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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三种旧时流行的蒙学读物，习

称“三、百、千”。

《三字经》的作者，明清人多指为南宋名儒王应麟，也有宋人区

适、明人黎贞等说，但都是出于传闻，并无实在的证据。《三字经》中

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

后，获得全面的尊崇和推行，已是进入元代的事。而《三字经》又有

鼓励仕进的内容，故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

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

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

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说明

《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今本《三字经》还有

对明清历史的简述，则是历代增补的结果。

《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陆游《秋日郊居》诗

“授罢村书闭门睡”句下自注：“《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南

宋学者王明清还对《百家姓》进行考证，认为赵指赵宋，钱指吴越，孙

为钱俶正妃，李为南唐李氏，周、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故

“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玉照新志》）。我们看百家姓所

收哈、爱等姓，都是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可知王氏所言不为

无据。吴越钱氏在宋太祖开国后即入贡，至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率

土归降（时李氏新亡不久），《百家姓》可能即成于这一时期。

１



“三、百、千”中唯一可知作者与撰作时期的是《千字文》，系南朝

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距今已有一千

四百多年。它的撰作，相传还有一段故事：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

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唐李绰《尚书故实》）

《千字文》中，除了“潔”字两见外，其余都无重复。周兴嗣能在一夜

之间，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韵文，而且对仗工整，条理贯穿，

文采斐然，确实令人称绝。难怪它风行历久，以至其字序被广泛用

作坊里屋舍、簿册卷宗的编号。

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三、百、千”各有所长：《三字经》言简意

赅，内容丰富；《百家姓》常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

转有致。而一旦配合使用，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所谓“读《三字

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明吕坤

《社学要略》）。所以千百年来，家弦户诵，几于无人不晓。历代以

来，“三、百、千”的改续本、仿写本，不下百余种，有的还是用方言、满

蒙文字以至日语、梵语所写成；同时，各种释音、释义的注解本也层

出不穷。“三、百、千”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本书所辑入者计有：

一、《三字经注解备要》　原署“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岳

门朗轩氏较正，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上元紫巢氏重较”，似成

于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注者以“袖里《通鉴纲目》”自许，而行文多

有挦撦黄继善《史学提要》之处。对名物的解释更是诸家杂糅，且时

见窳误、脱漏，反映出西学东渐时期蒙书守旧陋闻的一面。

二、《重订三字经》　章太炎订定。这是章氏以提倡“国粹”对

抗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之一，但弁首的《题辞》对《三字经》作了较为全

２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面和公允的评价，所进行的修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对《三字经》

的新要求，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百家姓》　依康熙《御制百家姓》例，保留了有关姓氏的郡

望。郡望为望族的郡属，起于魏晋，门阀士庶观念影响着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存之可备检索。

四、《千字文释义》　原署“汪啸尹先生纂辑　孙谦益先生参

注”。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记载毛纶（声山）六十岁时汪啸尹有祝

嘏诗，可知汪为清初时人。然《千字文》已经编定，又何需清人“纂

辑”？观“啸尹”为字号，而“谦益”更像实名，并存不伦。因疑此孙谦

益或即曾为《欧阳修集》作解的宋代注家，汪氏所纂辑者当为宋人所

作的《释义》。从隋代起即出现了《千字文》的种种释本，以此书为较

胜。当然，其注释也未能尽脱腐儒的窠臼。

“三、百、千”是迄今完整保存的产生最早、使用最久、影响范围

最广的蒙书。自从它们出现后，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百、千”的这种稳定性和适应性，固然由它的形式与思想内容所

决定，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惰性。一方面，介绍三

种传统的启蒙读物，另一方面，为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一份

参考资料，这便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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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天地名物之大，古今事迹之广，得之散见者繁而难，获之类聚者

