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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弋3勝
口誦J心惟身修國智

中華經典積澱深厚，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對於中華

文化的傳承和傳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華經典蘊含著深厚的人文

關懷，這稟有時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J ，這稟有 「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J ，這稟有 「一陰一陽之謂道J ，這里有 「積而能散，安安

而能遷」 。中華經典追求完美的人格，這里有道德仁義，文行忠信，

這里有 「君子和而不同J ，這稟有 「謙受益，滿招損J ，這稟有 「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J 。中華經典是理想主義的棲息之地，這稟有弘

毅擔當，這稟有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J ，這里有

「君子必慎其獨也J ... . ..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特質，中華民族

發展的思想源泉都包含其中。回歸經典是傳統文化傳承的必然趨

勢，是大眾的白發需求，也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理性回歸。中華民族

其有長久的生命力，正是源於優秀的傳統文化所給予的取之不盡

的精神動力。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弘揚社會正氣，建立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就不能不學習經典。

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和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

展，中國人也越來越重視吸收西方的文化觀念。此時更需關注和

發展中華民族的傳統意識，才會更有文化認同感、更有文化凝聚

力。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 「軸心時代」 的觀念，認為西元前

五百年前後，在世界文化範圍內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如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釋迦牟尼，

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們，他們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

統在今天依然焰個生輝，已經成為了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財富。中
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這也是作為

中國人應該保護好、傳承好的精神食糧。

2007年，由教育部語吉應用文字管理司發起的 「中華經典

誦讀J 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肯定和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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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0年起， í中華經典誦讀J 活動正式定名為 「中華誦﹒經典

誦讀行動J ，由教育部、國家語委、中央文明辦共同主辦。 「中華

誦.經典誦讀行動」 的核心，就是鼓勵全民通過誦讀和書寫中華

經典 「親近中華文化」 、通過舉辦傳統節日晚會等方式弘揚 「我

們的節日」 的文化內涵，承績優秀文化傳統。推動 「中華誦」 活動

的過程就是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提高國人文化修養和語吉

能力的過程。參加 「中華誦夏令營」 的孩子們都由衷地說， í我們

的文化太好了J ，孩子們有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有了民族文化自

豪感。這是經典帶給孩子們的歡喜，隔著千年的光陰，沒有隔閔、

沒有障礙，這就是文化的魅力。試想，中華經典日日常在他們身

邊，那麼一切美好的修養和高尚的精神都會滲入生命的深處，成

為生命的一部分。

中華經典在古代有著獨成體系的傳授方式。古人很重視教育

的時間和環境。 《易經》 說: í蒙以養正聖功也J 。古人說 「三歲之

魂，百歲之才J ，認為教育的時機要早。康熙也曾經指出: í人之一

生，多有習氣而成，蓋自孩提至十餘歲，此數年間，渾然天理，知識

未判， 一習學業，則有近朱近墨之分。 j 兒童時期進行知識教育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時學習的注意力、記憶力和認知力都是

最好的階段。

古人也很重視環境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顏之推就強調: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

肆，久而自臭也。 」 廣為流傳的 「孟母三遷」 也是古人強調環境重

要的故事。古人已經認識到教育環境對人一生的影響都是至關重

要的。

古代教育很重視教學體系，已經形成了較為嚴密的教學方

式，從不同的年齡階段可分為蒙學、小學和大學:從授課內容上也

是循序漸進，從 《三字經》 、 《弟子規》 到「四書五經J 。教學有私

塾也有太學。總體看來也算得上是儼然有序，對文化的傳播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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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教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這過程中出現很多著名的師者，孔子

自然不必說。漢代的鄭玄可謂鴻儒，隱居家鄉，有人從遠方慕名

而投至門下，趙商、崔玫、公孫方、王基、國淵等當時的著名者也

在其中。他的學生遍天下，常常超過千人，在當時看來是盛況，現

在看來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傳承中教師的

重要地位。

古代經典的傳承方式給予了我們很多的經驗和方法，但是經

典如何在當下獲得活力、如何獲得良好的傳播途徑，這是現代傳

統文化傳播者要解決的問題，也是 「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 要面

臨的問題。

第一，經典誦讀要進課堂、進教材。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式，因此扎實推進 「中華誦」 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把 「中華

