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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原 文 】 为 人 子 ， 方

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
九龄，能温席①。孝于亲，
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②
，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
③，次见闻。知某数，识某
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
千，千而万。

【注释】①香：黄香，
东汉人。传说他九岁时，就
懂得孝顺父母，冬天用自己
的身体暖和父亲的被窝，夏
天为父亲扇凉枕席。他是历
代所宣扬“二十四孝”中的
一个孝子。典出《蒙求下•
黄香扇枕》。②融：东汉末
人，孔子二十世孙、建安七
子之一，三国时代儒家学派
的人物。传说他四岁时同兄
弟 一 起 吃 梨 ， 自 己 先 拿 小
的，把大的让给哥哥。故事
出自宋代《蒙求集注•孔融
让果》。③悌（ti音替）：弟
弟敬爱哥哥。

【试译】做儿子的，在
少年时，要亲爱师友，学习
礼仪。东汉黄香九岁时，冬
天能用身体替父亲热被窝。
对父母孝顺，应当这样做。
汉末的孔融，四岁时就能给
哥 哥 让 梨 。 做 弟 弟 的 对 兄
长，应先懂得这道理。首先
要讲孝悌，其次才讲见闻。
要懂得计算数目，认识某些
文字。循序渐进从一到十，
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
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

                   四
【 原 文 】 三 才 者 ， 天

地人①。三光者，日月星。
三纲者②，君臣义③。父子
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
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
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

行，本乎数④。曰仁义，礼
智 信 ， 此 五 常 ， 不 容 紊 ⑤
。稻粱菽，麦黍稷⑥，此六
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
豕⑦，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①三才者，天
地人：才，能力强大者，此
处指伟大的创造能力。《周
易》云：天在上，地在下，
人居中。天之道曰阴与阳，
主 “ 施 ” ； 地 之 道 曰 刚 与
柔，主“受”；人之道曰仁
与义，主“和”。天“施”
地 “ 受 ” ， 孕 育 万 物 ， “
和”则能化生之。所以天地
人 是 万 物 的 创 造 者 。 ② 三
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之
道。《白虎通•三纲六纪》
引 《 礼 纬 含 文 嘉 》 云 ： “
君 为 臣 纲 ， 父 为 子 纲 ， 夫
为 妻 纲 。 ” ③ 君 臣 义 ： 指
《论语•三》篇所谓“君臣
之 义 ， 如 之 何 其 废 之 ” 的
义，即正名分。④数：宇宙
运行的法则，就是运数。本
乎数，即西汉董仲舒所说的
五 行 相 生 相 克 ， 来 源 于 运
数。⑤紊（读wen,音稳）：
混乱。⑥粱：小米，即粟，
是粟中的优良品种；菽（shu
音叔），豆的总称；稷（ji
音鲫），古代以稷为百谷之
长。⑦豕（shi音史）：猪。

【试译】宇宙有三才，
就是天地人。天上有三光，
就是日月星。人类有三纲：
君臣正名分，父子要相亲，
夫妇要和顺。春、夏、秋、
冬，这是四时，循环运转永
无穷。南、北、西、东，这
是四方，是相应于一地的中
央而言。水、火、木、金、
土，这是五行，其相生相克
变 化 都 来 源 于 运 数 。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这 是 五
常，不容许混乱。稻谷、小
米、豆、麦子、黍子、粟，
这是六谷，是人们的食粮。

马、牛、羊、鸡、狗、
猪，这叫六畜，为人们
所饲养。 

              五
【原文】曰喜怒，

曰哀惧，爱恶欲，七情
具。匏土革，木石金，
丝与竹，乃八音①。高
曾 祖 ， 父 而 身 ， 身 而
子，子而孙，自子孙，
至曾玄，乃九族，人之
伦。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长幼
序，友与朋；君则敬，
臣则忠。此十义②，人
所同。

【注释】①八音：
指八类乐器，匏（pao
音袍）是笙（sheng音生），
土是埙（xun音勛），革是
鼓，木是柷敔（zhu yu音祝
语），石是磬（qing音庆）
，金是钟镈(bo音博），丝是
琴瑟，竹是箫管。②十义：
据《礼记•礼运》篇载，十
义是“父慈、子孝、兄良、
弟悌、夫义、妇听、长惠、
幼顺、君仁、臣忠” 。和这
里所讲，略有出入。

【试译】喜、怒、哀、
惧、爱、恶、欲，这是七种
感情。笙、埙、柷敔、鼓、
磬 、 钟 镈 、 琴 瑟 、 箫 管 ，
这是八种乐器。高祖父、曾
祖父、祖父、父亲和自己，
自己到儿子，儿子到孙子，
由孙子到曾孙和玄孙，这九
族，是人伦。父慈子孝要讲
恩，夫要义，妇要听；兄要
友爱，弟要恭敬；长幼要有
别，朋友讲信义；君要尊重
臣，臣对君要忠。这十义，
人们要共同遵守。

                 六
【原文】凡训蒙，须讲

究，详训诂①，明句读。为

学者，必有初。《小学》②
终 ， 至 四 书 ③ 。 《 论 语 》
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
言。《孟子》者，七篇止，
讲 道 德 ， 说 仁 义 。 作 《 中
庸》，子思笔，中不偏，庸
不 易 。 作 《 大 学 》 ， 乃 曾
子，自修齐，至平治。《孝
经》④通，四书熟，如六经
⑤，始可读。《诗》《书》
《易》，《礼》《春秋》，
号 六 经 ， 当 讲 求 。 有 《 连
山》，有《归藏》，有《周
易》，三易详。有典谟，有
训诰，有誓命⑥，《书》之
奥。我周公，作《周礼》，
著 六 官 ⑦ ， 存 治 体 。 大 小
戴 ⑧ ， 注 《 礼 记 》 ， 述 圣
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
颂，号四诗⑨，当讽咏。诗
既亡，《春秋》作⑩，寓褒
贬，别善恶。三传者，有《
公羊》，有《左氏》，有《
谷梁》。

【注释】①训诂：用当
代的话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
义。与下句的“句读（dou）
一 样 ， 是 初 学 者 的 入 门 功
课。按：一句为“句”，半
句为“读”。因句子太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