简以易。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诲子弟之发蒙者，咸

珍若球刀。然幼年童稚，不过仅习其文而已，不知此书即一部袖里

《通鉴纲目》也。王晋升先生虽有注解，未窥全豹；认庵柏先生更加

增补，亦嫌疏漏。道光庚戌春，余适锦城，偶得衡阳贺兴思先生编辑

注解俗讲一书。翻阅未竟，不禁欣然曰：“此诚古今奇观也！”询其从

来，乃自京师中带回抄本，惜哉未传剞劂，不能遍海内而有之。自予

抄获此书，都心向往焉。已而请贷抄誊数次，至秋乃获。越数日，始

竣。奈仓忙中，原本之内多有舛讹，未暇更正；且于帝王一节，诸僭

伪国亦未全载。不时披览，于余心终觉歉然。兹于馆课之暇，重加

订补，与原本稍为详细。奈予年五旬有二，目力就衰，字迹虽非模

糊，而点画歪斜可耻。越月抄成，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

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

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瞭如指掌。是散

见于诸子百家之中者，而以一帙聚之，则此书注解，不惟好古博经者

资其便于睹记，而寻章摘句之后生小子，亦得以广其见闻焉。余不

揣荒陋，抄竣，爰叙始末，以弁诸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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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注解备要

　　人之初，性本善。
注　“人”，泛指众人也。“初”，是有生之初。“性”，是性理之性，与

下性情“性”字不同。此两句，乃立教之初，发端之始也。盖天以阴阳五

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即赋焉。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

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

阳。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故人生偶以夫妇。阴阳合而后雨泽降，夫

妇合而后家道成。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天，属阳；坤为地，属阴。

父为天，气禀乾道，属阳；母为地，气禀坤道，属阴。天覆乎上，地载乎下，

合成卦体，乃《乾》健《坤》顺也。天以阳气下降，地以阴气上升，阴阳交

会，云雨施行，然后万物化生。此以天道言之也。以人道言之，男以阳气

下降，女以阴气上升，阴阳交会，云雨施行，父精母血，成其胎元。待等胎

元以满月，逮当生出其母胎，是男是女，称之曰人。天之所生谓之人，天

之所赋谓之性，秉懿之良谓之善。人之初出母胎，“呱”的一声，此时节性

即命焉，故曰天命之谓性。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

气以为形。性者，理也。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

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良。藏于心，则为性；发于事，则为情。心

也，性也，天也，皆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

人而言谓之心。心如谷种，而性从心生，又从心灭。心者人之神灵，乃虚

灵不昧，而为万物之灵，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所具之理，而

天又理之所自出者也。天赋之性，浑然至善，纯乎天理，未尝有恶。性乃

心之所发：发于恻怛之心，仁也，皆自是此性；发于羞恶之心，义也，皆自

是此性；发于恭敬之心，礼也，皆自是此性；发于是非之心，智也，皆自是

此性。仁、义、礼、智四者，性也；恻怛、羞恶、恭敬、是非四者，情也。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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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之于心则为性，发之于事则为情。情随事迁，性静情逸。性之本善，人

所固有。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气有清浊，禀其气之清者则为贤，禀其

气之浊者则为愚。故有过不及之差，而人之贤否善恶，从此分也。

性相近，习相远。
注　前“性”字性理之性，此“性”字性情之性。“近”，相去不远。

“习”，幼习也。“远”，相去太远。凡识之明者为智，暗者为愚；循乎理者

为贤，徇乎欲者为不肖。则智愚贤不肖之人，自有生之初，天赋以仁义礼

智之性，人人皆有，个个同得；虽有贤否善恶之气质不同，而在幼年时则

相去不远。及其长也，知识渐开，世情已晓。或为物欲所蔽，或为七情所

染，或因贪嗔痴爱以丧其心，或因酒色财气以失其德，而放旷为非，遂无

所不至矣。在有生之初，天所赋以仁义礼智之性，至于尽没，或为不忠不

孝，或做无廉无耻，岂有仁义之心哉？况心如明镜一样，本体原自光明。

而一旦尘埃污垢，闭了光明，乃失其本体，丧其真矣。故曰性从心生，又

从心灭。若论修心养性，在各人操存省察，而学习之不同也。操之则存，

舍之则亡。习于善者，思其所善，行其所善，自然日进于高明，则为贤、为

智、为君子；习于恶者，思其所恶，行其所恶，自然日流于污下，则为愚、为

不肖、为小人。故君子为善，惟日不足；小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所以

孔子有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注　“苟”，是苟且。“性”，是性情。“迁”，是迁流往下。“教”，是训

