书无疑是我们今天市场经济背景下 ，聊救责任道德缺失的一

剂良方 。牛教授是我们“责任文化”和“国学素养大课堂”的重要成员 ，他的这个研究成果也

是我们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重要内容 。

现在回到这本书概括一下它的特点 。

从目录上看 ，你就能感到作者很用心 ，小标题文字整齐 ，不离文本 ，能概括文本的每部分

内容 ，又极尽简练 ，文有文风 ，诗有诗意诗情 。尤其是枟弟子规枠的小标题 ，除了“总叙” ，都翻

译成六字小标题 ，既不离原意 ，又能涵盖内容 ，如 ，第四部分 ，原文标题是枟谨枠 ，牛教授把它改

成枟言行勤勉谨慎枠 ，第五部分原文是枟信枠 ，改成枟诚信为人之本枠 ，这也是便于学习的 。 枟千字

文枠 、枟神童诗枠 、枟女儿经枠及枟名贤集枠其他版本都没有二级标题 ，为了读者便于阅读与掌握文

本内容 ，牛教授都作了详细的划分并设了恰当的标题名称 。

对五种启蒙课本都进行了详尽的“概说” ，从成书 、影响 、特点等一一道来 ，“概说”即可知

文本全貌 。这也是牛教授用心良苦之处 。

据说原文参阅了最少五种版本的同类文献 ，不厌其烦 ，一一对照 ，尤其是“注释” ，尽量详

细 、准确 ，力求言简意赅 。牛教授研究朦胧诗 ，又写现代诗 ，在翻译上有他独到之处 ，就是不

失诗意 ，抛却朦胧 ，就是力求让人读懂 ，又不敢丢失诗意 ，功夫就用在语言凝练 、流畅和押韵

上 ，如枟千字文枠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咸河淡 ，鳞潜羽翔 。”译成 ：“水果中最珍贵的是李

子和苹果 ，／蔬菜中看重芥菜和生姜 。 ／海水是咸的 ，河水是淡的 ；／鱼儿在水下游 ，鸟儿在空

中飞翔 。”

这本书叫“选读” ，其实就是阅读讲解 ，这是帮助阅读的一种手段 。这需要调动大量的知

识储备 ，而且还要恰如其分地对原文进行分析论证 。牛教授采用的是用生动的故事说明深

刻的道理的方法 ，当然 ，这其中融汇了解释分析论证 ，是以可见牛教授的功力和功夫 。

总之 ，牛教授这本书 ，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尊重文本 ，尊重作者 ，照顾到各个

层面的读者 ，尤其他考虑到了亲子阅读 ，比如在注释中加汉语拼音注解生字 ，这对于我们学

习国学 ，继承发扬儒家文化精髓 ，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校国学大课堂的

重要阅读书目 ，希望这本书能赢得社会上的广泛阅读 。

我本人是学工科专业出身的 ，从事的工作 ，基本上与国学不沾边 ，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

学问为这本书写序 。但我又认为 ，老祖宗留下的精髓对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就是有用 ，否则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学校里课堂上有那么多的国学 ？中国人没有理由不继承 。我更认为中国

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根 ，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责任维护 、传播 ，竭尽全力把根留住 ！所以欣

然领命 ，写此为序 。

２０１１年 ７月

（李维维 ，教授 ，宁波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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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船到江心补漏迟 （２８５）⋯⋯⋯⋯⋯⋯⋯⋯⋯⋯⋯⋯⋯⋯⋯⋯⋯⋯⋯⋯⋯⋯⋯⋯⋯

