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字文》 解读

千字文书院院长 冯金城

《千字文》 作者最新赞文被发现
“钟灵毓秀产英豪， 学博才雄

气象高 。 孝行堪追周闵仲 ， 忠心
不 亚 汉 萧 曹 。 革 融 相 友 惟 崇 信 ，
楷隶偏工特宠褒 。 敬述数言书像
后， 有如麟阁书功劳。 姑孰周兴嗣谨识。” 近日， 《千字文》 的作
者周兴嗣的一篇赞文在安徽省当涂县塘南镇的 《姑孰王氏家谱》 中
被发现。

“《姑孰王氏家谱》里还有王安石、苏东坡等历代大家写的序文。这
套家谱的真实性从两套家谱上得到印证:据《姑孰周氏宗谱》记载，周
兴嗣的妻子姓王，周兴嗣的儿子由姑孰迁到了金陵曹村（今属江宁，地
处江东横山北麓），当涂塘南周兴嗣后裔是元代周春（排行第八，又名
‘胜八’）从江宁曹村迁来。 为此我们专门到江宁曹村找到了明朝开国
功臣陶安（当涂人）主修的《周氏家谱》，谱中记载着周兴嗣后裔从曹村
（今南京江宁）迁到了‘螳螂阁’的事实，其中‘螳螂阁’就是‘塘南阁’，

只不过是发音问题。 曹村，至今还
居住着周氏和王氏后人。 此外，我
们在塘南看到了周兴嗣在 《姑孰
王氏家谱》 中为王氏族人写的赞

文。 ”当涂县文联主席施长斌对记者说。
周兴嗣， 字思纂， 南朝齐梁时姑孰 （今安徽马鞍山当涂） 人。

古书记载他 “年十三 ， 游学京师 ， 积十余载 ， 遂博通记传 ， 善属
文”。 《梁书·周兴嗣传》 记载 “自是 《铜表铭》 《栅塘碣》 《北伐
檄 》 《次韵王羲之书千字 》， 并使兴嗣为文 ， 每奏 ， 高祖辄称善 ，
加赐金帛。” 可见其博闻强识。 作为中国早期的蒙学课本， 《千字
文》 涵盖了天文、 地理、 自然、 社会、 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 既是
启蒙和儿童教育的最佳读物 ， 也是一部生动优秀的小百科 ， 直至
1500多年后的今天， 仍是一部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 然而， 关于周
兴嗣和 《千字文》 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谈到 《千字文》 的传承， 不得不提及的是它的书法传承，
历代文人对 《千字文》 文本意义的研究较于对 《千字文》 书

法的研究来说要少得多。
“过去， 你想看全 《千字文》 的书法作品可能要走遍全

国， 但是现在， 在当涂就能看到所有的 《千字文》 书法作品，
千字文书院将 《千字文》 有关的书法作品都收集起来了。 历

朝历代对于 《千字文》 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 辛亥革命之后，
《千字文》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是在书法传承上， 《千字

文》 一直熠熠生辉。” 冯金城说。
历史上， 大多数书法作品都是依附文学作品存在的， 但

是 《千字文》 恰恰相反， 它是先有书法后有文章。在《梁书·周

兴嗣传》中， 《千字文》 又名 《次韵王羲之书千字》。 梁武帝将

此本 《千字文》 摹出副本， “分赐八王”。 当周兴嗣不负所望

写出了 《千字文》 这样的作品后， 梁武帝自然大力推广， 一

方面是摹写副本， 另一方面就是命令最好的书法家来临写。
《千字文》 第一件有史可查的书法作品出自南朝著名书法家萧

子云之手。
但是让 《千字文》 得到大范围的流传， 要提到智永和尚。

智永， 俗姓王， 名法极， 号永禅师， 他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
清朝冯武撰 《书法正传》 中记载： “（智永） 登楼不下， 四十