誦j 試點工作作為落實 《教育規劃綱要》 的重要舉措，融入教育教

學的全過程中，倍顯重要。現在很多地區很多學校已經開始進課

堂實踐，也有教師在教學實踐中進行探索，而很多學校已經有了教

材，這都是寶貴的經驗。因此各地區相互溝通、及時分享都將有利

於 「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J 進學校的順利進行。

「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 的教材要根據不同的學齡段設計。

低年級的教材設計要寓教於樂，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很強，

可以通過遊戲、故事、詩歌、繪畫等形式激起孩子們探索的願

望，提高他們的興趣。高年級的教材設計要寓教於 「神J ，青少

年時期是人格培養的重要時期，可以通過誦讀、解讀經典揭示其

中蘊涵的天地之道、為人大道，影響學生的精神氣質，提高人生
境界。教材設計的有效性就至關重要，可以組織各位專家，對經

典進校園的其體課程設計提出建議，各地都可以結合地區特點進

行參考。優秀的教材會給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建立文本基礎，也

將給傳統文化在校園、課堂上的傳授提供系統的內容。

第二，建設 「中華經典資源庫j 。此項工作，是要從中華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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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擇既與現代人的安身立命、精神提升關聯緊密的作品，又要充

分反映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特點的經典之作，又能符合教學實踐

活動，又能適應中國特色社會建設要求。在這樣的標準下，組織專

家遴選經典之作，組建中華經典專案庫，作為向全社會普及推廣

的基礎。

由於經典表達方式與現今表達方式的差距，更由於經典距今

久遠，絕大多數人已經無法直接閱讀經典，因此需要運用各種方

式讓人們儘快接受經典。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遴選誦讀名家進行誦

讀、選擇名師進行講解、邀請吟誦名家進行吟誦、邀請書法家用硬

筆和軟筆書寫，建設集篇目、解讀、誦讀示範、吟誦欣賞、書法藝

術等為一體的以平面、有聲、視頻等多媒體手段展現的資源庫。依

托電視和網路將節目輸送到各地中小學，為課堂教學及課外活動

提供豐富的素材和有效指導。

第三，經典誦讀的師資培訓力度要加大。要讓學生能有效地

理解傳統文化並且運用到生活中，需要教師的良好引導，急需對

傳播經典文化的教師進行專業系統的培訓。從事經典文化傳播的

教育者是要把教育與靈魂緊密聯繫到一起的人，這在某種程度

上是對教師素質的更高要求。首要解決的就是傳統文化知識的傳

遞，然後通過知識的積累浸潤人心。因此要在各個地區進行教師

培訓，從經典內容、義理思想等角度加深教師對文本的理解;也

注重各個地區之間教師培訓經驗的交流，在短時間內完善教師

培訓的體制，從而建立有效的培訓方式。要建立教師培訓試點，

為教師培訓活動開闢出一條道路，也將為各地區教師培訓提供

借鑒的方式。

現在有很多學校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經典誦讀活動，有一些教

師已經進行了多年的教學探索，這也為全社會推廣 「中華誦﹒經典

誦讀行動J 莫走了基礎。作為教師，講好普通話是基礎，但也要有

傳統文化的功底。在教師中解決傳統文化的學習途徑，並且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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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常態化並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四，通過舉辦 「中華誦﹒經典誦讀大賽J 、 「中華誦﹒經典

書寫大賽」 、 「中華誦﹒作文大賽j 、 「中華誦﹒夏令營J 以及 「中

華誦﹒傳統節日經典誦讀晚會J (每年在清明、端午、七夕、中秋、
重陽、春節舉行的節日誦讀晚會)等系列活動，充分調動包括青少

年在內的社會各界學習傳承中華晚會的熱情，讓中華經典深入人

心、浸潤心靈，構建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

傳統文化的傳播方式日益豐富多樣，這是喜人的。 《中華經典

敵蒙》 讀本的探索是值得借鑒的，通過海內外專家的精挑細選，

以及對學生 「口誦心惟J 的訓練和對教學實驗的認真總結，這本

教材的推出一定會對青少年誦讀、理解中華經典起到積極的推

動作用。也希望這本書能在體例上、內容上給予傳統文化傳播者

以放發。

王登峰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

2011年4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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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的民

