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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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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国的蒙学读物亦由来很久。 早在2000
多年前的秦代，丞相李斯就撰写了《仓颉篇》，作为初学者的启蒙识字用书，这
就是蒙学之书。 秦以后的汉、唐诸代，都有颇多蒙学书籍问世。 蒙学之书的兴
盛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
展，读书不再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所撰的《新五
代史》中所称，像《兔园册》这类的蒙书，“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可见
当时蒙书的读者是十分广泛的。

所谓蒙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蒙学对中国道德教育史、思想
史、文化史的发展，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
颇受日本、朝鲜、俄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视。 蒙学读物大都内容通俗易
懂，言简意赅；形式整齐多样，生动活泼；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 所以，自
先后问世以来，颇受欢迎和重视，且家喻户晓，流传不衰。

《中华蒙学精粹》精选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菜根
谭》、《增广贤文》、《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8种被广泛认为最有代表意义、最
优秀的蒙学读物，予以文化背景介绍、思想内容评析和词句典故注解。 这些书
都属于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精品教材，在历史上曾对普及文化知识、加强道德
教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书中介绍了古代有关文史哲经、典章制度、天文地理、
名物典故、风俗人情、礼仪道德、勤勉故事、优秀诗歌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

《中华蒙学精粹》具有如下特点：
一、注意选材的严谨性。所选8种蒙学读物均为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之精华，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富于韵律，便于青少年读者熟记背诵，且其内容
的主要方面健康有益。

二、力求评析的科学性。 每种读物前均写有一篇简短扼要、客观公允的导
读性注译说明，便于读者正确学习、理解，以便明其精华，弃其糟粕。

三、强调注解的精确性。全书的重点在于对疑难词句与大量典故的注释与
解析，加注的词句大都选得较准确，注释文字亦确切、简明而得其要。

四、注重版本的权威性。 由于每种古代的蒙学读物均存在不同的版本，而
本书在选编时注重了版本的权威性，且对照不同版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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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 一个全新的中国展示在世界面前。 但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
化、信息化与国际化，一种与时代发展不协调的趋向也逐渐显现，那就是提供
给青少年的有益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少，系统的启蒙读物很是有限，且大都水平
一般，影响不大。 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大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教
育现状也提出了挑战。 笔者注译《中华蒙学精粹》，是希望能凭自己的微薄之
力，发掘并推广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以期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对青少年的
健康成才有所帮助。

笔者在注译《中华蒙学精粹》时，广泛参考、借鉴了国内新近出版的一些蒙学
读物，目的是为了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吸取众家之长，使自己的注本少出瑕疵。 当
然，限于笔者水平，书中注译亦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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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三字经》是宋代出现的启蒙课本。 关于其作者，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是南
宋名儒王应麟，但明朝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卷一、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
清朝恽敬《大云山房杂记》卷二都说是宋末元初的区适所撰，清代的邵晋涵则
说是明人黎贞所撰。该书明清以来续有增补。 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其
中若干不准确的、不全面的地方作了补充修订，名为《重订三字经》。

《三字经》全书由三字一句的韵文写成，读起来颇是顺口。 宋代以后700多
年，它一直是较为流行的启蒙课本。明代的人记载该书“文殊驯雅，童子多习诵
之”。 章太炎曾谈到：“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
也。 ”意思是说，当时的教科书，没一本赶得上《三字经》。

