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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千字文》作为经典的儿童启蒙读物，已经有一千五百

余年的历史。在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之中，非但

没有被淹没，至今还能光芒不减，自然有其独特的理由。

首先，《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文字优

美、辞藻华丽的特点突出。作者全文以四字一句，两句一

韵，对仗工整，文采斐然，秉承中国古代第一诗文经典

《诗经》的写作方式而成为长篇四言诗。由于不重复的

千字所限，虽非一韵到底，但每隔一大段一变韵，全篇仍

然是韵律完好严格，并无杂乱无序之嫌。可以说是音韵和

美，读来朗朗上口。既有文学审美的享受，又非常容易背

诵，对少年儿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训练。无怪乎

千百年来在中华广袤大地上会出现“学童三五并排坐，天

地玄黄喊一年”的奇趣景象。

其次，《千字文》条理清晰，构思精巧，内容丰富。

既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篇小史，也可以被称作一部“小

百科全书”。难能可贵的是在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尽管

是佛、道、儒多家哲学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千字文》

仍能全篇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纲，不但关注了中国古代偏重

伦理道德教诲的问题，而又没有忽略天文、地理、自然、

社会、历史问题的探求精神。全篇认真注释下来，弄清楚

文中典故的出处，不仅仅是启蒙和教育儿童的读物，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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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喜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年人而言，也会增长很

多历史文化知识。

 作者周兴嗣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年代，

史称“南北朝”。南朝由吴、晋、宋、齐、粱、陈顺序组

成，叫六朝。周兴嗣具体生年不详。公元502年“萧衍”

代齐建梁，历史上称他为梁武帝，周兴嗣以其文采渐受梁

武帝重视，累官至 “员外散骑侍郎”。这是和王羲之“右

军将军”相类似的文臣授武职的一个荣誉衔，主要工作还

是为皇室撰写文稿，比较著名的是《铜表铭》、《栅塘

碣》、《北伐檄》以及《次韵王羲之千字文》，有文集十

卷传世。《梁史》记载：“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

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这是正史对《千字文》

写作的唯一记载。

唐以后，唐宋文人的笔记小说如《尚书故实》、《太

平广记》、《刘公嘉话录》对于这一写作事件进行了艺术

加工：梁武帝一生戎马，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太平时期

多读些书、写一笔好字。由于当时的启蒙读物多是像《仓

颉篇》、《急就章》、《劝学篇》这样的教材，可读性不

强。为了能有一本适合的启蒙读物，他令一名叫殷铁石的

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一千多个不

相干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一字一字地教学。但这些

字杂乱难记，教学效果不好。梁武帝于是召来自己最信赖

的文学侍从周兴嗣，令其把这一千字韵而为文。周兴嗣领

受任务后冥思苦想一夜，终于文如泉涌，将这一千字联串

成一篇内涵丰富的四言韵文。但他由于用脑过度，任务太

过艰难而至一夜白头。第二天梁武帝读后，拍案叫绝，即

刻命人刻印，这就是《千字文》的诞生过程。周兴嗣也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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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加受到梁武帝的赏识。这种说法其实大多是唐宋文人

的消遣之作，可信度不高。

上面说到周兴嗣虽然处在皆为短祚之国、荒君乱世的

混乱年代，但却是佛、道、儒三家哲学思想相互交汇碰撞

的重要时期。佛、道、儒三家在相互碰撞的同时，互相吸

收对方的观点和思想，逐渐出现了融合的发展趋势。突出

的事例有：梁武帝时由达摩菩提从印度带回创建的禅宗有

个著名的人物叫傅翕，他是梁武帝的佛学导师，经常以

“道冠、僧衣、儒履”的打扮招摇过市，引来世人指点。

其实他要表现的无非是“以道学为首要，以佛学为中心，

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佛教禅宗的主旨。这一时期是佛、

道、儒三教合一，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所以周兴嗣的

《千字文》正本清源纯以儒学为根本的诗文，能够受到当

时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的欣赏，并借之流传后世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

六朝时期除了“佛、道、儒”哲学思想的碰撞融合

外，在文化艺术上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前进的

时代。那个时期文人所表现出的活跃思维、生动气韵体现

在他们的作品中，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陆机

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 ，无不让人惊叹不

已，目不暇接。作为训蒙的《千字文》在那个珍品杰作迭

出的年代中不但没有被淹没，还能和那些极高明的文论、

艺论、书论、画论、音韵文字学著作并世长存，并且在

一千五百年后依旧生机无限，也证明《千字文》的水准是

难以超越的。

那么《千字文》以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成文是否可信

呢？我觉得这一点毋庸置疑。

首先，“梁史”有记载：“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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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韵为文”，一千字就是限制，是奉皇帝敕命编纂的韵

