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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提要

历朝历代的名作中， 有谆谆寄语、 诲人向善

的启蒙经典； 有入木三分、 千古不变的儒家经典；

有“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的千古绝唱； 有惊天地、 泣鬼神的 《窦娥冤》

之类的戏剧经典； 有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意境飘逸之类的散文经典； 有“古今

多少事， 付与笑谈中” 的 《三国演义》 之类的小说

经典， 以及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之

类的史乘经典。 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万古不废的

传世之作。



前 言

中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

族世代相传之瑰宝。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我华夏文明悠悠千年

香火不绝， 全仰仗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 正是因为有这个根，

中华民族这棵“松” 才硕大无比， 才能历经艰难却不屈不挠、

愈久弥坚。

中华民族若要薪火相传， 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当今世界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加之现代传播技术的

普及， 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和缺乏道德的行为对国人， 尤其是青

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

下， 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思想基础性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的精神内涵， 与当今中国社会的时代主流价

值，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教育， 是一脉

相承的源流关系， 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语言、 文化传统、 思想观念、 自然景观、 人文遗存、

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 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

道德规范、 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 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培

育人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的家国情怀观念， 对树立“仁

爱共济， 立己达人” 的社会关爱意识， 对养成“正心笃志， 崇

德弘毅” 的人格修养品质， 对立德树人及人文修养的提高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 特

别是有助于青少年学生逐步成长为有自信、 懂自尊、 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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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养、 讲文明、 有爱心、 知荣辱、 守诚信、 敢创新的新一代

中国公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海量， 除专业人员外， 生活在快节

奏下的现代人不可能逐一阅览， 但对其中重要的文化经典却不

能不掌握。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博览 ” 丛书根据教育部 2014

年 3 月颁布的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的精

神， 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精髓， 从名胜概要 （名地风

光、 名山风格、 名川风致、 名湖风味、 名城风韵、 名园风貌、

名楼风调、 名亭风情、 名陵风景）、 名贵览要 （一大创造、 三

大学说、 四大发明、 修身、 仁爱、 礼貌、 谦和、 图强）、 名作

提要 （启蒙经典、 儒学经典、 诗歌经典、 词曲经典、 戏剧经

典、 散文经典、 小说经典、 史学经典） 和名流举要 （诸子百

家、 政坛英才、 科学名人、 书画宗师、 文坛泰斗、 史学巨擘、

哲学大师） 四个视角进行赏析。 全套丛书概其优者， 既全面系

统， 又简明扼要， 使读本具“知识信息丰富和概天下之要” 之

特色， 其中很多知识信息和经典文化， 不仅是处世为人所必备

之信息库， 也是升学考试、 公务员考试和就业应聘不可或缺的

传统文化知识： 人读之， 终身受益； 家存之， 则享用无穷。

编 者

201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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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启蒙经典

启蒙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作有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 和 《千家诗》

等， 其内容涉及天文、 历史、 地理、 治国、 道德、 伦理等各方

面的知识。

这些启蒙读物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往往音韵谐美， 读来朗

朗上口， 易学好记。 故而千百年来， 人们将之视为国学启蒙宝

典， 作为培育子弟后代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希望大家能通过对

这些启蒙读本的阅读， 体会国学精粹的不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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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第 1课

《三字经》

《三字经》 是我国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蒙学读本， 自宋

朝以来， 已经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 全书共一千多字， 三字一

句的韵文极易成诵， 朗朗上口， 短小的篇幅中蕴含着许多深刻

的道理。 其内容包括历史、 天文、 地理、 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

民间传说等， 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熟读 《三字经》， 可知千古事”， 《三字经》 以其独特的

思想价值和文化内涵被历代人们奉为经典而不断流传， 时至今

日， 仍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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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吧

