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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并称为 “三百千”，是三大国学启蒙读

物，也是流传了上千年的蒙学教材。

《三字经》全文１７２２字，形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极易成诵；内容

则涵盖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民间传说。古人称： “熟读 《三字经》，

可知千古事。”故自宋朝问世以来，即被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可谓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它不仅属于汉民族，而且属于全中华；仅属于全中华，而且

属于全人类。１９９０年新加坡出版了英文新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

“儿童道德丛书”，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必读必背的启蒙经典。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年。原收集姓氏４１１

个，后增补到５０４个，其中单姓４４４个，复姓６０个。它采用四言体例，句

句押韵；其内容虽无文理，但颇具实用性，而且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

《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千字文》即由一千字组成的韵文，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郎周

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１０００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篇 《千字文》。周千文精思巧构，知识丰瞻，音韵谐美，宜蒙童记诵，也

是千百年来蒙学教科书的经典。

“三百千”不仅是儿童启蒙的教科书，也是成年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的通俗读物，可谓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具有永恒的价值。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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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之初①，性本善②，性相近，习相远③。苟 （ɡǒｕ）不

教④，性乃迁⑤，教之道⑥，贵以专⑦。

　 注释　　①初：初始。这里指人初生下来时。②性：生性，天性。

③习：幼习成的习性、习惯。④苟：如果。⑤迁：迁移，变化。⑥道：方

法。⑦贵：最宝贵的。这里指重视、注重。专：专一，始终不懈。

　 译文　　人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善良的，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在

成长过程中，人们后天的生活、学习环境不一样，行为习惯也就有了

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随环境的改变

而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教导他专心致志、始

终不懈。

原文　　昔孟母，择邻处 （ｃｈǔ）①，子不学，断机杼 （ｚｈù）②。

窦 （ｄòｕ）燕 （ｙāｎ）山③，有义方④，教五子，名俱扬⑤。

　 注释　　 ①昔：往昔，过去。孟母：孟子的母亲。孟子：名轲，战国

著名思想家，儒家尊其为 “亚圣”。择：选择。处：安家居住。②机杼：织

布机上穿引纱线的梭子。③窦燕山：五代后周时人，名禹钧。因家居渔阳，

地处燕山脚下，故号燕山。④义方：指良好的家教。⑤俱：全都。窦禹钧共

育五子，因家教严格、教育有方，五个儿子相继科举登第，名扬于世。

　 译文　　昔日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长大成

才，曾三次为选择邻居而搬家。孟子不爱学习，有一次逃学，孟母就

割断了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教育孟子，告诉他梭子一旦断了，就再也不

能复原，也就再也不能织布；学习也一样，如果中断了，那将会是一

事无成。五代时，燕山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教育后代很有方法。在

他的教育下，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名扬天下。

　 故事链接

１．孟母三迁

人们熟知的亚圣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名叫孟轲

（前３７２—前２８９）。他幼年调皮淘气，后来刻苦求学，终于成为一名儒家学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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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大学问家。晚年，他在 《孟子题辞》中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 “我

的成人与 ‘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关系极大。”

孟轲是邹国人，祖辈以农业为主，家境甚为贫寒。他家住在一个村落的

边上，附近是一片坟地。孟轲出于好奇，小时候常去墓间玩耍，看见人家埋

葬死人，他就和一些小朋友学着样子玩抬棺材、挖坑、哭号的游戏。孟母见

此情景，异常担心，认为这个地方对孩子成长不利，就搬了家。

孟家搬到城里的一条街上，附近是集市和商店，商贾云集，一天到晚吆

喝声不断。孟轲住在那里后，又和小朋友学起商人做买卖的游戏来。孟母感

到这个地方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是又决定搬家。

孟家第三次住的地方是一个学宫的旁边。到这里来的除了一些学生外，

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他们出出进进很有礼貌，早晚还会听到朗朗的读书

声。孟母高兴地说：“这个地方很好，有利于孩子成长。”便定居于此。

盂轲住在这里，常到学宫旁看学生游戏，听老师上课，学生朗读，学习

来往行人的礼貌动作，孟母看了十分高兴。直到孟轲上学，孟母仍不放松对

他进行教育。

２．断机教子

有一天，孟子从老师子思那里逃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看见孟子逃

学，非常生气，拿起一把剪刀，就把织布机上的布匹剪断了。孟子看了很惶

恐，跪在地上请问原因。孟母责备他说： “你读书就像我织布一样。织布要

一线一线地连成一寸，再连成一尺，再连成一丈、一匹，织完后才是有用的

东西。学问也必须靠日积月累，不分昼夜勤求而来。你如果偷懒，不好好读

书，半途而废，就像这匹被割断的布匹一样，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深感惭愧。从此以后专心读书，发愤用功，身体

