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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書《三字經》、《幼學瓊林》之科教意涵 
 

張之傑 

（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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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典故之餘，同時可以學到多方面的常識，其常識教育意義毋庸置疑。 

無論古今，常識教育不可能不包含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技術技藝。漢代以降，國

人習慣以陰陽五行解釋一切自然現象，本文所謂自然哲學，和陰陽五行及其所衍生的概

念同義。蒙書《三字經》和《幼學瓊林》所含的常識，都含有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技

術技藝的成份，從中可以看出昔時童蒙教育的科學教育內涵，以及古人對待童蒙科學教

育的態度。 

 

二二二二、《、《、《、《三字經三字經三字經三字經》》》》的科學內容的科學內容的科學內容的科學內容 
關於《三字經》的作者，有多種說法，一般相信出自南宋學者王應麟（1223-1296）

之手。應麟字伯厚，鄞縣人，淳祐元年（1241）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元軍陷臨安（1276），

歸隱家鄉，杜門不出垂二十年。著述豐富，且涉及面廣闊，有文字學著作《小學紺珠》、

地理著作《通鑑地理通釋》、史學著作《漢制考》、類書《玉海》、筆記《困學紀聞》3及

蒙學著作《蒙訓》、《小學諷詠》、《補注急就章》4等，可說是位百科全書式通儒。 

王應麟生活在宋元之間，學問博雜，且重視童蒙教育，宜乎學者認為《三字經》出

自其手。清‧賀興思《三字經註解備要》序：「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誨子

弟之發蒙者，咸奉若球刀。然幼年童稺不過僅習其文而已，不知此書即一部袖裡綱鑑綱

目也。」 

《三字經》成書後，歷代屢有增訂，從歷史部份，可以看出先後次第。筆者所經眼

的版本，以三民書局本《新譯三字經》為最早（下稱最古本），該書注譯者序：「今日坊

間的《三字經》，大多是根據近人章炳麟的重編本加以注釋，內容雖然較多，但章氏所

增訂的，未必盡如人意，所以本書採用現存最古的版本作為底本，而用其他版本來參校，

並將章氏重編本附錄於後。」 

最古本歷史部份最終八句是：「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十七史，全在

茲，載治亂，知興衰。」王應麟生活在宋末元初，如《三字經》確為王氏所作，則此書

始作於宋亡之後。 

目前《三字經》流傳最廣的是清‧賀興思《三字經註解備要》（下稱賀氏本），及

章炳麟《重訂三字經》（下稱章氏本）5。賀氏本演述歷史至清朝建立：「清世祖，膺景

命，靖四方，克大定」。章氏本演述至民國成立：「革命興，廢帝制，立憲法，建民國」。

無論哪種版本，《三字經》的基本結構不變。 

《三字經》所含的常識，以勵志、綱常、經學和歷史為主，另有少部份和自然哲學

及自然科學有關，從最古本至賀氏本，這一部份始終不變，茲臚列有關書文如下。為保

存四句式，與自然哲學及自然科學無關的書文標有橫線。 

 

ᶕᶬ װṓ  ῀█  █ѝ 

                                                 
3 見維基百科「王應麟」條。 
4 見老志鈞《解說三字經》第一章、第二節「三字經的作者」。 
5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三字經」條「中國舊時流行的蒙學課本之一。著者

相傳爲宋王應麟（一說爲區適子）。明清學者陸續補充。1928年章炳麟重訂。三言韻語。」因知

章氏本成於 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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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ᴖϫ ϫᴖᴍ ᴍᴖϾ Ͼᴖ  

ϮИ῏ щ֮Ϣ Ϯԏ῏ ѡѣ╦ 

Ѣ╡  Ѣּוҍ ױҳ  Л  

ѢҖ Ѣᴫὧ ױҳѠ ѾМ 

ѢѬѭ Ѥ Ё ױХᴩ ӐѾ  

гױ    ϢἬ  

ѳᴒ ѴṘ ױг  ϢἬ  

Ѣ ∫ Ѣ⁷   ϝ ẓ 

Ё  ѤӰ  ᴎ Ϟϥ  

Ѵׂỏ Ҩ  Л  ╪ⱢϢ 

֟   ϢЛ  Лֽᾬ 

 

自最古本至清代的賀氏本，字數略有變異。最古本共 356句（1068字）、賀氏本共

380句（1140字），兩者與自然哲學及自然科學有關部份皆為 41句（123字），分別佔全

書 11.5%、10.8%。比例雖不高，但可以看出自然哲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常識，在古代