“苏老泉， 二十七。 始发愤， 读书籍。 彼既老， 犹悔

迟。 尔小生， 宜早思。” （《三字经》）

这段话的意思是：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二十七岁那年才下

决心发奋学习， 终成一代名士。 他年老的时候非常后悔读书太

迟， 否则成就还可以更高。

苏洵是北宋著名文学家。 少年时期的他非常贪玩， 不喜欢

读书。 在二十七岁时， 他的哥哥中了科举做了官。 这时， 苏洵

才猛然醒悟自己也应该努力读书， 以后才能有所成就。 于是他

下定决心， 专心致志地钻研诸子百家的学说。 一年以后， 苏洵

参加科举， 但落榜了。 回到家后， 他叹气道： “我一定是准备

得不够充分， 所以不能榜上有名。 但是取得功名实在不是读书

的目的啊。” 于是， 他把一年以来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 从此闭

门用功读书， 不再提笔写文章。

相传， 有一年端午节， 苏洵的母亲看他一直待在书房里看

书， 连早餐也忘记吃， 于是特地剥了几个粽子， 连着一碟白糖

送去书房， 没有打扰他便悄悄走开了。 等到午饭时分收拾盘碟

时， 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 糖碟却原封未动， 并在砚台的四周

发现了些许散落的糯米粒， 苏洵的嘴边也是墨迹斑斑。 原来苏

洵只顾专心读书， 将砚台当成了糖碟， 蘸在粽子上的是墨而不

是糖。

经过五六年的苦读， 苏洵自己觉得学识大有增长了才开始

写文章。 他下笔时， 由于知识渊博， 思维开阔， 文章往往见解

独到， 文采斐然， 受到士林学子的推崇。 苏洵也渐渐闻名天下，

后来还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第

一

单

元

启

蒙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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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讲一讲你所知道的关于 《三字经》 的典故。

践行活动

阅读拓展

踏上异国路的 《三字经》

从明朝开始， 《三字经》 就不仅仅在国内流传， 更

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早的外文版《三字经》 是用拉丁语

翻译的， 而这要得益于一位了不起的意大利人———罗明坚。

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欧洲人， 早在

1579年， 他就去往澳洲学习中文， 并在此过程中首次接触

到了 《三字经》。 这本篇幅短小精悍却内容广泛的“小

书” 让他很快就领会到传统儒学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深感 《三字经》 的文化价值和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

作用， 从 1581 年开始， 罗明坚就开始着手对 《三字经》

的拉丁文翻译， 并将译文寄回了意大利。 虽然这本书在当

时没有发表， 但 《三字经》 由此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

并成为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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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百家姓》

《百家姓》 是一本关于中国姓氏的启蒙读物， 成书于北宋

初期。 原收集姓氏四百一十一个， 后增补到五百六十八个， 其

中单姓四百四十四个， 复姓一百二十四个。 《百家姓》 采用四

言体例， 对姓氏进行了排列， 而且句句押韵， 虽然内容缺乏文

理， 但它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国文字的认识方面都

起了巨大作用， 这也是其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因素。

《百家姓》 与 《三字经》《千字文》 并称“三百千”， 是中

国古代幼儿的启蒙书， 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 “初入社学八

岁以下者， 先读 《三字经》 以习见闻， 读 《百家姓》 以便日

用， 读 《千字文》 以明义理。” 由此可见 《百家姓》 在蒙学领

域里的重要地位。

第

一

单

元

启

蒙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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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吧

姚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它起源于古代三皇五

帝之一的舜帝。

舜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 故而他被后人称为虞帝。 古

人往往将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姓氏，

舜帝因生于姚墟 （今山东菏泽） 而得姚姓， 姓姚名重华。

舜帝的后裔除了姚姓， 还派生出其他的姓， 其中最主

要的是妫姓。 妫姓是尧帝赐给舜的， 所以舜帝的后人大多

以妫为姓。 舜帝死后， 大禹接位， 他把舜帝的儿子商均派

往虞国 （今河南虞城县一带）， 于是商均之后就将国名虞

当做姓氏了。

而另一支以妫为姓的舜帝子孙代代繁衍， 到了周武王

时， 出了著名人物妫满。 周武王将妫满封到了宛丘 （今河

南淮阳附近）， 妫满在这里建立了陈国， 因为他死后谥号

为“胡公”， 所以妫满被后人称为陈胡公。 妫满以后十一

世， 他的子孙陈完因为陈国内乱而逃到齐国， 又将陈姓改

为田姓。

姚姓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 分出五支， 分别是陈、

胡、 姚、 虞、 田。 时至今日， 在香港、 台湾和东南亚等华

人集居的地方， 常常可以见到这几个姓联宗的祠堂。

阅读拓展

百家姓之由来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 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 并且逐渐