清代，俄国人为了侵略的目的，在北京建俄罗斯馆，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 中国的许多书籍被运到俄国译成俄文。 当时在彼得堡出现了许多著
名的汉学家。沙皇俄国进行教育体制的大讨论，其中之一就是由《三字经》引起
的。 《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战国著名思想家
孟子小的时候，住在坟墓旁边，每天玩埋死人的游戏，其母认为这种环境对孟
子不适宜，于是搬家。新的邻居是一个屠夫，孟子每天又玩杀猪的游戏，其母再
把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 此后，孟子每天玩着读书的游戏，母亲认为这样才能
促进他的学习。孟子的母亲三易住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孩子念书。 俄
国的教育改革者便以此为据，认为教育和环境具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短短千把言的《三字经》何以长达700多年成为中国流行的启蒙课
本，又何以受到俄国汉学界的重视，并成为俄国教育改革家的一项启示?读者
如果细细品味这千把言，就可体会到其内涵是何等的丰富而博大。它简直是一
部微缩的百科全书，涉及到文史哲经、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名物典故、风俗人
情、礼义道德、古人勤勉故事、优秀诗歌等。 这短短的千把言，真可让青少年大
开眼界。 以历史为例，该书只用了324个字就把上古至清的历史简明扼要地勾
勒出来了。 想想今天的大学生，对中国的朝代先后次序说不清楚的，又何止一
两个？ 至于章太炎所谓“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就更不足为怪了。

除了知识方面的启蒙外，该书还重视方法论上的启蒙。它在浅显易懂的文
字中揭示了一条治学的捷径，简直如同国学大师开的书单：“若广学，惧其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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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略说，能知原”；“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四书》通，《孝经》熟，
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史虽繁，读有次”；“先
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

至于《三字经》开篇和结尾反复强调的读书的重要性，在今天仍有其现实
意义。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

当然，《三字经》中也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我们必须用合乎新时代思想的
价值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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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①，性本善②。 性相近③，习相远④。
①初：开始。 ②性：人的本性。 善：善良。 ③近：接近。 ④习：习惯。 远：差

别大。

苟不教①，性乃迁②。 教之道③，贵以专④。
①苟：如果。 ②迁：变化。 ③道：方法。 ④专：专一。

昔孟母①，择邻处②，子不学，断机杼③。
①昔：以前。 孟母：孟子的母亲。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战国

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②孟子的母亲认为邻居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影
响，为了选择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迁移住处。 ③杼(zhù)：织布机上的梭子。
孟子厌学时，孟母停下织布的工作来教育孩子。

荀季和①，有义方②，教八子③，俱名扬。
①荀季和：东汉时期一位博学之人。 ②有义方：有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

义：正义，道义。 ③荀季和的八个儿子都成了大器，有“荀门八龙”之美称。

养不教①，父之过②。 教不严，师之惰。
①抚养子女而不教育他们。 ②过：过错。

子不学，非所宜①。 幼不学，老何为?
①非所宜：不应该。 宜：应该，适当。

玉不琢①，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②。
香九龄，能温席③，孝于亲，所当执④。
融四岁⑤，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①玉琢(zhuó)：雕刻。②礼仪：礼节仪式。③香九龄，能温席：香，黄香，东汉

人，字子强。 9岁丧母。 典型的孝子。 夏天为父亲扇凉枕席，冬天以身子为父亲
温暖棉被。 博通经典，和帝时为尚书令。 ④执：遵守，保持。 ⑤融：孔融(公元
153—208年)，汉末文学家，能诗文，“建安七子”之一。 孔融4岁时与诸兄食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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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挑小梨，把大梨让给兄长们。 为幼能识礼之典范。

首孝弟①，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①首：首先。 孝：孝敬父母。 弟(tì)：同“悌”，尊敬兄长。

三才者①，天地人。 三光者②，日月星。
三纲者③，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①三才：“才”亦作“材”，古指天、地、人。 《易·系辞下》：“有天遵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②三光：指日、月、星。 《白虎通·封公侯》：“天有
三光，日、月、星。 ”③三纲：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道德关系。 《白虎通·三纲六
纪》：“三纲者，何谓也？ 君臣、父子、夫妇也。 ”《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
子君臣以为纪纲。 ”孔颖达疏引《礼纬会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 ”纲是提网的总绳，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曰春夏①，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②。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③。
①曰：句首语气词。 ②运：运动。 穷：尽。 ③应：相应，对照。 乎：于。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
①
，本乎数②。

十干者③，甲至癸。 十二支④，子至亥。
①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 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