族，我們的國家賴以生存、得以發展的動力和支柱。正是有了源遠

流長、精彩紛量的中華傳統文化，才鑄就了中華見女既堅強不屈、

勇往直前而又崇尚和諧、力主寬容的民族獨特性格。在人類歷史

上，我們的祖先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偉大業績。 「三大發明」 的成

就散發出華夏文明的耀眼光芒，也推動著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

幾千年來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懷著心繫中華、心繫家園的愛國J情

懷，世世代代、繼往開來地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不

懈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時至今日，隨著民族的振興與國力

的強盛，中華文化之花已香飄四海，落戶於近百個國家約三百所的

孔子學院之中。中華文化正大踏步地走進五洲四海的教室，走進

千百萬莘莘學子的J心房。

文化是精神，是理念:文化也是價值的體現，也是道德的依

歸。不同的價值理念和不同的道德準則往往就從文化中表現出

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前進，在當今這個以開放為主流的人類社

會中，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民既生活在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家

園中，又生活在彼此經常接觸、經常交流的 「地球村J 大家庭中。

各量異彩的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觸中自然會相互影響，也難免會相

互滲透。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是常常出現的事情。當今我們國家

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和燦爛的華夏文明，

正處在和海外各種文化，特別是體現西方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的

西方文化大交融、大碰撞的歷史時期，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這個

時代發展的總趨勢，也是我們國家、民族邁向現代化歷史進程中

的需要。因此，如何做好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認真開展研

究與應用的工作，真正達到取其精華、去其糟串白，真正達到取人之

長、補己之短，也就成為舉國上下都在關心的頭等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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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處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客觀上讓香港人有較多的機會接觸西方文

化，認識西方文化，以至有意無意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

氛圍相當濃郁的環境中， 除了那些一路來都在華夏文化的土壤中

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以及少數著力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專家學

者以外，大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他們長期習慣於 「享受J
離不開祖祖輩輩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習慣，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

民俗文化，但對於何謂中華傳統文化，哪些是精粹經典，值得大力

弘揚光大:哪些是封建糟柏，宜乎檳棄剔除，卻往往心中無數，不

甚了然。如今借著回歸祖國的大好時機，在香港知識界組織起以

研究、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學俯機構，開展有針對性地傳播及弘

揚中華文化的活動，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多年來，香港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聯同香港大學等相關機構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近幾年，讓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經典文化逐步滲入到中小學校

的中國語文教學之中，從而達到增進青少年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

的認識，培養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並進而能句多在中華

傳統文化的黨陶下，逐步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這實在是一舉

多得的大好事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這方面尤多創見。根據 「從

娃娃抓起」 的理念，打從2003年起，就圍繞著如何在中國語文科中

教會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熱愛中華文化這一課題開展了一系列研

究、實驗的工作。其研究成果反映在先後編寫出版的 《中華文化承
傳》 、 《中華文化擷英》 和 《中華經典導讀》 等三本讀物中。這幾本

書無疑是推展中華文化教學的莫基之作。現在又在此基礎上再推

出 《中華經典敵蒙》 兩冊，供初小學生學習。通過精心挑選出來的

八十二篇中華文化的代表作品(或片段)讓小學生在老師的教導下

通過誦讀的訓練來掌握，這就進一步完善在小學生中有步驟、有

目標地傳授中華文化的計劃。這套經典敵蒙讀本的內容都是千古

流傳的精湛之詞，既充分體現出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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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盲藝街上顯示出精煉優美、易誦易記的特點，無疑都是思想性

和藝術性高度統一之作。可以想見，這套 《敵蒙》 一定會在教學實

驗中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在當今這個各項建設事業都在突飛猛進的時代，教育事業

始終是民族復興、社會進步最重要的基礎。而中小學的教育，更加

是基礎的基礎。要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無疑就得從基礎教育抓

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把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作為中小學