余年积年临书 《千字文》。 得八百本， 江东诸寺各施一本。 所

退笔头置之大竹麓， 受一石余， 而五麓皆满， 取而瘗 （音：
yì） 之， 号 ‘退笔冢’。 求书者如市， 所居户限为之， 穿穴乃

用铁叶裹之， 谓之 ‘铁门限’。” 由于智永 “崇于释教”， 就用

真书和草书两种书法字体写 《千字文》 八百本， 赠予浙东各

个佛家寺院， 使得 《千字文》 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 他所书

写的 《千字文》 又被称为 《智永真草千字文》。
受智永的影响， 后世很多书法家都写过 《千字文》， 唐、

宋、 元、 明、 清的代表书法家几乎都曾写过 《千字文》， 其中

真 、 草 、 隶 、 篆兼备 。 还有二体 、 四体 、 六体 《千字文 》。
“历代书法家都把智永的 《千字文》 作为重要的书写载体， 在

传承经典的同时挑战经典， 并希望自己书写的 《千字文》 成

为新的经典， 能像 《智永真草千字文》 一样流传后世。 这是

智永引发的 ‘千字文现象’， 这个现象在书法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 智永的创举更显可贵。” 冯金城说。
目前 《千字文》 已经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 在国际上广泛

传播。 冯金城在千字文法国巡展开幕式上曾发表演讲： “用

一千个字写一篇文章不难， 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写一篇文章

相当难， 用一千个不同的汉字写出一部儿童启蒙百科全书，
那就是难上加难。 这个难， 只有中国的古代汉语能解决， 只

有中国的诗歌能解决， 只有中国的童蒙教育家周兴嗣能解决。
《千字文》 ———中国最早的启蒙教科书， 用一千个不同的汉

字， 描述了自然、 社会、 道德、 政治、 经济等万千内容。 一

千五百年历史， 大浪淘沙， 历史为河。 千字文在东方国度，
家喻户晓， 在西方国度， 璀璨夺目。 《千字文》 影响着世界

文化的基因， 对人类的文化延续有着巨大的贡献。”