文。正史是不敢拿皇命开玩笑的，绝不会有重复。另外，

《千字文》除作为训蒙的读物外，历代在社会上诸多行

业都有使用，比如大部头的书籍每卷的编号，商人账册

的编号，旅馆、饭店房间的编号。如有文字重复岂不乱套

了。但是简化字的千字文有七个字确是重复的。分别是：

发——周发殷汤、盖此身发；巨——剑号巨阙、巨野泪

庭；昆——玉出昆岗、昆池碣石；戚——戚射欢招、亲戚

故旧；云——云腾致雨、禅主云亭；并——百郡奉并、并

皆佳妙；洁——女幕贞洁、纨扇员洁。其实这不难解释，

我国自1956年进行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及合并异体字后才

使《千字文》出现了七个重复字，而这七个字在当时的语

言环境中多表示不同的意思，这在后面会谈到。中华文字

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在不断

变化。如果我们用今天描述某一社会现象的网络流行语让

古人来解释，他会感觉不知所云，放在一两千年以后，我

们的后人恐怕也难以理解。

今天，作为成人，我们诵读《千字文》，有些人会感

觉支离破碎零乱无章，其实这也是受一千字限制的原因。

首先，如果没有一千字的限制，文章可以更美一些，文字

表达得可以更准确一些。二百五十句的诗完全可以一韵到

底，而不用中间的数度变韵。为了诗文更响亮易读，可从

开始的“皇”、“荒”一直压“阳”韵而不用到中间换作

“弟”、“枝”这样的窄韵。

除了韵脚外，很多人认为《千字文》不易懂，这也是

受一千字限制的原因。所以《千字文》用典虽多，但为了

考虑对仗工整和押韵的因素，典故中有些文字就略显生

僻，文中表述的意思就不甚全面，这也是今天需要对《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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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进行认真注解的原因。只有完整地理解了这些文字

的意思，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千字文》所包含的丰富韵味

和涵泳，这也是学习古文的一个方法。

注解《千字文》的目的除了便于读者理解外，还希望

读者看到《千字文》的书写之美。唐以后的历代大书家基

本都写过《千字文》，但现在考证，文字上最为准确的应

该是唐代智永禅师的《千字文》。本书即以智永的《千字

文》为标准，注解书写。

另外，《千字文》二百五十句有句无章，尽管历史上

按《千字文》的表达意思把它分成若干部分，但现在来看

仍不免牵强，不如两句一联更为容易理解。例如：清人汪

啸平、孙谦益参注的《千字文释义》的四分法。从第一句

“天地玄黄”始到第三十六句“赖及万方”为第一部分。

从天地开辟讲起，有了天地，就有了日月、星辰、云雨、

霜露和四时寒暑的变化，也就有了孕生于大地的金玉、宝

剑、珍宝、果品、菜蔬以及江河湖海、飞鸟游鱼，天地之

间也就出现了人和时代的变迁。在此，《千字文》讲述人

类早期历史和商汤、周武王盛世的表现，这符合古人“天

地人”三者合一的“三才”文化的理念。

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七句“盖此身发”到一百零二句

“好爵自縻”止，重在讲述个人的修养标准和原则，也就

是“三纲八目”中的修身工夫。指出人要忠孝，讲信用，

保持本真，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

第三部分从第一百零三句“都邑华夏”到第一百六十二

句“岩岫杳冥”止，这部分分三个方面主要讲述了与封建

统治有关的问题。第一层面是京城形胜，第二层面是统治

阶层的豪华生活和文治武功，第三层面是国家疆域的广阔

和风景的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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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从第一百六十三句“治本于农”到第二百 

四十八句“愚蒙等诮”止，讲的是恬淡的田园生活以及君

子治家处身之道。

最后两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没有特别意思，另

列出来 。

这种四分法虽便于理解，但针对感觉有些散乱无章的

《千字文》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牵强，不如两句一联更为

易懂。注解的过程中作者不会每字都解，对读者耳熟能详

的知识点会略过，否则翻一千次《说文解字》岂不更为简

单。进行注解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更深刻理解《千字

文》句中的深意，准确把握儒家文化这个中华文化的主体

精神。另外，由于古今语词含义的变化，给现在的人们正

确理解古文造成了障碍，注解一下，避免读者用晚出之义

代替当时词语的初始义。还有一点，在注解的过程中作者

不会把每一句原文翻成白话文，因为作者认为用白话文翻

译后的《千字文》并不比原文美，也无助于读者加强记忆

和深刻理解《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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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句主要有两个知识点，一是“天地玄黄”出自《易

