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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章專欄》 

《三字經》中的人物 一 
姜道章 

孟母 

孟母，生卒年不詳，孟子的母親，仉氏。孟子(372-

289BC)，名孟軻，早年喪父，孟母教子有方，故事流傳甚廣。

《三字經》：「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仉，音

zhǎng，姓；杼，音 zhù，古代也指梭。 

 

孟母林墓群，在曲阜市小雪街辦鳧村，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9%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9%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6%AF%8D%E6%9E%97%E5%A2%93%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2%E9%98%9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E7%9C%81%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Cemetery_of_Mensius%27_Parent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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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竇燕山 

竇燕山，生卒年不詳，又名竇禹鈞，

五代後晉時幽州（今天津市薊州區）人，

因幽州又稱燕山府，故人稱燕山竇十郎，

自幼喪父，侍母至孝，官至諫議大夫。佢

年過四十仍無子。後連生五子竇儀、竇

儼、竇侃、竇偁、竇僖，相繼登科。侍郎

馮道贈詩：「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

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三字經》

裡有「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

揚。」臨終前，向親友告別，沐浴更衣，

談笑而卒。《涿州志》載：「竇禹鈞墓在州

西團柳村。」佢，音 qú，意思是他。 

清代畫家任薰繪《竇燕山教子圖》 

 

竇燕山教五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6%9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F%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5%B1%B1%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AB%E8%AD%B0%E5%A4%A7%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A6%E4%BB%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7%E5%84%BC_(%E5%A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7%E5%84%BC_(%E5%A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87%E4%BE%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A6%E5%81%8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87%E5%83%9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E%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AD%97%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BB%E8%96%B0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yhs/search;_ylt=AwrOqu2MoY9kZTw4MRUPxQt.;_ylu=Y29sbwNncTEEcG9zAzEEdnRpZAMEc2VjA3Nj?p=%E7%AB%87%E7%87%95%E5%B1%B1&type=Y241_F163_219417_052123&hsimp=yhs-001&hspart=trp&grd=1&ei=UTF-8&fr=yhs-trp-001&th=113.7&tw=203.4&imgurl=http%3A%2F%2Fi2.kknews.cc%2Fk9xMHe2C63UDNHG0z7Rplx3DHRp6xhXugw%2F0.jpg&rurl=https%3A%2F%2Fkknews.cc%2Fnews%2Fgmjzga9.html&size=33KB&name=%E7%AB%87%E7%87%95%E5%B1%B1%E7%9A%84%E3%80%8C%E6%95%99%E5%AD%90%E7%BE%A9%E6%96%B9%E3%80%8D%EF%BC%9A%E6%B4%BB%E7%94%A8%E3%80%8C%E5%8D%B0%E9%9A%A8%E6%95%88%E6%87%89%E3%80%8D%EF%BC%8C%E5%81%9A%E6%A6%9C%E6%A8%A3%E7%88%B6%E6%AF%8D+-+%E6%AF%8F%E6%97%A5%E9%A0%AD%E6%A2%9D&oid=1&h=359&w=640&turl=https%3A%2F%2Ftse1.mm.bing.net%2Fth%3Fid%3DOIP.3H0gd27m1I8S72IjR56vTQHaEJ%26pid%3DApi%26rs%3D1%26c%3D1%26qlt%3D95%26w%3D203%26h%3D113&tt=%E7%AB%87%E7%87%95%E5%B1%B1%E7%9A%84%E3%80%8C%E6%95%99%E5%AD%90%E7%BE%A9%E6%96%B9%E3%80%8D%EF%BC%9A%E6%B4%BB%E7%94%A8%E3%80%8C%E5%8D%B0%E9%9A%A8%E6%95%88%E6%87%89%E3%80%8D%EF%BC%8C%E5%81%9A%E6%A6%9C%E6%A8%A3%E7%88%B6%E6%AF%8D+-+%E6%AF%8F%E6%97%A5%E9%A0%AD%E6%A2%9D&sigr=GiEK5M.cXMm4&sigit=1Gi3.ie7N8QC&sigi=NOzi2xcoC_U0&sign=_SUsQMiKqoSf&sigt=_SUsQMiKqoS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Dou_Yanshan_teaching_son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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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孔融 

孔融（AD153-208），字文擧，東漢（AD25-220）末文學

家，魯國曲阜人，孔子二十代孫，建安（AD109-220）七子之

一，高祖父孔尚，鉅鹿太守。父孔宙（AD103-163），泰山都

尉。由於曾任北海相，亦稱孔北海，後因得罪曹操（AD155-

220），遭誣陷叛亂罪處死，並株連一家。根據後世流傳的文獻

紀載，孔融在四歲時就懂得讓梨，這說法目前可見的最早出

處，出自唐朝李賢（AD655-684）註解《後漢書》孔融傳時，自

《融家傳》：「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年四嵗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