中习见的上述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 战国时，五
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 “相生”意味着相互促进，如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 “相胜”，意味着相互排斥，如
“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等。 这些观点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
发的辩证法因素。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②数：
术数。 以阴阳五行，生、克、共、化的道理，推测人事吉凶，叫做术数，也叫数命、
数理、命理等。 ③十干：也叫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总称。
④十二支：也叫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总称，古代
用以记时。

曰黄道①，曰所躔②，曰赤道③，当中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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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下，温暖极⑤。 我中华，在东北。
①黄道：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间所走的视觉路径，即地球

的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 黄道和天赤道成23°26′的角，相交于春分
点和秋分点。②躔(chán）：天地的运行。③赤道：环绕地球表面的距离南北两极
相等的圆周线，它把地球分为南北两半球，是划分纬度的基线。 ④权：平分。
⑤温暖极：地球上的温带、热带、北极和南极。

寒燠均①，霜露改②。 右高原③，左大海④。
①燠(yù)：热。均：平分。②改：改变，变换。③右：面南而右，即西方。④左：

面南而左，即东方。

曰江河①，曰淮济②，此四渎③，水之纪④。
曰岱华，嵩恒衡，此五岳⑤，山之名⑥。
古九州⑦，今改制，称行省⑧，二十二。
①江河：长江与黄河。 ②淮：淮河。 济：济水。 ③渎：可直接流入大海的河

水。④纪：百川的源流。⑤五岳：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
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传说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⑥群山中
最有名者。 ⑦九州：传说中的中国上古行政区划，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法
不一。 《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吕氏春秋》有幽州而
无梁州；《周礼·职方》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
青、梁州。 ⑧行省：元代除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又于河南、江浙、湖
广、陕西、辽阳、甘肃、岭北、云南等处设11行中书省，简称11行省。 明代设13布
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省。 清初增为18行省，后又增为22行省。

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①，国之良。
医卜相②，皆方技③；星堪舆④，小道泥⑤。
①四民：指士、农、工、商。 《汉书·食货志》：“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

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②医：医生。卜：占卜，
预测占凶。 相：观察人的面部预测其命运。 ③方技：医药与养生之类的技术。
④星：占星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事祸福。 堪舆：看风水、地脉的活动。
⑤小道：古代儒家称礼乐政教以外的为小道。 泥：卑微，不值一提。

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遍水陆。
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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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粱菽①，麦黍稷②，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③，此六畜，人所饲。
①菽(shū)：豆类的总称。 ②黍(shǔ)：去皮后叫黄米，重要粮食作物。 稷(jì)：

古代的一种粮食作物，有的书说是黍的一类，有的书说是谷子，即粟。 ③豕
(shǐ)：猪。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①。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②，不容紊③。
①七情：儒家所说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具，具备。②五常：

即仁、义、礼、智、信。 儒家用以配合“二纲”，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
条。 ③紊(wěn)：紊乱。

青赤黄，及白黑，此五色，目所识。
酸苦甘，及辛咸①，此五味，口所含。
膻焦香②，及腥朽，此五臭③，鼻所嗅。
宫商角，及徵羽，此五音④，耳所取。
匏土革⑤，木石金，与丝竹，乃八音⑥。
曰平上，曰去入，此四声，宜调叶⑦。
①辛：辣。②膻(shān)：像羊肉的气味。③臭(xiù)：气味。④五音：亦称五声。

即中国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 五音中各相邻两音间的音
程，除角与徵、羽与宫(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三度外，其余均为大二度。 ⑤匏
(páo)：匏瓜，古时用匏作座的乐器，如笙、竽等可统称为匏。 ⑥八音：中国古代
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
类，埙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敔等属木类，笙、竽等属匏类，
管、龠等属竹类。 ⑦宜，应该。 叶(xié)：协调。

