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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歷史啟蒙教育初探

- 
、

世界每一個民族和國家莫不重視歷史教育 ,歷史敘述往事之蹟 ,讓後人瞭解

前人的經驗 ,藉以延續傳統 、凝聚共識 、引為借鑑 ,本身便包含有教育的意義 。

梁啟超在 《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 「最初之史嗚呼起 ?當人類之漸進而形成一族

屬或一部落也 ,其族部之長老 ,每當游獵鬥戰之隙暇 ,或值佳辰令節 ,輒聚其子

姓 ,三三五五 ,圍爐藉草 ,縱談己身或其先代所經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 ,

聽者則娓娓忘倦 ,興會飆舉 ,其間有格外奇特之情節可歌可泣者 ,則蟠鏤於聽眾

之腦中 ,湔拔不去 ,展轉作談料 ,歷數代而未已 ,其事跡遂取得史的性質 。」
l

這說明了 「歷史」的起源 ,也說明了人類有了意識與語言 ,就有了歷史知識與歷

史教育 。

過去關於歷史教育的研究 ,大多偏向於探討當代歷史教育的教材與教法 ,對

於具有數千年傳統的歷史教育則少見研究
2。

即使有 ,也是偏重於精英教育 ,並

認為一般大眾的歷史知識來源 ,來 自戲曲與小說
3。

然而中國另有一個歷史十分

悠久 ,且相對於精英教育更為普及的教育傳統一一 私塾教育 ,這也是開始接觸

有系統文化傳承的啟蒙教育 。歷史教育在其中 ,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甚至所編

纂的啟蒙教材 《三字經》 ,仍傳頌至今 。本文便希望對於這個為人所忽略的教育

傳統中的歷史啟蒙教育 ,作一初步探討 。由於能掌握的資料 ;主要在教材的部

份 ,故僅就教材內容來作分析 ,以瞭解傳統歷史啟蒙教育之內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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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統啟蒙教育概況

I.私扭與京師

我國歷代私家教學頗為發達 ,其效率更較官學為大 .這種情形 ,直至近代新

式學校制度產生 ,私家教學的勢力始漸磨滅 。所謂私家教學 ,自 蒙學至專門學

科 ,皆有人設立 。因此學塾的程度範圍極廣 ,自 五 、六歲初蒙 ,以至二十歲左右

讀完了四書 、經學做八股 ,都可以由學塾去教 。所以學塾中的學生 ,年齡有時自

五 、六歲直至十五 、六歲的都有 。那專教蒙章的稱為蒙館 ,專教大學生的稱為經

館 。這種學塾的歷史 ,或謂始自漢朝 ,而且一直沒有多大變化 ,這是我國歷代唯

一的基本學校 ,而私塾教師也是誼書人做官以外主要的出路
4。

蒙學有多種辦學

形式 。一種是民間知識分子設館授徒 ,其中有常年設館 ,教師以教書為業 ,收取

束脩 ;也有季節性開館的 ,於農隙之間召集本村和鄰村子弟入學 ,教師過著半耕

半教的生活 。另一種形式是村中大戶人家出資建館聘師 ,本村子弟免費入學 ,稱

為義學 。同義學相似的還有族學 ,即同宗之人聚族而居 ,有嚴密的家族組織 ,家

族的族長支用族產興辦學校 ,供本族子弟入學就教 。此外 ,還有所謂家塾 ,即大

戶人家用高薪聘用有學的教師到家塾教授本戶子弟讀書
5。

啟蒙學生拜至聖先師孔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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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滿腹經綸 ,只是考運不濟 ,只好以教私塾餬口 ;也有些人本來就沒啥學問 ,

教書只是誤人子弟 。南宋陸游的 <秋 日郊居詩 >:「 兒童冬學鬧比鄰 ,據案愚儒

卻自珍 ,授罷村書閉門睡 ,終年不著面看人 。」
la生

動地描繪出一個平時閉門

大睡 ,任憑孩子嬉鬧 ,卻仍鄭重其事講說村書的 「愚儒」形像 。清儒牛應之 <雨

窗消意錄 >裡也有一首詩嘲諷此類學究 :「漆黑茅柴屋半問 ,豬窩牛圈浴鍋連 ;

牧童八九縱橫坐 ,天地玄黃喊一年 。」
Ⅱ

又如 <村學先生自敘 >充滿了塾師的

自悲自嘆 :