七 、常将有日思无日 （２８６）⋯⋯⋯⋯⋯⋯⋯⋯⋯⋯⋯⋯⋯⋯⋯⋯⋯⋯⋯⋯⋯⋯⋯⋯⋯

八 、金风未动蝉先觉 （２８８）⋯⋯⋯⋯⋯⋯⋯⋯⋯⋯⋯⋯⋯⋯⋯⋯⋯⋯⋯⋯⋯⋯⋯⋯⋯

九 、蒿蓬隐着灵芝草 （２８９）⋯⋯⋯⋯⋯⋯⋯⋯⋯⋯⋯⋯⋯⋯⋯⋯⋯⋯⋯⋯⋯⋯⋯⋯⋯

十 、算来名利不如闲 （２９０）⋯⋯⋯⋯⋯⋯⋯⋯⋯⋯⋯⋯⋯⋯⋯⋯⋯⋯⋯⋯⋯⋯⋯⋯⋯

十一 、人老何曾再少年 （２９２）⋯⋯⋯⋯⋯⋯⋯⋯⋯⋯⋯⋯⋯⋯⋯⋯⋯⋯⋯⋯⋯⋯⋯⋯

十二 、义断亲疏只为钱 （２９４）⋯⋯⋯⋯⋯⋯⋯⋯⋯⋯⋯⋯⋯⋯⋯⋯⋯⋯⋯⋯⋯⋯⋯⋯

十三 、子孝何须父向前 （２９５）⋯⋯⋯⋯⋯⋯⋯⋯⋯⋯⋯⋯⋯⋯⋯⋯⋯⋯⋯⋯⋯⋯⋯⋯

十四 、心好家门生贵子 （２９７）⋯⋯⋯⋯⋯⋯⋯⋯⋯⋯⋯⋯⋯⋯⋯⋯⋯⋯⋯⋯⋯⋯⋯⋯

十五 、识人多处是非多 （２９８）⋯⋯⋯⋯⋯⋯⋯⋯⋯⋯⋯⋯⋯⋯⋯⋯⋯⋯⋯⋯⋯⋯⋯⋯

十六 、恶人自有恶人磨 （２９９）⋯⋯⋯⋯⋯⋯⋯⋯⋯⋯⋯⋯⋯⋯⋯⋯⋯⋯⋯⋯⋯⋯⋯⋯

十七 、良言一句三冬暖 （３００）⋯⋯⋯⋯⋯⋯⋯⋯⋯⋯⋯⋯⋯⋯⋯⋯⋯⋯⋯⋯⋯⋯⋯⋯

十八 、不信男儿一世穷 （３０２）⋯⋯⋯⋯⋯⋯⋯⋯⋯⋯⋯⋯⋯⋯⋯⋯⋯⋯⋯⋯⋯⋯⋯⋯

十九 、花开能有几日红 （３０３）⋯⋯⋯⋯⋯⋯⋯⋯⋯⋯⋯⋯⋯⋯⋯⋯⋯⋯⋯⋯⋯⋯⋯⋯

二十 、越奸越狡越贫困 （３０４）⋯⋯⋯⋯⋯⋯⋯⋯⋯⋯⋯⋯⋯⋯⋯⋯⋯⋯⋯⋯⋯⋯⋯⋯

二十一 、君子公平托上苍 （３０６）⋯⋯⋯⋯⋯⋯⋯⋯⋯⋯⋯⋯⋯⋯⋯⋯⋯⋯⋯⋯⋯⋯⋯

二十二 、一字千金价不多 （３０７）⋯⋯⋯⋯⋯⋯⋯⋯⋯⋯⋯⋯⋯⋯⋯⋯⋯⋯⋯⋯⋯⋯⋯

后 　记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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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千字文枠解读

概 　 　说

据唐朝枟尚书故实枠记载 ，枟千字文枠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为了教儿子识字习书 ，

从收藏的王羲之字帖中勾摹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 ，每字片纸 ，让颇有才学的大臣员外散骑侍

郎周兴嗣编成了韵文 。 枟梁史枠中有记载 ：“上以王羲之书千字 ，使兴嗣韵为文” 。周兴嗣煞费

心机 ，一夜之中即编缀完成 ，且全文对仗工整 ，宛转有致 ，令人叫绝 ，而周兴嗣也因劳累过度

而“鬓发皆白” 。

我国开蒙识字课本 ，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 ，有枟仓颉篇枠 、枟爰历篇枠 ；汉代则有司马相如的