九族者①，序宗亲：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
五伦者②，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
次兄弟，及朋友，当顺叙，匆违负③。
有伯叔，有舅甥，婿妇翁，三党名④。
斩齐衰⑤，大小功，至缌麻⑥，五服终⑦。
①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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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立宗法、定丧服，皆以此为准。 ②五伦：也称“五常”。 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 ③违负：违，违背。 负，背弃。 ④三党：旧指父
党、母党、妻党，即父族、母族、妻族。 《尔雅·释亲》以父之亲族为宗族，母与妻
之亲族为母党、妻党。 ⑤衰(cuī)：古人用粗麻布作的丧服。 ⑥缌(sī)：细麻布。
⑦五服：旧时的丧服制度，以亲疏为等差，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
名称，统称五服。 衰，通“缞”，斩衰为五服中最重的一种，服期3年。

凡训蒙①，须讲究。 详训诂②，明句读③。
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④，今不具。
①训：解释词义。 蒙：启蒙。 ②训诂：诂(gǔ)，对古书字句的解释。 ③句读

(dǒu)：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句或读。 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
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 ④六艺：古代学校的教育内
容。 即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六种技艺。

惟书学，人共遵。 既识字，讲《说文》①。
有古文，大小篆②，隶草继，不可乱。
①说文：即《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字典。 ②篆

(zhuàn)：汉字形体的一种，分大篆、小篆，后有隶书、草书等。

若广学，惧其繁①，但略说②，能知原③。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④，至《四书》⑤。
《论语》者⑥，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孟子》者⑦，七篇是，辨王霸⑧，说仁义。
①繁：繁多，繁杂。 ②但：只要。 略：简略。 ③原：根本。 ④小学：汉代称文

字学为小学，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故名。 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
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中国旧时的儿童教育课本之一为《小学》，宋朱熹、刘
子澄编，辑录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共六卷，分内、外篇。 ⑤《四书》：《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
此后，长期成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⑥《论语》：儒家经典之一，
共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
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 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⑦《孟子》：战国时
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儒家经典之一。 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
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 ⑧王霸：指施行仁政的王道与不施行仁政的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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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者①，子思笔②，中不偏，庸不易。
《大学》者③，学之程，自修齐④，至治平⑤。
此二篇，在《礼记》⑥，令单行，本元晦⑦。
①《中庸》：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的

一篇。 不偏叫中，不变叫庸。 ②子思：孔子之孙，名伋。 ③《大学》：儒家经典之
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 内容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等条目，成为南宋后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 ④修齐：修
身，齐家。 ⑤治平：治国、平天下。 ⑥《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亦称《小戴记》或
《小戴礼记》。 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大概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
等所记，也有讲礼的古书。 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
参考书。⑦元晦：宋人朱熹，字元晦。朱熹将《大学》、《中庸》二篇从《礼记》中抽
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四书》通，《孝经》熟①，如《六经》②，始可读。
《六经》者，统儒术。 文周作③，孔子述。
《易》、《诗》、《书》、《礼》、《春秋》、《乐经》亡④，余可求。
①《孝经》：儒家经典之一。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②《六经》：六种

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③文周：指周文王和周公。
④六经之中，只有五经传了下来，《乐经》早已亡佚，后人一般用《礼记》中的
《乐记》补充。

有《连山》，有《归藏》①，有《周易》，三《易》详。
有典谟②，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③。
有《国风》，有《雅》、《颂》，号四诗④，当讽诵。
《周礼》者⑤，著六官，《仪礼》者⑥，十七篇。
大小戴，集《礼记》⑦，述圣言，礼法备⑧。
①《连山》、《归藏》：相传为《周易》之前的古《易》，加上《周易》，合称“三

易”。 ②典、谟(mó)、训、诰(gào)、誓、命，均为《尚书》中的篇名。 ③《书》，即《尚
书》，儒家经典之一，书中保存商周特别是西周初的一些重要史料。 奥：深奥。
④《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分风、雅、颂三部分，雅又分大
雅、小雅，所以称为“四诗”。 ⑤《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分天官、地官、
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故称“著六官”。⑥《仪礼》：周代周公制定。 《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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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讲了八种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是一套
礼仪准测。 ⑦礼记：有两种，戴德集编的称为《大戴礼记》，经过戴圣集编的称
为《小戴礼记》。 内容是关于制度、通论、阴阳、丧葬、法类、吉事、祭祀、乐记的。
⑧备：具备。