力行、实践圣人的教诲，终于成为一代大儒，被后人称为 “亚圣”。

３．五子登科

窦燕山，本名窦禹钧，是五代时期人。他家住蓟州渔阳，也就是现在天

津市的蓟县。在古代，渔阳属燕国，地处燕山一带，因此后人称他为窦燕

山。

窦燕山生有五个儿子，在他的教育培养下，都考中进士，成为国家栋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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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长子窦仪，授翰林学士，任礼部尚书；次子窦俨，授翰林学士，任礼部

侍郎；三子窦侃，任左补阙；四子窦偁，任左谏议大夫，官至参知政事；五

子窦僖，任起居郎。窦家五子，被称为 “窦氏五龙”。

窦燕山将五个儿子都培养成才，他的义风家法，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

样。侍郎冯道赋诗一首称赞道： “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

仙桂五枝芳。”

窦燕山家庭如此美满，令人赞叹。但他年轻时并不明白道理，虽然家境

富裕，却不懂得接济穷人，广行善事，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儿子。正当他愁眉

不展之时，忽然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

教训他说：“禹钧，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今生的命运不好，不仅没有

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或许可以改变

你的命运。”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

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

窦家有一个仆人，盗用了主人的钱。后来，这个仆人担心被人发觉后受

罚，就写了一张债券，系在十二三岁的女儿胳膊上，债券上写着： “永卖此

女，偿所负钱。”从此仆人远逃他乡。

窦燕山知道这件事之后，看到小女孩身上缚着的债券，心里很哀伤，很

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他马上焚毁债券，收养了仆人的女儿，并嘱咐妻

子：“好好抚养这个女孩，等她长大了，给她找个好人家的子弟嫁过去。”女

孩成年以后，窦燕山替她备了嫁妆，为她选了一位非常贤德的夫君。

那位仆人听到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就从外地回来，到窦燕山家里，哭

着忏悔自己以前的过错。窦燕山不仅没追究往事，还劝他浪子回头，重新做

人。仆人全家感恩不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于是，他们把窦燕山的画像挂

在堂前，早晚供养，以表达知恩图报的心愿。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晚上，窦燕山到延庆寺佛前进香，忽然在后殿的台阶

旁边拾到一个钱袋，里面装了二百两银子、三十两黄金，他想，这一定是别

人遗失的。金银的数额很大，他不敢在寺内久留，赶快拿着钱袋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窦燕山早早来到寺庙，在那里守候失主。不一会儿，见一

个人远远地痛哭流涕而来。窦燕山问他为何痛哭，那个人实情相告： “父亲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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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将要被发配到荒僻的边疆充军，为了给父亲赎罪，我恳求哀告所有的