枟凡将篇枠 、贾鲂的枟滂喜篇枠 、蔡邕的枟劝学篇枠 ，史游的枟急就章枠 ；三国时代有枟埤苍枠 、枟广苍枠 、

枟始学篇枠 ；等等 ，这些当时被称为“字书”的作品多数影响不大 ，只有枟急就章枠对后世产生了

影响 。 枟急就章枠虽然是枟仓颉篇枠之后较突出的开蒙识字课本 ，但由于流传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 ，其权威性到南北朝时已大不如前 ，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启蒙读物如枟庭诰枠 、枟诂幼枠之

类 ，可读性亦有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枟千字文枠问世了 。它的惊人之处是使用时间之

长 ，枟千字文枠使用了 １４００多年 。作为小学教材 ，使用时间之长 ，使用范围之广 ，可以说是空

前绝后的 。而且这并不是政府编写 ，颁发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 ，而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 ，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统一教材 。更惊人的是朝代在不断地更替 ，政策和方针也在不断地改

变 ，而教材却一如既往地沿用 。

枟千字文枠行文流畅 ，内容丰富 ，气势磅礴 。但由于时间久远 ，内容已不易理解 ，清人汪啸

尹 、孙谦益编着的枟千字文释义枠 ，将枟千字文枠分成四章 ，这样更容易使人理解它的内容 。 枟千

字文枠与枟字经枠和枟百家姓枠相比 ，基本上不存在被人反复修改 、增补的问题 。因而版本清楚 ，

面貌原始 ，给后人阅读带来了许多方便 。

枟千字文枠有以下四大特点 ：

一是所谓千字文 ，就是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 ，这是它适合识字的最大特点 。历代书法

家看重它字不重复的特点 ，更竞相书写 。隋唐之际的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七世孙 ，他用 ３０

年的时间 ，摹写了 ８００本真草枟千字文枠分赠浙东各寺庙 。智永的这一举动有两个意义 ：一是

弘扬了王氏家族的书法艺术 ；二是使枟千字文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完整的保存 。智永之举

影响了以后的书法大师 ，写枟千字文枠的有怀素 、宋徽宗 、赵孟頫 、文征明 、启功等 。他们的书

体与风格各异 ，可谓千字千姿 ，无疑大大促进了枟千字文枠在民间的传播 ，大大提高了枟千字

文枠的知名度 ，而且也为世人留下了这些伟大的书法艺术瑰宝 。

也是看中这一特点 ，很多官府的档案 、大部头的书籍 、商店的账簿等 ，也常用枟千字文枠的



字序来编号 ，某些地区的街道也有用枟千字文枠命名的 。宋代真宗时 ，编成了一部 ４３５９卷的

枟道藏枠 ，分装在 ４００多函中 ，每一函都按枟千字文枠的顺序编号 ，起于“天地玄黄”的“天”字 ，终

于“宫”字 ，所以人称这部枟道藏枠为枟大宋天宫道藏枠 。明清时期 ，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 ，每一

间用于考试的号房都用枟千字文枠来编号 。 枟儒林外史枠第二回描写了一个屡试不中的周进到

省城参观贡院时的情景 ：“到了龙门下 ，行主人指道 ：‘周客人 ，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 。’进去两

边号房门 ，行主人指道 ：‘这是天字号了 ，你自进去看看 。’周进一进了号 ，见两块号板摆的齐

齐整整 ，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 。”

二是语言洗练 ，文辞优美 ，对仗工整 ，行文流畅 ，气势磅礴 ，便于朗诵 ；故事结构从开天辟

地到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 ，曲折婉转 。 枟千字文枠讲述了人类的早期历史和商汤 、周武王时盛

世的表现 ，即文中所说的“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 。爱育黎首 ，臣伏戎羌 。遐迩一体 ，率宾归王 。

鸣凤在竹 ，白驹食场 。化被草木 ，赖及万方” ；也极力描绘都邑的壮丽 ，“宫殿盘郁 ，楼观飞

惊” ；还教诲做人要“知过必改” ，讲信用 ，保持纯真本色 ，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 ，“信使可覆 ，