基礎教育的組成部分，結合語文教學有計劃有步驟地灌輸進少年

兒童的腦海裹，使之潛移默化，無疑是值得提倡，值得讚賞的舉

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施仲謀博士的主持下，持之以恆地、腳踏

實地地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其成果和經驗都是值得大力推

廣的。近幾年來我本為港大客座教席，有機會在教學之餘常與仲

謀博士討論中華文化在這個特殊的中西文化結合點上如何推展的

問題，耳聞目睹多年來港大中文學院在這方面不斷取得的進展，

實在是欽羨無己!此番仲謀博士完成他主編的 《敵蒙》 讀本，要

我為之作序。我對中華文化經典認識膚淺，只是到了七老八十的年

紀，多少也總受過一點傳統文化的黨陶，作序實不敢當，就拉拉雜

雜談了以上這些認識，是不是也可算做是不像序言的 「序吉」 呢!

唐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

2011年5月於九龍鑽石山下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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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已前言司，

《中華經典啟蒙》是中華文化世紀工程規劃的第四階段成果。這
八年來，研究人員從編撰《中華文化承傳》到《中華文化擷英》以至《中
華經典導讀》的過程中，已作了全盤規畫~ ，把《三字經》、《百家姓》、
《千字文》、《弟子規》、《孝經》、《治家格言》等啟蒙書籍以及一些傳
誦千古的小詩和短文，預留作為此都著作的材料。是項研究得到香

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全力丈持，並邀請海內外文教界和出版界
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澳門及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美國、新西
蘭及本港的專家學人擔任顧問，使得企面為各學習階段設置中華文

化教學的大綱和內容成為可能。

一、編撰宗旨

對於《中華經典啟蒙》的編撰，其宗皆是:

(一)配合中國語文課程，為初小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大綱，
並奠定穩固基礎。

(二)為教師自編校本課程提供參考。
(三)配合語文科的朗讀(粵/普)教學，提高學生語文能力。
(四)樹立正確的道德、是非觀念，並培養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

感情。

(五)從活動中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
(六)建構小學至高中漸進式、系統化的中華文化學習模式。

二、 擷取精華

《中華經典啟蒙》的選材經過廣泛諮詢，最終選定八十二篇代表
性篇章或片段。我們延續《中華經典導讀》的誦讀模式，依據文化
內涵豐富、思想內容健康、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聯繫生
活實踐五項原則，摘錄啟蒙經典中的片段和選取詩詞韻文，然後分
門別類，設置認識作者、注釋、語譯、學而思之等專欄。又配合圖
像，圖文並茂，藉以引發學生自學的興趣:並設計朗誦示範配套光盤
輔助學生學習，使學生通過誦讀，在穩固積累知識之餘，更能樹立
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邀請了顧問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和校長教師，配合中華文化
的教學目標，制訂文化學習大綱。具體內容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和
教師、學生的回響作綜合研究確定。編寫之前先以問卷作意見調查，

11 



充分考慮師生對內容和形式的要求，同 時結合顧問委員會的意

見，逐步修訂。尤其是蒙書部分，不要求學生全書式涉獵，而是擷

取其中的精華。

一 口誦心惟

從教學角度而 言， 小學的基礎教育 ， 影響學生最為深遠。從小
培養學生的誦讀興趣，對提高文化感悟和語文能力 ， 至為重要。生

動的誦讀 ， 可 以提高 口 頭表達能力，還可以累積詞彙，理解詞義，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組織，提高閱讀興趣和書面表達能力;同時，還
可發展形象思維，引起想像和聯想。傳統美德，例如尊重 、 誠實 、
勤奮、 堅毅、 謙厚 、 禮讓，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應該從小培養，
優秀的啟蒙經典篇章正是最佳的誦讀材料。所謂 「聲入心通J 、 「 口
誦心惟J ，學生在誦讀 中， 對作 品 中 的警句和要皆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隨著學識的增進而加深感悟，得到品德情意的薰陶。