亲戚，好不容易借来了钱，都装在一个袋里，须臾不敢离身。谁知，昨天晚

上和一个朋友喝酒，喝醉以后头昏脑胀，不知怎么回事，钱袋竟然丢了。没

有钱，我怎么给父亲赎罪啊，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说着，他悔

恨交加，号啕大哭起来。

听他这么说，窦燕山知道此人就是失主，经过验证，钱数相符，窦燕山

把他带回家，不仅把失物还给他，还安慰他不要着急，并且赠给他一些财

物。那个人欢天喜地道谢而去。

窦燕山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例如，亲友中有丧事无钱买棺者，他出钱买

棺葬殓；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者，他出资助其婚嫁。对于贫困得无法生活的

人，他借钱给他们，使他们有做生意的资本，因此各地的穷人，由他帮助而

得以维持生活的，不可胜数。

他为了要救苦济人，自己生活得很俭朴，丝毫不肯浪费，每年衡量一岁

的收入，除了供给家庭的必要生活费用外，都作救苦济急之用。他还建立书

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聘品学兼优的老师，教育青年。对于无钱而有志

求学的贫苦子弟，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来书院学习，他都代缴学费和生活

费。就这样，窦燕山建的书院先后造就了很多品学兼优的人才。

有一天，窦燕山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祖父和父亲对他说： “你多年以来

做了不少善事，上天因为你阴德很大，给你延寿三十六年，并且赐给你五个

贵子，将来都很显达，能够光宗耀祖。你寿终之后，可以升天做真人。”说

完，又嘱咐他：“因果报应的道理，确实不虚。行善造恶的报应，或见于现

世，或报应在来世，或影响子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没有疑问啊。”

从此以后，窦燕山更加努力地修身积德，后来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他以

身作则，治家非常严格，窦氏家规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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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勤织纺，和睦雍熙，孝顺满

门。”严格的家教培养出孩子杰出的品德和才能，窦家五子都荣登了进士，

被称为 “五子登科”。从此以后，“五子登科”成为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殷切期

望。

后来，窦燕山官至谏议大夫，享寿八十二岁。
〇
〇
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
字
经

原文　　养不教，父之过①，教不严，师之惰②。子不学，非所

宜③，幼不学，老何为④？

　 注释　　①过：过错。②惰：懒惰，责任心不强。③宜：应该。④何

为：做什么，怎么办。

　 译文　　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

是父亲的过错。只是教给学生知识，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没有

尽到职责。小孩子不肯好好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如果小时候

不好好学习，到老的时候既不懂做人的道理，又无知识，能有什么作

为呢？

原文　　玉不琢 （ｚｈｕó）①，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②。为人

子，方少时，亲师友③，习礼仪。

　 注释　　 ①琢：雕琢，雕刻玉石使成器物。②义：道理，应该遵循的

行为规范。③亲：亲近，尊敬。

　 译文　　玉石不经过仔细打磨雕刻，就不能成为精美的器物；人

若是不学习，就不会懂得为人处世的正确道理。凡是做儿女的，从年

少的时候，就要亲近圣明的老师，结交贤能的朋友，以便从他们那里

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世的礼节和知识。

原文　　香九龄①，能温席②，孝于亲，所当执③。融四岁④，能

让梨⑤，弟 （ｔì）于长 （ｚｈǎｎɡ）⑥，宜先知⑦。

　 注释　　①香：黄香，东汉时人，博通经典，官至尚书令。九龄：九

岁。②席：炕席，卧具。③执：做到，遵守。④融：孔融 （１５３—２０８），东

汉末鲁 （今山东曲阜）人。著名文学家， “建安七子”之一。⑤让：谦让。

⑥弟：同 “悌”，指弟弟敬爱哥哥。长：兄长。⑦知：明白。

　 译文　　东汉时期，有个孩子叫黄香，刚刚九岁就知道孝敬父母，

到了冬天，要先用自己的身体把父母的被窝焐暖和。这种孝顺父母的

行为，是每个子女应当做的。汉代人孔融四岁时，就知道把大的梨让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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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哥哥吃，这种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

的。

　 故事链接

１．黄香扇枕温席

汉朝的时候，江夏 （今湖北境内）有一个叫黄香的人，九岁时就知道孝

顺长辈的道理。每当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就给父母搭蚊帐，扇扇子，让枕

头和席子更清凉爽快，把吸人血的小虫扇开，让父母睡得更好；到了寒冷的

冬天，就用自己的身体让父母的被子变得温暖，让父母睡得更好。黄香孝敬

双亲的事迹流传到了京城，人们纷纷赞叹：“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２．孔融让梨

孔融，字文举，东汉时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泰山都尉孔

宙的第二个儿子。他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

奇童。四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

孔融七岁的时候，某年某月，正好是他祖父六十大寿。一天，父亲的朋友带

了一盘梨子，给孔融兄弟们吃。父亲叫孔融分梨，孔融挑了个最小的梨子，

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兄弟。孔融说： “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大梨该