专家解读

当涂古称“姑孰”。“姑孰”之名，源于

古吴王仲雍（字孰哉，其十九世孙，吴王

寿梦字孰姑），“孰”与“熟”相通，取饔熟

之义———富庶之地的意思。 南朝大诗人

谢朓誉“姑孰”为“山水都”；诗仙李白一

生数次游历当涂，写就《望天门山》等 60
篇诗文，晚年定居当涂，最终长眠于当涂

青山脚下；宋代诗人杨万里赞叹“夹岸垂

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历代达官

文人留恋于此； 从雍正年间开始， 当涂

（太平府）还是安徽学政驻地。
施长斌认为，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

才能理解历代文人为何集聚于此？他说：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山水很美就叫‘山

水都’，其实是不对的。桂林山水甲天下，
但桂林不是山水都。 ‘都’是中心集聚代

表的意思。中国有五岳五湖，姑孰大地有

古五湖之一的丹阳湖， 古南岳就是当涂

的横山（古称衡山），采石的江面叫横江

渡， 这里古代是三江交汇之地， 通江连

海。 清朝，国家有三大海军指挥中心，北
洋水师在山东威海， 南洋水师在福建马

尾，而长江水师就驻扎在当涂。由此可见

其地理战略意义重大。 ”
当涂被称为《千字文》的故乡，在施

长斌看来有以下理由 ：第一 ，周兴嗣是

姑孰人 ，其祖上迁居姑孰 ，从小生长在

姑孰大地， 家住牛渚矶旁宝积山下，经

常来往于牛渚和姑孰城 ； 第二 ，《千字

文》最初是用王羲之的一千个字拼凑而

成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曾在小丹阳 （今

当涂县丹阳镇 ）当太守 ，他的叔叔王导

曾和他的父亲一样 ， 也 在 丹 阳 做 过 太

守，后来在建康（今南京）做丞相。 另一

个叔叔王敦则镇守姑孰城。 王羲之在其

父因战争失踪后，不得不生活在两个叔

叔家。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

事：有一次，王羲之在王敦那儿喝了酒，
有些迟了，就没有回家。 王敦就让他睡

在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的凌晨，王敦的

谋士找他来商量有关政变的计划，迷迷

糊糊的王敦与他的谋士 完 善 计 划 的 不

足。 谈到兴起，王敦才想起自己的侄儿

还睡在屋里。 谋士一听，建议王敦杀掉

他的侄儿。 在里屋早就醒了的王羲之，
一听自己要被杀死了，急得脑门上冒出

冷汗。 他灵机一动，决定装成醉酒熟睡

的样子以示自己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王敦拿着刀无奈地掀起床帘，看见侄子

这副烂醉如泥样，就对谋士说，“不用杀

羲之了。 你看他睡得多熟。 ”这些史料和

故事证明王羲之也在姑 孰 大 地 上 生 活

过。
周兴嗣的家谱最早是在 2016 年被

发现的。 2016 年的正月十三，施长斌到

塘南镇周氏祠堂看《姑孰周氏宗谱》时，
不经意间看到了周兴嗣的名字， 他十分

高兴，这是他找了很久的名字！经当地宗

族文化研究学者初步判读， 该谱所载周

氏一族世系源流传承有序， 迁徙繁衍历

程清晰，周瑜、周兴嗣、周敦颐等周氏名

流俱在其中。 尤其是关于周兴嗣及其祖

辈的家世以及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
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记载，
十分翔实。

施长斌首次透露， 周瑜的后代还出

了一个有名的人物， 即周兴嗣的太公周

续之。东晋南朝时期，虽然帝王与高门士

族过着腐朽的生活， 但是他们常迎合世

风附庸风雅， 征用一时名人以示用贤得

人。豫州刺史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时，
请周续之去当抚军参军， 晋帝又征聘他

做太学博士，他都没有接受。但是江州刺

史刘柳每次请他同游山水， 他都欣然从

命。 他同著名的高僧庐山慧远有同乡之

谊，处事为人也有慧远之风。周续之还有

一个难得的称誉，与刘遗民、陶渊明被时

人称为“寻阳三隐”。 周续之的孙子也就

是周兴嗣的父亲， 到了姑孰后定居在横

江江边宝积山下， 周兴嗣就在姑孰城里

读书上学。

在当涂县塘南镇凤凰村小周村民组

发现的《姑孰周氏宗谱》分为一套三卷，
是 1946 年周氏族人在明朝宗谱的基础

上续修而成。据谱中《导言》记载，该谱刊

印 30 余套， 按西东南北各支分别保存，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集中晒谱检验。 在文

化大革命中，集中的宗谱部分被毁，余下

30 多本被族人偷藏保护。 经整理，尚存

有 3 套完整谱书。
施长斌、 冯金城等对 《姑孰周氏宗

谱》进行了研究，发现谱中关于周兴嗣的

记载，多与其他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但也

存在不同之处。 比如， 周兴嗣生于公元

469 年，卒于梁普通二年即公元 521 年，
是学界基本公认的结论。谱中记载“生于

南朝宋太宗明帝太始五年” 与公元 469
年吻合，但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七月十

五日”，即公元 537 年，推后了 16 年。
这套家谱目前收藏在塘南镇小周村

的周氏祠堂中， 保管家谱的箱子是樟木

制成，并放樟树板防虫，有专人保管。 每

年的六月六日，家谱还要拿出来晒霉，每
年晒家谱时族人还要验收家谱。

万一房子失火了， 家谱要首先抢出

来；轮流保管放在你家里时，你的责任就

变得很重大。 ———这已经成了当地周氏

族人的共识。

《千字文》 行文流畅 ， 气势磅

礴， 辞藻华丽。 但由于时代久远 ，
内容已不易理解。 《千字文》 分为

4 个部分， 称之为四章。
第 一 句 “天 地 玄 黄 ” 至 第 三

十六句 “赖及万方” 为第一部分。
先 从 天 地 开 辟 讲 起 。 有 了 天 地 ，
就 有 了 日 月 、 星 辰 、 云 雨 、 霜 雾

和 四 时 寒 暑 的 变 化 ， 也 就 有 了 孕

生于大地的金玉、 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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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外 ， 还 讲 述