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見 1971年香

港中華書局出版本，《後漢書》第八冊，頁 2261，註一。）這故

事為後世道德教材所引用，像是《三字經》中就有「融四歲，

能讓梨」。孔融年十嵗，謁李膺（李膺，AD110-169，東漢時期

名士、官員），膺與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生卒年不

詳）獨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

了了。」韙大踧踖。獻帝時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

太中大夫，值漢室之亂，曹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謾

之辭，後為曹所忌，被誅，著有《孔北海集》。原有文集已散

佚，明人張溥（AD1602-1641）輯有《孔北海集》。《三字經》中

有「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

知。」韙，音 wěi，意思是過失。踧踖，

音 cùjí，恭敬而不安的樣子。 

建安七子是孔融、陳琳(?-AD217)、阮瑀

（約 AD165-212）、徐干（AD171-218）、

王粲（AD177-217）、應瑒（?-AD217）、

劉楨（?-AD2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2%E9%9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AE%89%E4%B8%83%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B0%9A_(%E4%B8%9C%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C%E9%B9%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E%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E%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9B%B8_(%E9%83%A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6%93%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B%E4%BA%82%E7%BD%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95%E6%AD%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6%BB%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B4%A4_(%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6%BC%A2%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6%BC%A2%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AD%97%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6%BA/7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6%BA/7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BA%A5/334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8%9E%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7%90%B3_(%E6%96%87%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7%9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7%9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5%B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B2%B2
https://baike.baidu.hk/pic/%E9%99%B3%E7%90%B3/6280/0/0eb30f2442a7d933c89507955704c61373f08302ab8f?fr=lemma&ct=sin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Kong_Rong_Qing_Portrai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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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孟子 

孟子（372-289BC），姬姓，孟氏，名軻，字子輿（待考，

一說字子車、子居），與孔子併稱「孔孟」，魯國鄒（今山東鄒

城）人。戰國時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我國古代思想家、

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自幼父親早逝，與母親相依為

命，為了給他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氛圍，孟母曾三次搬家，這

也成為一時佳話。《三字經》中有「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

斷機杼」與「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 

學成之後，孟子開始「周遊列國」，終孟子一生，遊说諸侯，歷

齊、梁、宋、滕、魯諸國，均未能見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

的家鄉，在那裏傳道授業，與弟子們一起，將自己的思想著書

立說，最終成就了《孟子》一書。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289BC）。孟子的思想學説對唐宋之後的中國產生了深刻且巨

大的影響，其中許多命題的哲學思辨以及倫理啓示，至今仍潛

移默化影響着我國乃至整個東亞。孟子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對

儒家學説的繼承與發展，也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所著《孟

子》一書雖然只有七篇 34,000 餘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遺產的

一部分。孟子不僅在哲學理論上發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

了以「民本」為基礎的政治思想體系。在儒家思想與佛教理論

交鋒融合的過程中，孟子的影響尤為重要。孟子强調「權」，而

非强調倫理原則。至中唐時，韓愈(AD768-824)著「原道」（見

1983 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本，李永祥、徐北文、袁梅、劉焱註

譯:《古文觀止今譯》下冊，頁 579-590)，把孟子視爲唐以前儒

家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

《論語》《大學》《中庸》合定為「四書」，使之成為儒家基本經

典之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0/15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6%80%9D%E6%83%B3/7421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8%B5%A7%E7%8E%8B/28793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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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曾子 

曾子（505-435BC），姒姓，曾氏，名参，字子輿，被後世

尊稱為“宗聖”，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平邑，一說山東嘉祥）

人。黄帝後代，亦為夏禹王後代，曾點之子，孔子的弟子，春

秋末年思想家、儒家大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七十二

賢之一，儒學五大聖人之一，孔廟四配之一。曾子少時常隨父

學詩書，有「伏案苦讀」之說。魯哀公五年（490BC），奉父命

至楚，從學孔子。後隨孔子周遊楚、衛後入魯。顔回病故後，

曾子為孔子學説的主要繼承人。魯哀公十六年（479BC），孔子

卒，曾子若父喪而無服，守孔子墓。孔子臨終將其孫孔鯉之遺

孤子思托付於曾子。魯悼公十一年（456BC），齊聘以相，楚迎

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後與子夏、段干木等設

教於西河一帶。魯悼公三十二年（435BC），曾子病逝世，終年

七十一嵗，葬於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的玄武山下。曾子參與編製

了《論語》，創作《大學》、《孝經》、《曾子十篇》等作品，他提

出的修、齊、治、平的政治觀，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倫理道

德的政治哲學體系，還有其内省、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的

孝道觀，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子為人孝悌、誠信，

留下了「嚙指痛心」（「二十四孝」之一）「曾子殺猪」等家喻户

嘵的故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

曰：『女還，顧反為汝殺彘。』妻适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

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耳。嬰兒非

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

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遂烹彘也。」

「彘」，音 zhì。豬也。「适」，音 zhì。即適，恰好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5%8D%81%E4%BA%8C%E8%B4%A4/87299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5%8D%81%E4%BA%8C%E8%B4%A4/87299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0/15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B2%A4/8817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5%A4%8F/179735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B5%E5%B9%B2%E6%9C%A8/46539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三字經》中的人物 一 