器欲难量 。墨悲丝染 ，诗赞羔羊” 。章太炎曾说 ：“枟三字经枠与枟千字文枠相比较 ，有两个不足 ，

即字有重复 ，辞无藻采 。”枟千字文枠在文采上独领蒙学读物风骚 ，堪称训蒙长诗 。

三是在思想内容上熔各种知识于一炉 ，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通篇贯穿以统一的思想 ，脉

络清晰 。 枟千字文枠虽然只有一千字 ，但却概括了自然 、历史 、伦理 、教育整个封建社会上层建

筑的意识形态 ，贯穿了读书 、修身 、立德 、纲常伦理 、积极入世等重要儒家思想 。

四是枟千字文枠由钦命而成 ，专门为皇室所编 ，更具影响力和知名度 。所以 ，枟千字文枠渐

渐地成为枟仓颉篇枠之后 ，又一突出的开蒙读物 。顾炎武说 ：“读者苦枟三苍枠之难 ，便枟千文枠之

易 ，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 。”它的长处后来为枟三字经枠所吸取 ，为这部优秀童蒙读物的

出现提供了借鉴经验 ，这只要对二者稍加比较就可明白 。唐以后的历代把枟千字文枠作为启

蒙课本 ，还被翻译成蒙 、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和多种外文 ，如日本 、朝鲜 、英文 、法文 、拉丁文和

意大利文等 。日本不仅有多种版本的枟千字文枠 ，而且出现了很多内容各异但都以枟千字文枠

为名的作品 。 １５８３年朝鲜出版了以朝语释义注音的枟石峰千字文枠 。其中一些字句甚至变

成了口头语 。还出现了一大批以枟千字文枠为名的作品 ，如唐朝僧人义净编纂了枟梵语千字

文枠 ，宋人胡寅着有枟叙古千字文枠 ，元人夏太和有枟性理千字文枠 ，明人卓人月有枟千字大人

颂枠 ，吕裁之有枟吕氏千字文枠 ，清人吴省兰有枟恭庆皇上七旬万寿千字文枠 ，太平天国有枟御制

千字诏枠等等 。

枟千字文枠逐渐成为蒙学的主要识字课本 ，义理上的教育功能退居其次 。另外 ，由于周兴

嗣编文时毕竟受到文字的限制 ，不少句子用字生僻 ，句法过于简省 ，内容也常交叉断续 ，加上

年代久远 ，因此更影响到学童对其义理的理解 。编者在浅释 、注解时 ，参照多家注本 ，反复揣

摩周兴嗣之本意 ，疏通了很多历来人们觉得兀然费解的文句 ，使枟千字文枠章次清晰 、思路明

了 、转接自然 、前后贯通的特点得到正确的再现 ，并补充了许多引证材料 。这对读者理解这

篇古代妙文一定会带来帮助 。对其中必然带有的封建伦理说教 ，则希望读者正确认识 ，剔除

糟粕 ，吸取精华 ，结合现实给阅读此书的儿童多做必要的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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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天辟地篇

原文

天地玄黄［１］
，宇宙洪荒［２］

。

日月盈昃［３］
，辰宿［４］列张［５］

。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

闰余成岁［６］
，律吕调阳［７］

。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

金生丽水［８］
，玉出昆冈［９］

。

剑号巨阙［１０］
，珠称夜光［１１］

。

果珍李柰［１２］
，菜重芥姜 。

海咸河淡 ，鳞潜羽翔［１３］
。

注释

［１］玄 ：黑里带红的颜色 。为避清圣祖玄烨（yè ，音叶）讳（huì ，音会） ，曾改作元 。

［２］宇宙 ：四方上下叫宇 ，古往今来叫宙 ，包括整个空间和时间 。洪荒 ：大荒 ，蛮荒 ，指

远古 。

［３］盈昃（zè ，音啧） ：盈 ，月圆 ；昃 ，太阳偏西 。

［４］辰宿（xiù ，音秀） ：辰是对日月星的总称 ，古代天文学家把某些星的合体叫作宿 。辰

宿就是星宿 。

［５］列张 ：排列分布 。

［６］闰余成岁 ：地球公转一周约需要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 ，这就是一年 。农历平