了 人 类 的 早 期 历 史 和 商 汤 、 周 武

王 时 期 的 盛 世 表 现 ， 即 文 中 所 说

的 “坐 朝 问 道 ， 垂 拱 平 章 。 爱 育

黎 首 ， 臣 伏 戎 羌 。 遐 迩 一 体 ， 率

宾 归 王 。 鸣 凤 在 竹 ， 白 驹 食 场 。
化被草木， 赖及万方”。

第 二 部 分 从 第 三 十 七 句 “盖

此 身 发 ” 至 第 一 百 零 二 句 “好 爵

自縻”， 重在讲述人的修养标准和

原 则 ， 也 就 是 修 身 的 工 夫 。 指 出

人要孝亲， 珍惜父母给予的身段，
“恭 维 鞠 养 ， 岂 敢 毁 伤 ”； 做 人 要

“知 过 必 改 ”， 讲 信 用 ， 保 持 纯 真

本 色 ， 树 立 良 好 的 形 象 和 信 誉 。
“信 使 可 覆 ， 器 欲 难 量 。 墨 悲 丝

染 ， 诗 赞 羔 羊 ” 讲 的 就 是 这 个 意

思 。 接 着 文 中 对 忠 、 孝 和 人 的 言

谈 举 止 、 交 友 、 保 真 等 方 面 进 行

了深入的阐述。
第 一 百 零 三 句 “都 邑 华 夏 ”

至 第 一 百 六 十 二 句 “岩 岫 杳 冥 ”
为 第 三 部 分 ， 主 要 讲 述 与 统 治

有 关 的 各 方 面 问 题 。 此 章 首 言

京 城 形 胜 ， 极 力 描 绘 都 邑 之 壮

丽 ， “ 宫 殿 盘 郁 ， 楼 观 飞 惊 ” 。
接 着 叙 述 京 城 之 中 汇 集 的 丰 富

典 籍 和 大 批 英 才 ， “既 集 坟 典 ，
亦 聚 群 英 ” ， 重 在 表 现 上 层 社 会

的 豪 华 生 活 和 他 们 的 文 治 武 功 。
最 后 描 述 了 国 家 疆 域 的 广 阔

和 风 景 的 秀 美 ， “ 九 州 禹 迹 ，
百 郡 秦 并 …… 旷 远 绵 邈 ， 岩 岫

杳 冥 ” 。
第 四 部 分 自 第 一 百 六 十 三 句

“治 本 于 农 ” 至 第 二 百 四 十 八 句

“愚蒙等诮”， 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园

生活， 赞美那些甘于寂寞， 不为名

利羁绊的人， 对民间温馨的人情向

往之至。
最后， 还有两句 “谓语助者 ，

焉哉乎也”， 是作者自谦之词， 没

有特别含义， 单列出来而已。

关于周兴嗣 《千 字 文 》 的 成 书 过

程， 史书少有记载。 在唐人李绰的 《尚
书故实 》 中 ， 曾提及 ： “梁武 教 诸 王

书。 令殷铁石于大王 （按指王羲之） 书

中搨一千字不重者， 每字片纸， 杂碎无

序。 武帝召兴嗣谓曰： ‘卿有才思， 为

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 鬓发皆

白 ， 而 赏 赐 甚 厚 。 右 军 孙 智 永 禅 师 ，
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 ， 江南诸 寺 各 留