王迹息①，《春秋》作②，寓褒贬③，别善恶④。
三《传》者⑤，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①迹：事业，王迹，指天子的统治。 息，同“熄”，结束。 王迹息指周朝末年，

王道衰落，社会大乱，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结束，诸侯纷争开始。 ②《春秋》：孔
子为实现救世的理想而作《春秋》，是鲁官史官记载的史实，编年体史书，是中
国最早的一部历史经典。 ③寓：寄托。 褒贬：批评好坏。 ④别：区分，辨别。
⑤三传：即《春秋》三传：《公羊传》、《左传》、《谷梁传》。

《尔雅》者①，善辨言，求经训②，此莫先。
注疏备③，《十三经》④。 惟《大戴》，疏未成。
《左传》外，有《国语》⑤。 合群经⑥，数十五⑦。
①《尔雅》：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周公作。 内容分两部分，一

是辨别古今文字的差别，一是解释文字的意义和给事物的名字下定义。 ②经：
儒家经典。 训：解释，训诂。 ③注：注释。 疏：对古书的“注”所作的注解。 ④《十
三经》： 儒家奉为经典的13部古书， 即 《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
礼》、《礼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
⑤《国语》：左丘明著，又称《春秋外传》。 《左传》按年编排，侧重记事。 《国语》以
国为单位，记述当时各国卿大夫的思想言论。 ⑥群经：《十三经》。 ⑦《十三经》
加上《左传》、《国语》共15篇。

经既明①，方读子②，撮其要③，记其事。
古九流④，多亡佚⑤，取五种⑥，修文质⑦。
五子者，有荀、扬⑧，文中子⑨，及老、庄⑩。
①明：明白。 既：已经。 ②方：才。 子：诸子百家的著作。 ③撮：摘取。 要：

要点。④九流：先秦时期的九种学术流派。儒家、道家、阴阳、法家、名家、墨家、
纵横家、杂家、农家，共九家。 ⑤亡佚：消失，遗失。 ⑥五种：即以下注释中的五
部子书。⑦修：学习和锻炼。文：文彩。质：质朴。⑧荀扬：《荀子》和《扬子》。 《荀
子》，战国荀况著，分上下篇，主张人性本恶。 《扬子》，汉扬雄著，又名《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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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文中子》，即《中说》。 隋朝王通著。 ⑩老、庄：《老子》和《庄子》。 《老子》又名
《道德经》，春秋李耳著。 《庄子》，战国时庄周著，大部分为寓言，现存33篇。

经子通，读诸史①，考世系②，知始终。
自羲农③，至黄帝④，并顼喾⑤，在上世。
尧舜兴⑥，禅尊位⑦，号唐虞⑧，为二帝。
①史：史书。 ②世系：古代帝王世代相承的系统。 ③羲(xī)：伏羲氏，传说中

的远古部落联盟首领。 农：神农氏，古代帝王，姓姜，又称炎帝。 ④黄帝：轩辕
氏，古代帝王，姓姬(jī)，又称有熊氏。 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称三皇。 ⑤顼(xū)、
喾(kù)：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⑥尧：唐尧，古代皇帝，又称陶唐氏。舜：虞舜，
姓姚，名重华，古代皇帝，又称有虞氏。 尧、舜皆为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
落联盟首领。 ⑦禅：禅让。 把帝位让给有才能的人继承，而不由自己的后裔继
承。⑧唐：陶唐氏，远古部落名，居平阳，尧为其领袖。虞：有虞氏，远古部落名，
居于蒲板。 舜为其领袖。

夏有禹①，商有汤②，周文武③，称三王④。
夏传子⑤，家天下⑥，四百载，迁夏社⑦。
汤伐夏⑧，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⑨。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①夏：夏朝，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后为舜的