给哥哥。”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

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中国。

小孔融也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原文　　首孝弟 （ｔì）①，次见闻，知某数②，识某文③。一而十，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④。

　 注释　　①首：首要。弟：同 “悌”，尊敬兄长。②数：数目，算术。

③文：文字，文章，文理。④千而万：一到十是基本数字，按照十进位算术

方法，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是一万，累积下去可以无

穷无尽。这里是说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如此，基础非常重要，从少到多逐渐累

积，就能最终成功。

　 译文　　一个人首先要学的，就是孝敬父母和尊敬兄长。接下来

才是要增广见闻，学会算术和认读文字文章。这样从一到十，十个十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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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能成一万，以此积少成多。

原文　　三才者①，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②，君臣

义③，父子亲，夫妇顺④。

　 注释　　①三才：《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

与刚；立人之道，曰善与恶；兼三才而两之，故 《易》六画而成卦。”大意

是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 《周易》中象征自

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

个卦。“兼三才而两之”成卦，即这个意思。②三纲：汉儒董仲舒最早提出

的封建时代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应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即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纲领，法则。③义：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

④顺：和顺，和睦。

　 译文　　“三才”是指构成我们这个宇宙的三个最基本的方面，这

就是天、地、人。“三光”就是带给我们光明的三种东西，这就是太

阳、月亮和星星。 “三纲”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遵守的三个行为

准则，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与子女之间要相亲相

爱，丈夫与妻子之间要有和顺之义，妻子要服从丈夫。

原文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①。曰南北，曰西

东，此四方，应 （ｙìｎɡ）乎中②。

　 注释　　①运：运行。穷：穷尽，终止。②应：对应。中：中央。

　 译文　　被称为春、夏、秋、冬的叫做四季。这四个季节不断变

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就这样循环往复，永远也不会停止。被称为

东、南、西、北的叫作 “四方”，是指各个方向的位置。这四个方位，

都必须与中央位置为基准相对应，这样才能把各个方位确定出来。

原文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 （ｘíｎɡ）①，本乎数②。曰仁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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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③，礼智信④，此五常⑤，不容紊 （ｗěｎ）⑥。

　 注释　　①五行：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的 “五行相生”，和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的 “五行相克”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常见物质，是构成宇

宙万物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②本：本源，根源。数：天数，天理。③仁：

仁爱。义：应该遵守的道义。④礼：礼仪，礼节。智：有才智，晓事理。

信：诚实守信。⑤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法则。常：常规，

准则。⑥紊：紊乱，改变。

　 译文　　金、木、水、火、土被称为 “五行”，这些 “五行”是构

成宇宙的基本物质。五行相生相克，一切本有规则。仁、义、礼、

智、信，这五种为人处世的原则被称为 “五常”，这 “五常”要遵守，

不容紊乱违背。

原文　　稻粱菽 （ｓｈū）①，麦黍 （ｓｈǔ）稷 （ｊì）②，此六谷，人

所食。马牛羊，鸡犬豕 （ｓｈǐ）③，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　　①粱：似粟而大，有青、黄、白三种，俱可酿酒，其性凉，故

称粱，又叫小米。菽：大豆，也泛指豆类。②黍：黏谷子，去皮后北方称作

黄米子。稷：一种谷物，古代对其形态记载解释不同，可泛指粮食作物。

③豕：猪。

　 译文　　水稻、小米、大豆、小麦、黍子、高粱，合称为六谷，

是人类食用的主要粮食作物。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种动物

叫六畜，是人类家家饲养的家畜。

原文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 （ｗù）欲①，七情具②。匏

（ｐáｏ）土革③，木石金④，丝与竹⑤，乃八音⑥。

　 注释　　①恶：厌恶，憎恨。欲：欲望，贪恋。②七情：喜、怒、哀、

惧、爱、恶、欲合称七情。具：具备。古人认为七情六欲是与生俱来人人具

有的感情。③匏：匏瓠 （ｈù），属于葫芦类，古人用来制作匏笙、匏琴等乐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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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土：瓦器，这里指陶制吹奏乐器埙 （ｘūｎ），上有一到三五个不等的音