四、教學實驗

從學生的認知能力出發，初小階段應著重學生對 中 華文化精粹
的吸收 ， 放導學生通過愉快學習和趣味閱讀，感受中華文化，提升
思想素質 ， 優化人格。學生在完成初小的學習階段後，能為將來縱
深的學習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華經典啟蒙》密切配合中 國語文科「學

會學習 」 、 「 寓文化於語文學習 J 和 「跨學科學習 」 的宗旨 ， 組織學

校進行了科學的實驗。承蒙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下午 )、 孔教學
院大成小學 、 北角循道學校 ( 上午 )、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 牧愛小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二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循道學校 ( 上午)、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上午 )、嘉諾撒聖心學校、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Elsa High School 等十五所學校的熱心參與實驗，
使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整個研究計劃以香港為研究基地，冀為學校提供一套從初小 到
高中的中華文化教學的典型參考內容，達到全面、建構漸進式和系統
化的文化學習模式。網上資料庫 「 中華文化教與學J 亦已全面啟動，
網址為 h句://www.hku .hk/cculture/ ，學習大綱、篇章教材、廣州話和
普通話誦讀示範等文化資訊齊備 ， 為海 內 外人士提供經典學習的優

質網絡平台。 「十年樹木 ， 百年樹人。 」 學生從本書中得到的啟蒙之功 ，
必將終生受用 ，對其全人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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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ï xiòo wéi dé zh ï ben yù xiü k豆豆 lì shen 

、孝為德之本，聿修可立身l 在 jz))

子2 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yδu_ sheng y色的 zuδwú yù ru shen tT fò fü 

由J 生也。復坐，吾4 語Yf。身體髮膚，
shòu zhï fù mu bù gðn huT shδng xiòo zhï shT y毛主 lì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shen xí ng dòo yáng m í ng yú hòu sh ì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1 

yT xiðn fù mu 
以顯父母，



xiào zhï zhδng y豆豆 fú xiào sh T yú sh ì q ï n zhδng yú 

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7 親， 中8 於
shì jOn zhδng γú l ì shën 

事君，終於立身。

卒讀識作者 。

《孝經》 是儒家經典著作中專門談 「孝J 的一部著作，

為十三經之一。它與其他十二經不同的是，從成書開始，

就以 「經」 命名，可見中國人早已認為 「孝」 是個人行

為和治理天下的一項重要法則。關於 《孝經》 的作者，

歷史上有多種說法，以孔門後學所作一說比較合理。至

於成書的時間，由於曾為 《日氏春秋》 所引述，因此可

推定是早於《呂氏春秋》的先秦典籍。 《孝經》共有十八章，

內容以 「孝」 為核心，闡發事親孝就能事君忠，由修身

齊家可推及治國為政的觀念。

1.這篇文章節選自 《孝經﹒開宗明義第一 )) ，題目是選文

時加上的。據李學勤主編 《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2 . 子:指孔子。

3 . 由:從 、 白。

4. 吾:我。

5 . 語作動詞用，告訴。

6. 汝你。
7. 事:作動詞用，孝敬、侍奉。

8. 中 其次的意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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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堅持譯
孔子說: r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即以此為

出發點。你(按:指曾子)回原來位置坐下，我告訴你。

人的身體四肢、毛髮皮膚，都是父母賦予的，不應損毀

傷殘，這是孝道的開始。人處世行事，遵循仁義道德，

有所建樹，揚名聲於後世，使父母感到榮耀，這是孝的

終極目標。所以說，盡孝道，首先是侍奉父母，然後是

效忠於國君，最終便是道德的自我完成。」

《孝經 ﹒閒宗明義章》說 : r孝是一切德行
的根本，也是道德教化的起點。 J這一句話，

可以說是《孝經》的綱領。而篇中把克盡孝道

概括為:事親至孝，為國盡忠，能做到忠孝
雙全，就是個人道德的最高境界。

對於孩童來說，還要父母的呵護，如何

實踐孝道呢?篇中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 J說的是愛父母， 就要從
愛自身做起，身體是父母給予的，我們應當

體念父母的心，不應稍有毀傷，這就是實踐
孝道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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