继承人。 其子启建立了夏朝。 ②商：商朝。 汤：汤王，姓子，名履，推翻夏桀王的
暴政而自称皇帝，史称商汤。 ③周：西周。 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 文王，姓姬，
名昌。武王是文王的儿子。④三王：夏商周三朝，历史上称为三代，其开国皇帝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史称三王。 ⑤夏传子：禹的儿子启破坏禅让制，继
承了禹的帝位。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⑥家天下：把王位传给自己的
儿子。⑦社：社稷，国家。 ⑧汤：成汤王，商朝的开国君主。 夏：夏桀(jié)王，夏朝
的最后一位君主。 ⑨纣(zhòu)：殷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周共和①，始纪年②，历宣幽③，遂东迁④。
周道衰⑤，王纲坠⑥，逞干戈⑦，尚游说⑧。
始春秋⑨，终战国⑩，五霸强輥輯訛，七雄出輥輰訛。
①共和：年号，周公和召公执政后，把年号改为共和。 ②始纪年：中国从共

和元年开始有了正确的纪年，史称始纪年，即公元前841年。 ③宣、幽：周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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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幽王，西周最后的两个皇帝。 ④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上称为东周，之前
称周代为西周。 ⑤周道衰：周王朝的统治衰落了。 ⑥王纲坠：周王朝的纲纪法
律失去作用。 ⑦逞干戈：逞，显玄，炫耀。 干戈：干是盾牌，戈是矛戟。 干戈表示
军事武力。⑧游说：政客四方奔走，给有权势者出谋划策。⑨春秋：从鲁隐公元
年到鲁哀公十四年之间的242年叫春秋时代。 ⑩战国：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间的181年，因连年战争，历史上称战国时代。 輥輯訛五霸：指春
秋五霸。 即，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輥輰訛七雄：战国七雄，即
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

嬴秦氏①，始兼并。 传二世②，楚汉争③。
高祖兴④，汉业建。 至孝平⑤，王莽篡⑥。
光武兴⑦，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⑧。
魏蜀吴⑨，争汉鼎⑩，号三国輥輯訛，迄两晋輥輰訛。
①嬴秦氏：秦始皇，姓嬴名政。 ②二世：秦二世，胡亥，秦始皇的儿子。

③楚：楚霸王，姓项，名籍，字羽，自号为西楚霸王。 汉：汉高祖刘邦，历史上第
一位由平民当了皇帝的人。④高祖：汉高祖刘邦。⑤孝平：汉孝平帝，又称汉平
帝，西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 ⑥王莽：西汉外戚，官至大司马，杀害了汉平帝，
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⑦光武：光武帝刘秀。⑧献：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汉
献帝。 ⑨魏：曹操的国号。 蜀：刘备的国号。 吴：孙权的国号。 ⑩鼎：传国的实
物，象征着皇帝。 輥輯訛三国：魏、吴、蜀三国鼎立。 輥輰訛两晋：东晋和西晋两朝代。

宋齐继①，梁陈承②，为南朝③，都金陵④。
北元魏⑤，分东西，宇文周⑥，与高齐⑦。
迨至隋⑧，一土宇⑨，不再传，失统绪⑩。
①宋：宋武帝刘裕。 齐：齐高祖萧道成。 ②梁：梁武帝萧衍。 陈：陈武帝陈

霸先。 ③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金陵，历史上称为南朝。 ④金陵：南京。
⑤北元魏：北魏是鲜卑族，姓拓跋。 至孝文帝时，因仰慕汉文化，改姓为元，故
称北元魏。 北元魏后分为东魏和两魏。 ⑥宇文周：北周闵帝宇文觉。 宇文为复
姓。⑦高齐：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魏、北齐、北周，史称北朝。⑧迨(dài)：等到。隋：
隋朝。 ⑨一土宇：南北结合，一统天下。 ⑩统绪：世系。

唐高祖①，起义师②，除隋乱，创国基③。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④，国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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