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
文
忠
解
读

　 
《 
三
字
经 

》     

上 

册

钱
文
忠
　
著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首版距今已八年了。八年来，《钱文忠解

读〈三字经〉》受到广泛关注，图书一再加印，社会反响热烈。钱文忠

教授的凝练讲授和解读，让《三字经》这部传世作品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传统文化的回归、国学热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犹如一坛佳酿，历久弥醇。钱文忠教授是

知名学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且写作态度极为严谨。首版出书时，

因为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同名电视栏目递次推出，出版时间

紧迫，难免留下一些遗憾。鉴于此，我们对《钱文忠解读〈三字经〉》

予以再版。本次再版，尽量保留原书原貌，力求拾遗补缺及对文字作必

要勘校，其余未作修改。

再版工作得到了钱文忠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再版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借此机会向支持和关

注出版社的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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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

《三字经》

从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 年 1 月 27 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

坛》将陆续播出总长四十三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同名的图

书也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在春节后分上下册推出。在此，我愿意

就节目录制、图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有

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呢？

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四百句。

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

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

扣了 ；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

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

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

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

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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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而已。《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

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

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

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

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

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

挂在嘴边。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在传统中

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

倘若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

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

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

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

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间的消息，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更不必说透彻的阐释了。确实，清朝也有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

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

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

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

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

位置。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

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

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中依然难觅《三字经》

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

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传统中国的版权概

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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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

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

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

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

顾静（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经》的“前言”里，

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一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

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

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三字经》作

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或许是因为“科

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

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

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

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传播《三

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

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为稳妥：“世

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

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老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

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

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文本中的问题，更

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

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

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

可疑的。

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

的唯一理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

业的识字标准是 2450 个汉字。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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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学习认字了。照此算来，平均每天还学不到一个字。《三字经》一千

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也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 ：“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

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

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

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

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

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只有汉文版了，它还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

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 年新加

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

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

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既是传统的，又是现

代的吗？

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

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

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

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

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

的《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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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值此《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出版之际，我要向下列人士表达由

衷的谢意。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魏淑青女士、制片人万卫先生、执行

主编王咏琴女士、编导迮方乐小姐、总导演高虹先生、吴林先生，以

及化妆师杨静女士，他们在录制节目期间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像过

去一样，王咏琴女士所花费的心血最大最多。没有他们，是不可能有

这四十三集节目的。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女士、编辑部主任

刘海涛先生、发行部主任刘明清先生。为了本书的出版，他们付出了

巨大的精力，牺牲了无数的休息时间。他们三位是出版社数十位员工

的代表，我无法在这里列出所有为了本书忙碌的人的名字，那将是整

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员工名录。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华蕾蕾女

士即将做母亲了，依然一如既往地妥帖安排本书的出版。我在此感谢

并且祝福她。

我经常参考顾静（金良年）先生注解的《三字经》（上海古籍出版

社版）和刘宏毅博士的《〈三字经〉讲记》（海南出版社版），受益良多。

金良年先生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是我时常可以见到的前辈学者，

本书中的文词注解大量采用了金先生的意见 ；刘宏毅博士则至今无缘

致谢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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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我向他们就《三字经》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向他们给予我的

帮助表示感谢。

我还要将我的感谢奉献给所有关心我的人 ：可爱的“潜艇”们、

不辞辛劳采访我的记者朋友们、发稿的报刊编辑们。感谢他们多年来

对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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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禹传说？……

通俗简明的《三字经》，每一句话都蕴

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商汤伐夏建立了商

朝，创造了辉煌的殷商文化，而末代君王

商纣，却和夏桀一样残暴荒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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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一本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一本传统的儿童识字课本，为

什么会被大家尊称为《三字经》？为什么它一经问世就广为流

传？在看似简单易懂的文字背后，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

 初 ：初生，刚开始有生命。

 性 ：天性。

 本 ：本来、原来。

 性 ：性情。

 习 ：习染，长期在某种环境下养成

    的特性。

 苟 ：假如。

 教 ：训导、教诲。

 迁 ：转变、变化。

 道 ：此处指方法。

 贵 ：注重、重视。

 专 ：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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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我国古代的儿童识字课本，是传统中国的儿

童启蒙读物，成书大约在九百多年前的宋朝。《三字经》一经

问世即广为流传，实际上成为传统中国通用的儿童启蒙教材。

而在与《百家姓》《千字文》合称的“三百千”中，只有《三

字经》被尊称为“经”。为什么这样一本小书被历代人们奉为

经典？钱文忠先生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这部传统启蒙

经典？在看似简单易懂的字句背后都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

而这对于今天的人们，《三字经》又有着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

每到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很多可爱的孩子，背着一个很大

的沉甸甸的书包，里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课本，课本分门别类，语文、

数学、外语，印制精美，由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编纂，统一发放。这是

现代的孩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中国，孩子们用什么东西来

做教科书呢？用什么样的教科书来启蒙呢？当然毫无疑问是有的，只

不过，当时没有一种政府统一安排的启蒙教科书！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大量这样的教科书，比如说《仓颉篇》《凡将篇》

《急就篇》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非常整齐的语句，比如四个

字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比较容易记诵，这样来教孩子们识字，来

传达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这些书，像刚才我讲的这几部，都没有

能够留用到今天。在今天，有些人即使成了大学教授，花费一生的时

间都未必能读懂的书，当时却是小孩子的启蒙书。

到了中国宋朝以后，突然出现了一部《三字经》，来历不明，我们

连它的作者是谁都不知道。而这部《三字经》，从宋朝开始，一直流传

到今天。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从形式上看，三个

字一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记诵，在古代是可以吟唱的。在今天好

多地区，比如客家人，我们知道他们主要居住在广东梅州，或者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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