孔。革：皮革，这里指鼓一类的革质乐器。④木：指柷 （ｚｈù）一类的木质

打击乐器。柷：形状如方形漆桶，古代雅乐开始时击之。石：指磬 （ｑìｎɡ）

一类玉石制作的敲击乐器。金：指锣、钟、钲 （ｚｈēｎɡ）、钹 （ｂó）等金属制

作的乐器。⑤丝：指琴、瑟 （ｓè）、琵琶等丝弦类乐器。竹：指笛子、排箫

一类吹管乐器。⑥八音：匏、土、革、木、石、金、丝、竹合称 “八音”，

是中国古代乐器的统称。

　 译文　　高兴、生气、悲伤、恐惧、喜爱、讨厌和贪恋叫做 “七

情”，这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具备的。匏笙、陶埙、皮鼓、木柷、石磬、

金钟、琴瑟、笛箫乐器，八类统称 “八音”。

原文　　高曾祖①，父而身②，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

曾③，乃九族④，人之伦⑤。

　 注释　　①高：高祖，曾祖父的父亲。曾：曾祖，祖父的父亲。祖：祖

父。②父而身：从父亲到自己。③玄：玄孙，自己以下第五代。曾：曾孙，

孙辈的孩子，自己以下第四代。④九族：九代，即高祖、曾祖、祖父、父、

自己、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世。⑤伦：指尊卑老幼的秩序。古人特别看

重家族延续、血缘血统关系。

　 译文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亲，父亲

生我，我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孙子再接下去，就是曾孙和玄孙。

从高祖父到玄孙这九代人称为 “九族”，传宗接代，延续繁衍不停。

原文　　父子恩①，夫妇从②，兄则友③，弟则恭④。长幼序⑤，

友与朋⑥，君则敬⑦，臣则忠，此十义⑧，人所同。

　 注释　　①恩：恩情，有情义。②从：顺从，和顺。封建伦理关系中注

重父权，认为妻子顺从丈夫，家庭就能和顺。新式家庭则强调男女平等。

③友：友爱。④恭：恭敬。⑤长幼序：指年长和年幼之间要有尊卑次序。

⑥友与朋：古人将有共同志向者称作 “友”，有同样德行者称作 “朋”，后来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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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总称朋友。⑦敬：敬重，尊重。⑧义：指应当遵守的道德伦理关系和行为

准则。

　 译文　　父子间重恩情，丈夫和妻子之间要相互顺从，哥哥要爱

护弟弟，弟弟要尊敬哥哥。年长的和年幼的交往要注意长幼尊卑的次

序，朋友相处应该互相讲信用。君主应该尊重他的臣子，臣子们须对

君主忠心耿耿。前面提到的十项准则：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

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这是人人都应遵守的。

原文　　凡训蒙①，须讲究②，详训诂 （ɡǔ）③，明句读 （ｄòｕ）④。

为 （ｗéｉ）学者⑤，必有初⑥，小学终⑦，至四书⑧。

　 注释　　①训蒙：指对幼童的启蒙教育。训，训诫，教导。蒙，蒙昧，

无知。②讲：讲解。究：追根究底，彻底弄清楚。③详：细说，使完全明

白。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也叫 “训故”、 “故训”。④句读：文章

中应当停顿的地方，完整的句子为 “句”，句子中较短的停顿为 “读”，后代

称作标点。⑤为学：进行学习，做学问。⑥初：指刚开始学习。⑦小学：古

代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等文

化基础知识和事亲敬长的道理。南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朱熹编有以此为内

容的童蒙读本 《小学》一书，影响较大。⑧四书：朱熹把 《论语》 《孟子》

《大学》《中庸》四本书合在一起，称为 “四书”，并为之作章句集注。从元

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必读书，也是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求

取功名的必读之书。

　 译文　　凡是教导刚入学的儿童的老师，必须讲解义理、考究实

事，把每个字都讲清楚，每句话都要解释明白，并且使学童读书时懂

得断句。每一个求学的人，都要打好坚实的基础，把 “小学” （指研

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里的知识学透了，才能够去读 “四书”，

即 《论语》《孟子》《大学》和 《中庸》。

原文　　《论语》者①，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②。 《孟子》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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