的童蒙教育中仍佔有一席之地。 

民國版有兩種，一種較早（可稱為民初本），增訂歷史至「舉總統，共和成，復漢

土，民國興。」其他一仍舊貫。另一種即章氏本，變異較大，茲臚列其自然哲學及自然

科學書文如下，為保存四句式，與自然哲學及自然科學無關的書文標有橫線。 

 
ϮИ῏ щ֮Ϣ Ϯԏ῏ ѡѣ╦ 
Ѣ╡  Ѣּוҍ ױҳ  Л  
ѢҖ Ѣᴫὧ ױҳѠ ѾМ 
ᶕᶬ װṓ  ῀█  █ѝ 

Ϛᴖϫ ϫᴖᴍ ᴍᴖϾ Ͼᴖ  
ѢѬѭ Ѥ Ё ױХᴩ ӐѾ  
ϫД῏ ӧᴟ꞊ ϫϡќ Іᴟӽ 
Ѣ  ѡἬ  ѢṚ  М  
Ṛ ϯ  ᶺМ  ֯ὧҖ 
Ѣᴂᾈ Ѣ ҳױ   ѬПּנ 
Ѣỷ  ⌡  ХỸ ЍП֤ױ 
֮ἬӢ צ Ѥ ױ ᾬ Ѭ  
צ צ  ױ  ᾬ ṛ 

гױ    ϢἬ  
ѳᴒ ѴṘ ױг  ϢἬ  

Ѣ ∫ Ѣ⁷   ϝ ẓ 
Ṛ  ц Ӫ ױХᴥ ӭἬ  

ӡ цṟ  ХẰ ЀἬᵶױ 
 ц Хױ ק  Ἤ  

Ё  ѤӰ  ᴎ Ϟϥ  
Ѣӂϱ ѢҟϤ ױҳ  ừ Ầ 
Ѵׂỏ Ҩ  Л  ╪ⱢϢ 
֟   ϢЛ  Лֽ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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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本共 474句（1422字）6，與自然哲學及自然科學有關部份計 85句（255字），

約佔全書 18%。比例增高，顯然和章氏增訂時（1928），科學已受到重視有關。不過自

從廢科舉（1905）、興學校以來，科學納入學校課程，增加《三字經》的科學內容意義

不大。 

台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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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Ϟ҇ІἬỰȴ ӥȲ ѷṶПֵ ȷᾈ ȲԑщϯПὡӂȴѬ Ѣ ֶȲ

