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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字经》作为传统文化蒙学教育中的经典之作，传世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三字经》采用韵文的形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内容包括中国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
道德思想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其中在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仅用三百字便概括了这一历史长河中的朝代更替，备受历代文
人的推崇和赞誉。
《三字经》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我和今天的青年人一样，在自己的小学教育中也没有读过《三字经》。
我读《三字经》是在成人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接触到更多《三字经》的注释本，但内容大多相似或相近，主要的读者对象
均为少年儿童，且较为浅显。
这些读本大多以注释和译文为主，没能挖掘《三字经》中的深刻内容。
今天的中国人多数没有接受过《三字经》的正规教育，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三字经》注解本，让今天
的人们都能重新补上《三字经》这一课。
基于这一思考，一种创作上的冲动，使我提起笔来重新注解《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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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字经》作为传统文化蒙学教育中的经典之作，传世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三字经》采用韵文的形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内容包括中国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
道德思想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其中在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仅用三百字便概括了这一历史长河中的朝代更替，备受历代文
人的推崇和赞誉。
《三字经》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本书所采用的底本是清王相的增补本。
王应麟所处的年代为南宋末元初，不可能去概述元代以后的历史，王相和贺兴思是清初和清中期的人
，他们概述清朝的历史也仅限于清初。
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章太炎所增补的《三字经》补齐了清朝的历史概述，去掉了“清太祖，膺景命。
靖四方，克大定”这一句，而改为“清顺治，据神京，至十传，宣统逊。
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
”在章太炎看来，努尔哈赤建立的只是后金政权，当时的清王朝尚未建立，所以把入主中原的清世祖
顺治皇帝确定为清朝的第一位皇帝，而没有列入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王朝的真正建立者皇太极，故称
十传。
事实上，清王朝建立后，追封后金的第一位君主努尔哈赤为清太祖，追封后金第二代君主，清王朝的
创建者皇太极为清太宗。
加上这二位皇帝，清王朝共有十二位皇帝。
这种说法已被世人广泛接受。
现在各出版社所采用的版本，大多以清王相的版本为依据，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清王朝从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始，到1911年宣统皇帝退位止，统治时间长达295年。
从清兵1644年入关起，统治中原267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我国历代纪元表》即是这样记载的。
清王朝灭亡后，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至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翻。
中华民国的统治时间为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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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注释】人：泛指众人。
初：有生之初，这里指人刚出生的时候。
性：本性，指人类天生所具有的性质或个性。
本：事物的根本。
善：善良。
近：接近，指两者相比差别不大。
习：这里指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性。
【译文】每一个刚出生的人，本性都是善良的。
这种善良纯洁的本性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
但是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就使人的习性有了相当大的差别。
【扩展阅读】这句话揭示的是“性”和“习”的关系。
“性”。
指人的本性，关于人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种观点：即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
，告子的“性不善不恶论”。
作者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习”，习性，指人类长期在某种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下所养成的特性。
“性相近，习相远”原是孔子的话。
《三字经》引用孔子的话进行说理，从人的天性本来相近，但随着习染不同则发生变化这一论点出发
进行推论。
并得出判断：好的习性会使人成才，成为社会栋梁；坏的习性，会使人变为社会的负担，导致社会的
动荡与不安。
这几句话是开篇，是总纲，也是《三字经》立论的基础，指出人的习性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的，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教育下一代的重视。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注释】苟：如果。
教：教诲。
性：性情。
乃：就，于是。
迁：迁移，引申为转变，指随着时间的迁流而向坏的方面转变。
道：道理，此指教育的方法。
贵：贵重，此指教育方法的可贵之处。
专：专一，一心一意。
【译文】对于孩子不能任其胡乱行事而不加以教育。
如果任其发展，从小就没有得到好的教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就会逐渐变坏了。
同时，师长教育孩子的方法，贵在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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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字经诵读与解析》：重温国学经典的人文关怀，体验亲子阅读的盎然意趣。
《三字经》独创“2＋1”的亲子阅读方式：解析版和诵读版独立成册，拼音育读带给孩子无障碍的启
蒙阅读，解析读本让父母开启孩子国学教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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