年十二个月 ，大月三十日 ，小月二十九日 ，每年还不够三百六十日 。把余下的日数积累够一

个月的时候 ，就在这一年增加一个月（闰月） ，成为十三个月 ，这就是闰年（农历大致是三年闰

一次 ，五年闰二次） 。

［７］律吕调阳 ：律吕是古代用竹管制成的校正乐律的器具 ，有阳律 、阴律各六 ，合成十二

律 。阳六称律 ，阴六称吕 。这里指用律吕调和阴阳 ，使时序正常 。

［８］丽水 ：就是现在的金沙江 ，江里产沙金 。

［９］昆冈 ：昆仑山的简称 ，是我国新疆和西藏间的大山脉 ，著名的产玉石的地方 。冈 ，

山冈 。

［１０］巨阙（quē ，音缺） ：宝剑名 ，据说越王允常令欧冶子铸剑 ，即湛庐 、纯钧 、胜邪 、鱼肠 、

巨阙五剑 ，其中最好的一把就是巨阙 。

［１１］夜光 ：宝珠名 ，在夜间发光 ，故名 。 枟搜神记枠中说隋侯救好了一条受伤的大蛇 ，后来

大蛇衔了一颗珍珠来报答他的恩情 ，那珍珠夜间放射出的光辉能照亮整个殿堂 ，因此人称夜

光珠 。

［１２］柰（n苯i ，音耐） ：没有经过人工培养改良的原品种的苹果砧木 ，白色花 ，俗称花红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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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沙果 。

［１３］鳞 ：泛指鱼类 。羽 ：泛指鸟类 。

译文

开天辟地时天是黑红的 ，地是黄色的 ；

茫茫宇宙一片荒凉 。

太阳有正有斜 ，月亮有圆有缺 ；

星辰分布在浩瀚的天空 。

春夏秋冬循环变换 ，夏天热冬天凉 ；

秋季收割 ，冬天储藏 。

闰日积成闰月 ，才有闰年 ；

六律六吕来调节一年的阴阳 。

云气升到天空 ，遇冷形成雨 ；

露水碰上寒夜 ，凝结为霜 。

金子生于金沙江底 ，

玉石出自昆仑山岗 。

最有名的宝剑叫巨阙 ，

最贵重的明珠叫夜光 。

水果中最珍贵的是李子和苹果 ，

蔬菜中看重芥菜和生姜 。

海水是咸的 ，河水是淡的 ；

鱼儿在水下游 ，鸟儿在空中飞翔 。

解读

这一段从开天辟地讲起 ，有了天地 ，就有了日月 、星辰 、云雨 、霜雾和四时寒暑的变化 ，也

就有了孕生于大地的金玉 、铁器（剑） 、珍宝 、果品 、菜蔬 ，以及江河湖海 ，飞鸟游鱼等等 。描述

这一切的同时 ，也在赞扬人们的历代辛勤劳作 、勇敢 、智慧的伟大成果 。 枟千字文枠的作者描

绘出了一幕幕和谐 、繁盛的景象 ，让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天地万物依照自然规律正常运