ϭѢ —ȷѭ Ѣ ȲϭѢ֫ ȷ Ѣ Ȳ Ѣᶠ ȴ ϢҔ Ѣ Ȳ Ϣ

≈ Ѣᾈ ȴ ῏Ѣᴂ ϢȲ ῏Ѣ ПЂȴ ῟ḖӥȲ Єᶳȷ щ

֮ȲѠ╥ốИȴ Ὲ ṶȲ Пӂ֮ ᾌȷ ӴЛ Ȳ ПМ☼ ▀ȴ І ϳȲ

ṕᴟЊПṦȷ₅ Ң ȲꞋṕ П ȴ Ӵ ═ȲѢϚѤ ќЄ ȷ ᴞ─ȲѢ

ϳᾇӼҠ⅔ẗ ȴṶԒ ᴖ∟כȲѢҷПὧ Пן ȷṶ ᴖכ ѦȲѢⱢЍϟ҈ғ

Ϛ ȴѿ Ȳ ϢПṓЊȷ ӰȲѩϢП ȴ ᴩ Ȳ

ӂỌȴ ֮ѢЛѪП֮ȲּרӥѢ Пӥȴ ᾬ ἬӣȲѢֽ ӰӥȷⱢ АЄכȲ

Ѣ Ỵȴ П ẰҠ Ȳ П иȴᾆѬ Ȳ ỰЛ҂ȷὧЍ ῝Ȳ

Ḗׄȴ Ϣҏ⁄ ᾈ Ȳыׂ ⁄ Ӱṓȴּר‟ѢЧṭȲ ‟ѢФ ȴṭ֤ ӕȲ

ІЛϤȷṦ Ȳ ֫Ṟȴ ᴖ Ȳ → ӖПᴞ ȷ ᴖ ȲѝѵᴍởПד

ȴ  Ἢצ ֮ПѠȲ Ởꞌצ ӰПᾎȴ ПѬדϟצ Ȳ Пḅḳȴדϝצ

ЛЧ ꞌ Л Ȳ ͧ Ɫ Ȳ ῀ ͧ ֮ ϭ Ѡ Ỵ Ḅ כ כ ẗ ₦ ᵐ ϣ ṭ ḳ ҂ Ỵ Ϣ Ҁ ẗ ϣ  ꞌ ׂ Ṧ ᾎ ở ϣ Ѣ ↕ Ỵ ‟ ḳ ҂ → ȴ ₥ ᶴ ↕ ᵞ Ҁ ḙ ׂ Ṡ П ϥ ᶔ ḗ ᴓ Ϣ ↕ ⅔ Ѣ ᶬ ṇ ℓ ᶎ ᶱ ϣ ☼ ☼ ℓ ☼ ᴗ ḧ ͧ fi ₲ ꞌ ᾑ З ṭ ḗ Ṧ תּ ϣ ℗ ᵉ → ᵐ ḙ ϣ ͧ ∏ ☼ ϣ ⁿ ₦ Ἤ ⱱ ᴖ ϣ ṕ ₲ Ọ ₴ Ỵ ꞌ ꞌ ȴ Ѣ ꞌ Ѹ ꜛ ḧ ᴋ ϣ Ѣ ᴳ ҂ Л ϣ ד ҕ Ϣ ḻ ᴨ ₴ И ṭ ℓ ͻ ῏ ≡ ᴨ ꞌ ꞌ Ϣ ☼ ͻ ‟ ͻ ṭ ϣ ≡ ᴓ Ṉ ⸗ Ṉ ᶴ ᴓ Л Ҁ ṃ ꞌ ℓ ϣ ꞌ Ҁ ׂ Ҁ ϥ ⁴ ͧ fi ȷ Є ֶ → Ἤ ҂ד Ϣḳ ἡ Ἤ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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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自然歧異。古人的自然哲學，和陰陽、五行、易卦、理氣等概念脫不了干係；古人以

之觀察、解釋自然現象，並深信不疑。《幼學瓊林》天文門開篇就說：「混沌初開，乾坤

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這是古人對天地形成的觀察和解

釋。我們要是尊重（並非相信）古人的觀察和解釋，就會承認古人對於自然科學並非不

聞不問。 

《三字經註解備要》對「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的註解多達 520字，

雖夾纏陰陽、太極圖、易卦、河圖洛書，但認真對待數與數學的態度顯而易見。清光緒

三十年刊本《新增繪圖幼學故事瓊林》，卷首附有天文星象全圖、皇朝直省輿地圖，和

書中的天文類、地輿類相呼應，顯示增輯者（山陰石秉南）的認真態度。 

不過古人尚古、泥古，對自然的觀察和解釋，莫不遵循古人。當古人的觀察和解釋

成為成語或典故，那就必須照單全收。《幼學瓊林》鳥獸門：「無腸公子，螃蟹之名；綠

衣使者，鸚鵡之號。」螃蟹並非無腸，鸚鵡並非都是綠色，一旦成為典故，就只能依式

套用，絕無更改餘地。 

蒙書教材在邏輯上、在知識上往往正誤夾纏，這是傳統教育思想不重視思辨的必然

結果。但在以寫作詩文為教育實際目的的古代，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 

自傳統文化復振，研究蒙書的學者漸多10，但未見有人研究蒙書的科學教育意涵。

筆者不材，勉力拼湊成文，芻蕘之見乞請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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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童蒙、蒙學、蒙書、啟蒙教育等關鍵詞，查找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到與

蒙書有關的論文約十篇，如駱亭妘《三字經研究》（2007）、李宜庭《幼學瓊林教育意涵之研究》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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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for Scienc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s 
Primers─San Zi Jing and You Xue Qiong Lin  

 

Zhang Zhijie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Before Western-style schools emerge in China, San Zi Jing（三字經） and You Xue 

Qiong Lin（幼學瓊林） are the main primers for children to learn common sense. San Zi Jing 

is a small encyclopedia of common sense, and You Xue Qiong Lin is a lexicon of idioms and 

allusions. We notic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general knowledg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se two books. The ancient educators do not neglect the subjects of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children’s primer, San Zi Jing, You Xue Qiong Lin, science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