52 周公 

周公（生卒年不詳），姬姓名旦，亦稱叔旦。西周開國元

勳，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元聖」、儒學

先驅，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采邑在周，故

稱周公。封於曲阜，留朝執政，長子伯禽就封。武王卒，成王

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聯合殷貴族武庚和

東夷反叛。他率師東征，平定叛亂，滅奄（今山東曲阜東）後

大舉分封諸侯，營建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又制禮作樂，為

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創制者，主張明德慎罰，以禮治國，奠定

了成康之治的基礎。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

「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言論見於《尚書》之《大

誥》、《康誥》、《多士》、《無逸》、《立政》諸篇。 

 

公羊 

《公羊傳》，為中國古代經書之一。據說作者是戰國齊人公

羊高，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注釋《春秋》。《公羊》成書年代不

詳，戴宏在《公羊序》中說：「子夏傳於公羊高，高傳於其子

平，平傳於其子地，地傳於其子敢，敢傳於其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傳》的思想直承

《春秋》，側重於從《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

「撥亂反正」觀點，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

世，反諸正，莫近《春秋》。」「誅心」是《公羊傳》的一大特

色，誅心要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譏」或「貶」等來表達。西漢

初年，為了取得正統地位，儒生必須以聖賢之言為依歸，由此

以尊王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開始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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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左氏 

左氏（生卒年不詳），指魯太史左丘明，相傳為中國春秋末

期魯國的盲人史學家，為《左傳》和《國語》的作者。《左傳》

為解釋另一歷史著作《春秋》的作品，戰國時期成為儒家學派

的經典之一。 

 

穀梁 

穀梁，即穀梁赤（生卒年不詳），穀梁氏，名赤（或作喜、

寘、俶），字子始，戰國時期著名經學家，今山東省菏澤市經濟

開發區陳集鎮人。相傳為子夏弟子。治《春秋》，初僅口說流

傳，至谷梁赤，為《春秋》殘亡，多所遺失，乃為經作傳，稱

《春秋谷梁傳》。《穀梁傳》，也被稱作《穀梁傳》、《穀梁春

秋》、《春秋穀梁傳》，是戰國時期穀梁赤所撰的儒家著作，與

《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起於魯隱

公元年（722BC），終於魯哀公十四年（481BC）。《穀梁傳》强

調必須尊重君王的權威，不限制王權；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

為準則；主張必須嚴格對待貴賤尊卑之别，同時希望君王要注

意自己的行為。但其對政治更迭、社會變動較為排斥。 

 
荀子 

荀子（約 313-238BC），名況，被尊稱為荀卿，又稱孫卿，

中國戰國時代儒家學者和思想家，趙國（今河北邯鄲）人，曾

擔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楚國蘭陵令，到趙國、秦國遊說諸

侯，宣揚儒學和傳授六經，批評子思、孟子等其他儒者及墨

家、道家等其他學派，有韓非、李斯等弟子，著作後世編為

《荀子》一書。作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與孔子、孟子合稱孔

孟荀。荀子祖述孔子，重視道德倫理，提倡仁義、禮義和忠

信，集先秦禮論之大成，重視以禮修身和禮制教育。他相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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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惡論，人與生俱來本無道德，若放縱情慾不加節制，將互相仇

恨和鬥爭；道德價值是後天人為建構的，由聖人創造，以規範

和美化人性。荀子重視人的理性和學習能力，認為善行是後天

學習而得的，人人都有學習禮義的能力；君子應憑著個人修

養，鍥而不捨的努力，日積月累養成美德。政治上荀子提調尊

君，強調君主確立社會秩序與道德教化的作用，彰顯儒家的聖

王理想與政教合一的觀念。荀子主張任用賢能，國君把政務交

與大臣處理；國家要控制思想，打擊異端邪說，以法律補充禮

制以維繫社會秩序。自然論方面，荀子傾向唯物主義，認為天

地並無意志，不信墨家天人感應和鬼神之說，提出利用自然和

改造自然。荀子被譽為一代大儒，地位崇高，對後世特別是漢

代的儒學思想與政治文化影響頗深。在宋、元、明三朝曾從祀

於孔廟；但因其性惡論及曾抨擊孟子，自宋代以來也受不少儒

者批評，被視為孔門異端（至少是「歧出」），甚至是法家人

物。直至清代才因考據學而又被重新評估、定位。《史記》有

傳。(見 1969 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本，《史記》第七冊，頁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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