「每憶少年時 。通今博古 。焚帝繼晷 。窗前勤苦十年餘 。學成文武藝⋯⋯

爭奈命途多舛 。時運不濟⋯⋯徬徨三恩 。不知所之 。記得古人有句話 。財

主敗落便教書:.⋯ .自 家日常看著幾個書生 。羈羈絆絆 。與犯罪因徒無異 :

年終算著幾擔束脩 。多多少少。與僱〦行當不殊⋯⋯可知村學堂中。埋沒

了多少高才的漢子 。枉屈了多少絕學的男兒 。」
15

ㄑ塾師四苦 >又道盡教書之苦 :「 清晨便教書 。口舌都乾苦 。方纔教寫字 。又要

教謨古 。先生偶出門 。小子滿堂舞 。
⋯⋯臨期候修金 。看看日將脯 。若還不至

誠 。留待後來補 。此際好悽涼 。問君苦不苦 。」
㏑

如此工作辛苦 ,收入微薄又

不固定 ,無怪乎諺云 :「 家有二斗糧 ,不作小兒王」
田

。

然而 ,也有一些蒙學教育專著反復指出 ,要教好學童 ,關鍵在選擇好蒙師 ,

提高蒙師的地位 。崔學古說 :「 為師難 ,為蒙師更難 。蒙師失 ,則後日難為功 ;

蒙師得 ,則後來易為力 。甚矣 ,不可不慎也 。」
1s唐

彪也說 :「 人之為學 ,第

一在得明師 。」而明師的標準為 :一 「嚴」、二 「勤」、三 「學優」 ,「 三者兼

備 ,乃明師也」。他對社會上
「
僅知尊經師而不知尊蒙師」的風氣提出責難 ,認

為 「人生平學問全在十年內外」 ,無論讀經 、書法 、作詩文 ,打基礎 「全賴蒙

師」。且蒙師工作之辛苦 ,亦過於經師 。「蒙師教授幼學 ,其督責之勞 ,耳無停

聽 ,目 無停視 .唇焦舌敝 ,其苦甚于經師數倍 。」因此蒙師應該得到尊重
1’

。

袁文 <甕牖閒評 >便談道 :「 .‥ 其家延先生 ,敬禮備至 ,遂得成名 。」朱弁 <曲

洧記聞 >也有這樣的記載 :「 屯留王誥應舉 ,夢胡僧賀之日 ,君教童子 ,用心篤

志 ,不負其父母所託 ,為有陰德 。」∞一為長大成名後 ,歸功於蒙師的教導 ;

一為蒙師克盡職守 ,因而有好報 ,皆對蒙師有正面的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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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內容及教授方法

蒙養階段的教育內容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和基本文化知識的教

學 ,如朱熹的 《小學》一書 ,即以立教 、明倫 、敬身 ‵稽古為綱 ,「稽古」便是

注重歷史基本文化知識的認識 。在道德教育方面 ,雖極力強調儒家倫理 ,卻不失

之空泛抽象 ,而將之落實在生活儀節和行為習慣的訓練 。如朱熹的 《童蒙須知》

對此就有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

「凡為人子弟 ,當灑掃居處之地 。拂拭几案 ,當令潔淨 ,文字筆現 ,凡百

器用 ,皆 當嚴肅整齊 ,頓放有常處 ,取用既畢 ,復置原所 ,⋯⋯須整頓几

案 ,令潔淨端正 。將書冊整齊頓放 ,正身體對書冊 ,詳緩看字 ,仔細分明

讀之 ,須要讀得字字響亮 。不可誤一字 ,不可多一字 ,不可倒一字 ,⋯⋯

凡寫字 ,未 問寫得工拙如何 ,且要一筆一畫 ,嚴工分明 ,不 可潦草 。」

21

特別強調要從小嚴格訓練 ,打好墓礎 ,使之習慣成自然 。並認為 「必使講而習之

於幼稚之時 ,欲其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 ,而無扞格不勝之患 。」
η

深刻地闡明

了知識教學與道德培養的相互關係 ,同時強調行為習慣訓練的重要性 。

關於私塾課程 ,元初程端禮訂有 「分年讀書日程」 ,大體是一種較全面的教

學計劃一一 八歲入學 ,先讀經 ,繼讀史 ,再讀文
幻 °清朝龍啟瑞也曾草擬制訂

《家塾課程》 ,大致是 「以讀 、看 、寫 、作四字為提綱 ,讀熟書 (經類 )以沃其

義理之根 ,看生書 (史類 )以擴其變通之趣 ,寫字以觀其用心之靜躁 ,作文以驗

其養氣之淺深 ,四者具而學生之基業始立 。」
舛

可見 ,經 、史 、文為中國古典

教育的三大支柱 ,歷史教育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 。

傳統啟蒙教材 ,以識字 、習字 、倫理為主 ,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為字書 ,即