一本。”
为了便于 后 人 理 解 这 个 故 事 ， 当

涂县书法家协会主席 、 千字文 书 院 院

长冯金城将这个有些传奇色彩 的 故 事

演绎成剧本 ： 姑孰才子周兴嗣 ， 才 高

八斗 ， 恃才被贬 ， 忘我徜徉于 姑 溪 山

水 。 一日接诏进殿 ， 武帝命其 编 著 童

蒙 之 幼 学 。 周 兴 嗣 倨 傲 ， 武 帝 不 悦 。
然武帝惜才 ， 未有问罪 ， 寻法 治 其 高

傲 。 遂命首辅大臣殷铁石拓书 圣 王 羲

之一千不同字， 命周编纂成蒙学韵文，
并下旨 “三限”： 一限字， 一千字不能

多一字不能少一字 ； 二限人 ， 只 能 是

周兴嗣一人完成 ； 三限时 ， 必 须 在 一

夜之间编就……
“我们研究 《千 字 文 》 能 感 受 到

周兴嗣写 《千字文 》 殚精竭虑 。 一 千

个不同的汉字组成的 《千字文》， 从梁

武帝那个时代划代 ， 全面地勾 勒 出 梁

武帝以前的文化脉络 ， 同时也 预 言 了

后世的文化现象。” 冯金城说。
《千字文》 用不重复的一千个字，

以四字韵语连缀成文 。 《千 字 文 》 之

后的蒙学读物 ， 如北宋初年的 《百 家

姓 》 、 宋 以 后 出 现 的 《三 字 经 》 等 都

未能影响 《千字文 》 的传播 。 宋 人 项

安世所著 《项氏家说 》 说 ： “古 人 教

童子多用韵语 ， 如今 《蒙求 》 《千 字

文 》 《太公家教 》 《三字训 》 之类 。”
说明 《千字文 》 在宋代仍是普 遍 使 用

的蒙学教材 。 清人唐鉴为何桂 珍 新 编

《训 蒙 千 字 文 》 作 序 ， 极 力 贬 斥 周 兴

嗣 原 本 《千 字 文 》 ， 然 而 序 文 也 透 露

出它在清代广泛 流 传 的 情 况 ： “如周

氏 《千字文 》 者 ， 不过 《凡将 》 《急

就 》 之 末 流 ， 一 时 习 俗 之 所 好 而 已 ，
是亦文字之至小者矣。 然而俗习好之，
则 将 家 传 户 诵 ， 所 为 灌 溉 乎 童 幼 者 ，
几 乎 天 下 皆 然 。 ” 顾 炎 武 评 价 《千 字

文》： “至今为小说家恒用之书”。
在冯金城看来 ，《千字文 》 不同于

《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后者更像

是制度化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带着我

们的理解看待自然事物 ， 对自 然 事 物

的属性理解 ， 其实是在 理 解 它 的 一 种

自 然 规 律 。 《千 字 文 》 里 蕴 含 着 两 个

‘道 ’： 一个是天道 ， 一个是人道 。 天

道是自然规律 ， 是不以人的意 志 为 转

移的 ， 如 ‘寒来暑往 ， 秋收冬 藏 。 闰

余成岁 ， 律吕调阳 。 云腾致雨 ， 露 结

为霜……’； 而人道是有着人的主观意

志的 ， 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宇宙 的 认 识

肯定是有限的 。 《千字文 》 强 调 我 们

做什么事情要遵循规律 ， 不同 于 其 他

蒙学读物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冯

金城说。
中 国 古 代 早 期 的 很 多 经 典 作 品 ，

像 《诗经 》 《楚辞 》 等 ， 在句 法 上 都

采 用 杂 言 的 方 式 ， 兼 用 四 言 、 五 言 、
六言 、 七言等句式 。 《千字文 》 则 一

改以往的行文特点 ， 以整齐划 一 的 句

法 ， 开 创 了 中 国 古 代 蒙 学 教 材 的 先

河 ， 为后世蒙学教材的建设提 供 了 典

范 。 以 致 后 来 出 现 的 《 百 家 姓 》
《三 字 经 》 等 ， 在 句 法 特 点 上 均 受 其

影 响 。
冯金 城 解 释 ， 这 种 句 法 的 优 势 在

于便于阅读 ， 便于记忆 ， 形式 上 错 落

有致 ， 阅读时朗朗上口 ， 抑扬 顿 挫 尽

在其中 。 《千字文 》 注重押韵 ， 讲 究

声律。 每两句为一组， 每组双句押韵。
开头和最后一组也押韵 ， 全文 押 韵 的

字 有 127 个 。 不 但 如 此 ， 《千 字 文 》
还注意到了平仄问题 。 这种对 声 律 的

追 求 和 律 诗 、 骈 文 极 为 相 似 。 全 文

125 组 ， 对偶句有 85 组 ， 且多数都是

组内两句对偶 ， 如 ： “金生丽 水 ， 玉

出 昆 冈 ； 剑 号 巨 阙 ， 珠 称 夜 光 ” 等 。
当然 ， 也有两组互为对偶 ， 如 ： “推

位让国 ， 有虞陶唐 ； 吊民伐罪 ， 周 发

殷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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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史上， 《千字文》 熠熠生辉

周兴嗣为周瑜后人

勾勒出梁武帝前
的文化脉络

《千字文》 缘何可以流传 1500年
本报记者 陈佩珍

周兴嗣像。 王奉祥摄

《千字文》 英文版封面

《千字文》 法文版封面

当涂千字文书院。 （除署名外， 均千字文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