诲。“专”，是专心致志。凡为人家父母，养子贵有善养，而尤贵有善教

也。若是苟且由他而不教训，则所行所为都由他性情，胡为乱作，自然日

流污下，而迁流为愚、为庸、为下贱矣。所以妊子则有胎教之法。胎教之

道，总在一个正字。凡母之正者，而生子自然无不正也。古者妇人在平

居之时，凡举止动静、进退出入，无一不由于正，况在怀妊之时乎？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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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妊在身，当睡不敢以侧其体，当坐不敢以偏其身，当立不敢以偏伸一

足，其凡起居之正如此。至于日间吃饮食茶饭，亦未尝不由其正。或烹

饪不调、刀匕不正、名号不端，一切邪味之物，从不敢乱吃，此饮食之常出

于正者如此。若夫视听，尤宜谨焉：目不视邪色，视必以正；耳不听淫

声，听必以正。此日间视听所交，固不敢失其正矣。至于夜，物交既息，

志气清明，则使瞽者诵诗以养其性情，感发其志气。所见所闻，无不归于

正者如此。古者妇人胎教之法，而事事都归于正，是子未生之前先教以

正也，岂有不正者乎？言其体貌，则形容端正，而外无不正矣；言其德性，

则才能过人，而内无不正矣。盖教子于既生之后，不如教子于未生之初，

所以生时形容端正，才过平常之人者远矣。此言妇人怀妊之正，时乃形

生神发之初，感于母气之正者，则为善为美，感于母气之邪者，则为恶为

不美者，此自然之理也。自古胎教之法，凡为妇女母氏者，不可不知也。

子于乳养之后而能食，教以用箸，男女均教以右手，顺手之便也。子能

言，勿使娇声，男子教以应之速为唯，女子教以应之缓为俞。有了六岁，

教以一、十、百、万之数，与东、西、南、北之方，将以易晓之事，教之以开其

知识也。到了七岁，男女不许共席而坐、共器而饮，固要教之宜早也。若

至八岁，小学之时也，则有事师事长之道。凡出入门户、即席中、饮食茶

饭，必在长者之后；而教以逊让之道，自此始也。凡出入后长者，行之让

也；即席后长者，坐之让也；饮食后长者，食之让也。若有九岁，则教之以

朔望六甲之日，而天时阴阳之道，从可知矣。从师读书，皆为父母之教勿

倦也。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注　“孟母”，孟夫子母也。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也。

父激公宜，母仉氏，乃三家孟孙之后。“择”，选择也。“邻”，邻舍也。

“处”，居处也。“子”，即孟子。“不学”，是不学读书。“杼”，是机之梭也。

此引古之贤母教子以成其大名也。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氏守节，居

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躃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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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去，舍市。近于屠，孟子学为买卖宰杀之事。母又曰：“亦非所以居子

也。”继而迁于学宫之傍。每月朔望，官员入文庙行礼拜跪，揖让进退，孟

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此乃三迁之

教，教子以成其大儒也。又孟子少时，问东家杀猪何为，其母戏曰：“欲啖

汝也。”既而悔曰：“吾闻古之妇女，尚有胎教之法；今子方才有知识之时，

正天理人欲之界，圣狂由此分途，而我以戏言诳之，是启之以不诚实也。”

乃向东家买肉以食之。其母正是戒欺求信之教也。及其既长，从学于子

思之门。一日厌倦回来，其母正在机房，一见即怒，割断其机。孟子惶

恐，跪问其故。母责之曰：“子之所学，犹如我之织机一般，累丝成寸，累

寸成尺，成丈成匹，才为有用之物。今子所学，必要加累年累月之功，无

分昼夜，方有进益。尔今懒学厌倦，乃自弃其功也。我断机，亦如汝自弃

其功也。”孟子复去子思之门，发愤笃志，朝夕勤学，遂成大儒。若非孟母

三迁教道之功，何克有成至此哉！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注　窦禹钧，北京幽州人也，因其地名属燕，故名燕山。“义方”，是