发展壮大， 世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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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查你自己的姓氏来源和演变， 并找找你周围的朋

友及同学中姓氏的故事。

践行活动

“姓氏” 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虽然是一个词， 但在秦

汉以前， 姓和氏有着明显的区别。 姓源于母系社会， 与女

娲有关。 姓是一个会意字， 左边一个“女”， 右边一个

“生”， 合并在一起意味着姓最初是女性的专利， 所以中国

最早的姓大多是“女” 字旁， 如： 姜、 姚、 姒等。 而氏的

产生则在姓之后， 是按父系来表示血缘关系的结果， 而这

则是在父权社会确立之后才出现的。

在中华姓氏文化中， 《百家姓》 是我国流传最广、 传

承最久的一种蒙学教材， 它的成书和普及时间甚至还要早

于《三字经》。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 《百家姓》 前几

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 如赵是指宋朝的国君之姓， 理

应为首； 其次是钱姓， 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

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 李为南唐国君李氏等。

姓氏的起源有很多， 并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同姓异

源或同源异姓等情况无疑使姓氏的考据变得愈加复杂。

《百家姓》 早先收集了四百一十一个姓氏， 后来增加到五

百余个。 但据有关报道， 研究姓氏的专家能够从古今文献

上收集到包括生僻姓氏在内的数千个姓氏。 而且， 随着岁

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 一些新的姓氏也不断出现， 如在

为孩子取名时， 取父母双方的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 为姓

氏“家族” 增添了新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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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千字文》

《千字文》 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 最成功的儿童启蒙

教材， 为南朝周兴嗣所作。 它是四言长文， 句句押韵， 文辞优

美， 在文采上独领启蒙读物之风骚， 堪称训蒙长诗。 其内容涵

盖天文自然、 修身养性、 人伦道德、 地理历史、 人物掌故、 农

耕园艺、 祭祀礼仪、 饮食起居等多方面的知识。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开天辟地的故事， 第二

部分讲述人的修养标准和原则， 第三部分讲述和上层建筑有关

的各方面问题， 第四部分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园生活。

《千字文》 在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中， 是一篇承上启下的

作品， 它不仅是启蒙和教育儿童的最佳读物， 更是一部生动优

秀的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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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吧

“耽读玩市， 寓目囊箱。” （《千字文》）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嘈杂的集市中还能潜心读书， 对外面

环境的一切充耳不闻， 眼里只有书囊和书箱， 除此以外， 什么

也看不见。

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汉著名的唯物论思想家王充。 王充早年

曾入太学受业， 知识渊博。 他年轻的时候在洛阳游学， 因为家

境不富裕， 买不起书， 便经常到书肆站着读书。 他生性聪颖，

可以过目成诵。 从洛阳的闹市上， 吸取了百家之言的精华， 这

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 并为他的博学通才奠定了基础。

王充曾做过小官， 但不久就辞官回乡， 一面教书育人， 一

面著书立说。 他留下的著述只有 《论衡》 一部， 是他花了三十

年心血才完成的， 被称为奇书， 对后世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

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阅读拓展

兴嗣白发

相传梁武帝萧衍戎马一生， 但他本人颇为爱好书法，

而且深知不读书的害处， 为了巩固梁朝江山， 他希望自己

的兄弟子侄能够在他统治的太平年代成为饱学之士， 成为

出类拔萃的人物。 由于当时尚无合适的启蒙读物， 于是他

令一位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

迹中拓下一千个各不相干的字， 每纸一字， 一字一字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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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但由于字字孤立， 学起来十分杂乱， 不便记忆， 收效

甚微。

于是梁武帝就想， 若是将这一千个字编撰成一篇文

章， 岂不妙哉。 于是他找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周兴嗣

道： “卿有才思， 为我韵之。” 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兴嗣。

周兴嗣接到诏令， 立即返回家中。 他闭上房门， 将这

一千个字摊在桌上， 摆在地上， 逐字揣摩， 反复吟唱。 直

到天亮之际才豁然开朗， 将这一千个不同的字编撰成了一

篇通俗易懂而又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 而周兴嗣本人却因

为一夜成书， 用脑过度， 次日须发尽白。

自己去找 《千字文》 的原文， 试着进行背诵， 并与

同学分享文字中的典故。

践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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