转 ，与人类社会的有序活动是统一的 。儒家文化的精髓 ，在于其要求事物都应纳入合理正常

的轨道运行 。就是万物都是有规律的 ，这是自然的法则 。脱离就不和谐 ，不和谐就天下大

乱 ，天下大乱就百姓遭殃 ；生态也会被破坏 ，上天就会惩罚人类 。所以 ，要遵循一切规律办

事 ，尊重自然规律 ，匡正天下之乱 ，顺应自然 ，古代帝王 、君主施行仁政 、礼治都不过是其手

段 ，所以就有匡扶正义 、拨乱反正 、顺应天意 、替天行道 、还天下以清明等说法 。道家老子提

倡的无为之道 ，并不是让人们抛弃礼数 ，而是让人们放下形式上的执著 ，回归到先天不德而

德 ，自然而然 ，道的本体上来 。这个本体 ，就是先天之性 、自然之性 、本然之性 。

根据枟史记 ·殷本纪枠记载 ：纣王“好酒淫乐 ，嬖（必）于妇人 ，爱妲己 ，妲己之言是从 。”喜

欢酒和美女 ，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 ，只要是妲己的话他都听 。

纣王把祭祀鬼神的事情给忘了 ，这在当时是悖逆天理的 。后来他的一个太师 ，带着他的

祭乐器投奔了周 。他把祭祀鬼神的乐器礼器给带走了 。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 ，纣王把这个

礼器给丢了 ，是极其违背礼教的 ，等于把王朝给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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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还造了酒池肉林 ，叫好多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 ，妲己陪他在旁边看着取乐 ，从

此君王不早朝 ，这叫荒淫无道 ，悖逆朝纲 ，也是不按规律办事 。

纣王最不按规律办事的是灭绝人性 ，就是极度残忍的违背人道 。妲己帮他发明了炮烙

之刑 ，就是拿一个铜管铜柱子 ，中间空的或者不空 ，底下架上柴火烧 ，把人绑在上面 ，谁要向

他进谏谁要反抗他 ，就给绑上头 。商纣王的叔父贤臣比干看不下去了 ，就向他进谏 。他嘲讽

比干 ，说你是圣人啊 ，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 ，把你的心掏出来我看看 ，比干就被剖心了 。纣

王的叔父箕子 ，逃到朝鲜半岛 ；谋杀了姜后 ，随后更是加害太子殷郊 、殷洪 。终于各路诸侯见

纣王如此无道 ，一齐起来反了朝歌 。建造鹿台 ，搜刮民脂民膏 ，民工尸骨累累 ，万民痛苦不

堪 ，民心向背 。纣王违背天道和人道 ，就是悖逆人伦 、纲常 、自然规律 ，终于因无道 ，天怒人

怨 ，四海鼎沸 ，最终天下归周 。

此篇作为全篇的总纲领 ，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 。

二 、始创文明篇

原文

龙师火帝［１］
，鸟官人皇［２］

。

始制文字［３］
，乃服衣裳［４］

。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５］
。

吊民伐罪［６］
，周发殷汤［７］

。

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８］
。

爱育黎首［９］
，臣伏戎羌［１０］

。

遐迩一体［１１］
，率宾归王 。

鸣凤在竹［１２］
，白驹食场［１３］

。

化被草木 ，赖及万方［１４］
。

注释

［１］龙师 ：原始社会 ，太皞伏羲氏以龙作为图腾 ，故称龙师 。火帝 ，燧（suì ，音岁）人氏发

明钻木取火 ，人们吃到了熟食 ，所以叫火帝 。

［２］鸟官 ：原始社会少昊（h苯o ，音号）这个部落是以鸟作为图腾 ，故谓鸟官 。人皇 ：原始

社会传说中的三皇（天皇 、地皇 、人皇）之一 。 枟史记 ·补三皇本纪枠中说 ：“人皇有九个头 ，乘

着云车 ，驾着六只大鸟 ，兄弟九人 ，分掌九州岛各岛 ，各立城邑 ，共传 １５０代 ，合计 ４５６００年 。”

［３］始制文字 ：黄帝的史官仓颉（jié ，音皆）根据日月形状 、鸟兽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创

造了汉字 。 枟淮南子 ·本经训枠记载 ，仓颉造字时天地震动 ，天雨栗 ，鬼夜哭 。

［４］乃服衣裳 ：衣 ，上衣 。裳 ，裙子 。古代男子也穿裙子 。嫘祖为黄帝正妃 ，她发明了养

蚕缫丝织锦染五色衣裳 ，结束了古代先民以树叶兽皮遮体的荒蛮时代 。历史上还有黄帝大

臣胡曹发明衣裳的说法 。

［５］推位让国 ，有虞（yú ，音于）陶唐 ：虞 ，是舜的封地 。陶唐 ，尧始封于陶 ，后封于唐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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