有义方之训。“五子”，是所生有五子：长曰仪，次曰俨，三曰侃，四曰偁，

五曰僖。“名”，是姓名。“扬”，是显亲扬名。此引古之贤父教子以成其

大名也。按禹钧系五代后晋时人，家道极富；但为人最不公平，心术不

好，专用大斗小秤，轻出重入，明瞒暗骗，势压贫贱。灭了天理，昧心行

事，三十无子。忽然一夜，其父送梦，对禹钧曰：“汝心术不好，心德不端，

恶名张注天曹，日后无子，兼且无寿。速要悔过迁善，大积阴德，广行方

便，庶几挽回天意，改过呈祥。”禹钧醒来，将父亲梦中之言，一一谨记在

心，从前之恶，毫不敢为。一日在客店中，捡了一缠袋银子，等候一日，事

主寻到此处，钧将银子仍退原主。地方或有贫苦人家，有女不能出嫁者，

将银与他，买备妆资，以嫁于人，使内无怨女之悲；有子不能娶者，亦与银

两，助他成配，使外无旷夫之苦。家中又设立义馆，延请明师教训，有家

贫不能送子者，即在馆去读书，代与学钱。周济贫寒，刻己利人，广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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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积阴德。忽一夕，又梦父亲曰：“尔今阴功浩大，善名张注天曹，后

有五子，齐登科甲，尔寿添八十九岁。”禹钧醒来，乃是南柯一梦。于是修

身积德，更加殷勤。后果生五子，娶亲成配。家庭之礼，俨如君臣；内外

之礼，俨如宫禁。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务耕读，女勤绩纺，和睦雍熙，

孝顺满门，故曰义方之训。教子成才，又兼有阴功浩大之德，自然弥昌，

子孙发达。故此五子联科之时，有侍郎冯道赠诗一首云：“燕山窦十郎，

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按：仪，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皆授翰林学士。侃，补阙。偁，谏

大夫，参大政。僖，起居郎。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注　上“教”字是为父之教，下“教”字是为师之教。“过”，罪过也。

“严”，善教之方也。“师”，是先生。“惰”，是怠惰。人之父母养子成童，

有七八岁时，必要送他读书，学习礼仪。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

书。富不读书，纵有黄金身不富；贫能守己，虽无荣耀也增光。父母养

子，若不送读书，乃父母之过也。倘送书馆，教道不严，是师怠惰之过也。

内有贤父兄，外有贤师友，子弟犹有不得成材者，未之有也。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注　“子”，是为人之子。“不学”，是不肯读书。“非所宜”，是不宜应

如此。“幼”，是黑发年少之时。“老”，是白发衰迈之时。“何为”，言不能

行也。上是责父师之过，此是勉人子之学。为人子者，若终日不学，自然

痴蠢愚庸。入而在家，则事亲事长而不知孝弟之道；出而在外，则交朋处

友而不知周旋之礼。又道自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学者，则公卿之

子为庶民。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兮，乃国家之栋

梁，世之大宝；如蒿如草兮，乃耕者憎嫌，商者烦恼。他日面墙，悔之已

晚。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诗云：“三更灯火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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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注　“玉”，是美玉。“琢”，是琢磨。“器”，是器皿。“义”，是理义。

世有美玉如此，必要玉工琢磨，方才成得一件美器。若不去磨，是一块死

玉，何足为贵？譬如人生少年之时，又有资质天性之美，必要读书向学，

通达古今，明知义理，方成得有用之材，乃为可贵耳。倘终日闲游，自暴

自弃，不肯勤学，则古今之事变、万物之消息，一毫不通，焉能知其义？故

人少年为学之事，固不可缓，尤不可忽也。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注　“子”，是人之子弟。“少时”，是年少之时也。“亲”，近也。

“师”，先生也。“友”，朋友也。“习”，学习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

“仪”者，人事之法则也。此言为子弟之道，当少年之时，宜亲近明师，交

结贤友，讲习礼节仪文之事、爱亲敬长之道、进退应对之节、进德修业之

途，以为身之本也。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注　“龄”者，岁也。“温”者，暖也。“席”者，睡的席子也。“亲”，指

父母。“执”者，持也。百行之首，以孝为先。昔汉时黄香，江夏人也，年

方九岁，晓得事亲之理。每当夏日炎热之时，则扇父母帷帐，使枕席清

凉，蚊蚋远避，以待亲之安寝；至于冬日严寒，则以身温暖其亲之衾裯枕

席，以待亲之暖卧。于是名播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故《二

十四孝》中，“黄香扇枕”乃一孝也。凡为人子者事奉父母，当念三年乳哺

之劳，十月怀胎之苦，宜以古人为法。此昏定晨省、冬温夏凊之礼，所当

执而行之，以尽为人子之道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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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注　敦伦笃谊，友恭为重，兄弟之义，幼学所宜知也。汉时孔融，鲁