经》“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千字

文》为了和宇宙词性相对，力求工整，调整为天地玄黄，

也就是天地对宇宙，玄黄对洪荒。

《易经》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从《易经》

产生到现在的几千年中，关于《易经》的著作难以胜数，

可谓汗牛充栋，只在清代就有三千多家， 所以在此不作过

多的讲述。《易经》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可以说渗透

到了我国古代所有的学科领域。因此《千字文》第一句出

自《易经》也就不足为怪了。

“玄”是黑的意思，但我们不能理解为天黑地黄。在

我国民间约定俗成的是：黑也通青。所以这句可以理解为

青天、碧空、苍天，“地黄”也就是地是黄的。

玄黄是本句的第二个知识点，这涉及我国古代哲学概

念的“五行”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周书·洪范》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到秦汉，五行的学说已经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如，五方：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中

（土）；五色：青（木）赤（火）白（金）黑（水）黄

（土）；五味：酸苦辛咸甘；五气：寒热温凉平，以及五

谷、五果、五畜、五音、五毒等等。《汉书·艺文志》记

载先秦时代五行的就有31家，632卷。五行原本是分类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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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说法，后来则变为一种讲究相生相克的学说，被看

成是循环观念的代表了。

《千字文》中的地黄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基于中原的一

种观察总结。实际上我国土地也为五色，大家知道云南的

红土地，黑龙江黑土地……

“宇”指空间，“宙”指时间。所以空间用“洪”，

无穷大来形容；时间用“荒”，无法施加人为影响来比

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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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昃，《说文》里有“日在西方时侧也”，即过了正午

为昃。盈，《说文》里有“满器也”，即月圆为盈。

“辰”是日月星的总称，也有时光流转之意，这里单

指星。“宿”是星座的名称，我国有“二十八星宿”的说

法。

辰宿列张，描述满天星斗如同排列位置张贴悬挂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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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寒来暑往”出自《易经》“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

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其实这句话也证明《易经》

是基于先民中原地区的观察，四季分明。

“秋收冬藏”出自《史记·太史公自传》中的“夫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这是常识，现在的

小孩子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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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闰余成岁，律召调阳

“闰余成岁”也有出处，来自《尚书·尧典》“期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就是今天我

们用的“农历”，也称“夏历”。

“律召调阳”，我们没有用大多数通行本中的“吕”

字，而采用了智永《千字文》的“召”字。有两层意思，

一是“召”与上句“余”对仗更工整，实词对实词，虚词

对虚词。如果换成“吕”就成了虚词对实词，对仗是讲究

词义相近、词性相对的。二是因为“召”字与上下词联系

得更紧密。“律召调阳”是古人测量节气的一种方法，这

在《后汉书》和《晋书》等多部文献中都有记载。

方法是取六根音乐上定律的管子，里面盛上葭莩灰

（用芦苇的薄膜烧制的最轻的灰），用薄膜封上口，找一

间密室将这六根管子埋在地下，上端与地面持平。到了冬

至这一天，是阴气衰极、阳气初生的日子，冬至时刻一

到，其中最长的那根律管的葭莩灰就会喷出来。所以这个

“召”，“召”的是初生的阳气。诗圣杜甫有首《冬至

诗》就写了这件事情：“天时人事日相摧，冬至阳生春又

回。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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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这句诗文说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自然现象，不作

过多解释，但可以借此加一个新的知识点。

“云腾致雨”出自《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地气上为云”，这个知识点就是阴阳。阴阳是先

秦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里记载阴阳有

16家249篇图10卷。早期，阴阳学的最大特点是阴阳交替

轮转循回这样一个观点，而不在于说明一个事物对应的两

面。阴阳在中医学上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在那个连标

点都舍不得用的惜纸如金的年代，《黄帝内经》专用两篇

《阴阳应象大论》和《阴阳离合论》来说明阴阳的问题。

阴阳概念的提出是极高明的，使世间万象归宗为阴阳，是

以简驭繁的最佳词汇，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上具有代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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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金出丽水”出自《韩非子·内储说》“荆南之地，

丽水之中生金”。丽水应该是个地名，古代有人考证是金

沙江。昆冈则是我国的昆仑山脉。今天我们的美玉也多出

自昆仑山脉一带的新疆、青海，可见古人对地理的认识是

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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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剑号巨阙，珠称夜光

“剑号巨阙”的意思是最好的剑是巨阙。巨阙剑是传

说中越王命欧冶子铸造的五把宝剑之一，其余四把为湛

卢、纯钧、胜邪、鱼肠。唐朝时在欧冶子铸剑的地方设

县，以宝剑为名叫“龙泉县”。到今天，龙泉县仍以龙泉

剑的传统铸造工艺驰名。 

最好的珍珠是夜明珠，可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夜明珠

都是矿物珠了。历史上最有名的夜明珠是“隋侯之珠”。

这个成语的由来就是源自隋侯得到了一颗夜明珠，但今天

这句成语已经用来比喻才华卓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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