国人也，孔子第三十二代嗣孙。年甫四岁，便晓得逊让之礼。一日有邻

人送一筐梨，诸兄将大的选去，融在旁，从容取一小梨。众人曰：“你如何

不取大的？”融对曰：“诸兄年长，正宜用其大的。我乃弟辈，年纪尚且幼

小，焉能犯上而取僭越之罪也。”后为北海太守，其性宽容好士，尝曰：“座

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今观孔融行年四岁，且知逊让之礼如

此。凡为人弟者处手足之情，切莫因小忿而失大义，勿争长短以伤和睦。

执其天性之美，笃其孝顺之情，当以孔融为法，要先知此逊让之礼也。

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注　“首”，是头也。“孝”者，孝于亲也。“弟”者，弟于长也。“次”，

是次一等。“见”，是眼见。“闻”，是耳闻。“数”，是数目。“文”，是文理。

人生急当首务者，莫大于孝弟，故人事亲事长，必要尽其孝弟。孝弟乃一

件大事。其次一等，多见天下之事，以广其所知；多闻古今之理，以广其

所学。知十百千万之数为某数，识古今圣贤之事为某文也。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注　“一”者，数之始。“十”者，数之终。一、三、五、七、九属阳，二、

四、六、八、十属阴。混沌未判、天地未开之时，太极之元气三为一，而天

地人之三才，悉在太极图中。太极者，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

一者数之始，是天地阴阳之始，从太极图中之一而始分之也。故伏羲画

卦之时，先画一点属阳，后画一横属阴。是此一字者，乃一阴一阳，而效

太极初判，取其阴阳之义也。而十字者，一横以按东西，一直以按南北，

是此十字者，乃东西南北之义实按其中矣。十十曰百，十百曰千，十千曰

万，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上古之世，有一人名隶首，始作算之法；后至周

公，始成九章之法，乃九九八十一之数也。九九八十一数之算法，是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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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以教天下后世之人，因之列为六艺之文。而十数目者，始起于《河

图》。上古之世，无文字之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中。伏羲观之，始画八

卦。先画一点，其象属阳；后画一横，其象属阴。故今写“一”字一点一画

者，乃取阴阳之义也。后至轩辕黄帝，将伏羲所画一卦者加一画以配之，

即《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仰盂，《艮》覆碗，《兑》

上缺，《巽》下断：此八卦之体，又从轩辕氏所画而成。是伏羲画卦，在于

无文字之先；苍颉制字，在于有文字之后。伏羲画卦，观《河图》有五十五

阴阳点子，始知其义：二、七居上，一、六居下，三、八居左，四、九居右，

五、十居中。又《易经·系辞》论《河图》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天数二十五，地数

三十，天地之数共五十五矣。一而十之数始于《河图》，本乎此也。后之

学者，不可不知也。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注　“三才”，乃天才、地才、人才也。“三光”，乃日光、月光、星光也。

两个“者”字，前“者”字指三才也，后“者”字指三光也。写“三”字，三画宜

要一般长：上一画法天，取无覆乎上之义；后一画法地，取地载乎下之

义；中一画法人，取人居其中之义。初伏羲画卦之时，先横一画以定之。

按阳数之始，法太极之道，立于一；然后造分天地，化生万物。“三”字先

画一画效阳数，次写二画效阴数，此“三”字者，一阳而合二阴也。乾坤未

判、天地未开之初，名曰混沌之世。此时无有日月天地、风云雷雨、山川

草木、飞禽走兽以及鱼鳖昆虫。且日月未明，阴阳未分，天地之体，合而

为一，清浊不分，昏昏蒙蒙，故曰混沌。混沌者，乃无极也。无极不分阴

阳；无极而生太极，始分阴阳。太极之元气，动者属阳，动极则静；静者属

阴，静极而动。阴动生阳，阳静为阴，一动一静，始分阴阳，天地开辟，乾

坤定矣。天开于子，轻清之气，一万八百年上浮而为天，天之精华凝结而

为日月星辰。地辟于丑，重浊之气，一万八百年凝结而为地，地之精华融

结而为山川河岳。轻清之气为天，重浊之气为地，清浊混者为人。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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