所謂的 「小學」教材 ,專為兒童的識字教育而編寫 。《千字文》是自唐代以後兒

童必備的讀本 。以後的 《百家姓》和各種 《字書》皆屬此類 。第二類是蒙求 ,為

句法整齊押韻的歷史故事 ,編採的都是歷史人物的事蹟 。後來有 《左氏蒙求》 、

《十七史蒙求》等緣此體例 。第三類是格言 ,為治家立身之言 ,用以垂訓子孫 ,

如 《太公家教》 、《神童詩》 、《增廣賢文》等 。此外 ,詩選亦頗為流行 ,如

《千家詩》 、《唐詩三百首》等
筠 °蒙學中使用廣泛的四種教材 ,便是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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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 、千 、千」的 《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詩》。這

些教材以整齊押韻 、淺顯易誦 、趣味盎然 ,兒童聞而易曉的方式 ,內容涵蓋經 、

史 、文的古典文化精華 ,以及自然 、社會 、歷史 、倫理等日常生活知識 ,以達到

啟發童蒙 ,識字 、習字 、倫理的教育目標 。

︳    .一

《人鏡畫報》載 :塾 師體罰學生情形

私墊的教法 ,似乎很簡單 。蒙童的重要活動是讀書 、識字 、寫字 。謨書方法

重朗謨 ,先由教師口唸 ,學生隨護 ,隨讀數遍後 ,學生回位自讀 ,必須謨熟 ,至

規定時間 ,至教師位前 ,掩卷背誦 。記憶不熟時 ,便常受鞭撻
%。

習字分為描

紅 、蒙帖 、臨帖 。描紅是塾師用土紅在紙上寫字 ,學生再用墨筆填寫 。蒙帖是塾

師寫好範字 ,學生用紙蒙著寫 。臨帖即是按字臨摹 。塾師對寫得好的字用紅筆圈

點 ,俗稱 「吃蛋」 :劣字在旁透劃一豎 ,俗稱 「吃紅甘蔗」η
。私塾大都採取

個別教學制 ,誰的書先謨完 ,誰就先換一本新書 ,充分做到因材施教 ,有教無類
2s。

實際上 ,私塾的教學品質全憑塾師個人的治學和教學經驗 ,良莠不齊 ,然

而它普遍開設 、靈活多樣的形式 ,卻承擔了古代中國為數眾多的童蒙教育 ,對普

及文化知識具有重大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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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故類」的歷史啟蒙教材

I.唐代 一 李翰 《琅求集註 》

中國傳統蒙學教育課程中 ,經 、史 、文三足鼎立 ,歷史知識是童蒙教育中重

要的一環 。中國具有悠久而長遠的歷史傳統 ,並反映在歷史教育中 ,孔子教授

《春秋》 ,開始了我國專門的歷史教育 。然而隨著年代久遠 ,史書累積汗牛充

棟 ,如何選擇史事作為教材的內容 ,尤其是使初次接觸 「歷史」的幼童能感受到

歷史的興味 ,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梁朝周興嗣所著的 「千字文」可說是我國最

早的一本啟蒙教本 ,自 隋 、唐至明 、清 ,凡一千百餘年 ,皆採作兒童教材 。其內

容包括天文 、地理 、歷史 、人倫 、教育 、生活等各方面 ,四字一句 ,凡二百五十

句
”

。在歷史方面所提及的 ,僅有二十餘句 ,諸如 :「 晉楚更霸 ,趙魏困橫 ,

假途滅虢 ,踐土會盟⋯⋯等 。」
∞

這種以四字寫成的韻語 ,成為我國古代啟蒙

教材編撰的通例 ;到了唐朝 ,李瀚依此形式著有 《蒙求》 ,編採的全是歷史人物

的事蹟 ,可說是最早的一本兒童歷史啟蒙教材 ,它同時也是 「典故類」歷史教材

的創始 ,盛行於唐 、宋 、元 、明 ,後世楥此體例者頗多。

《蒙求》的書名 ,當源於 《易經.蒙卦》 ,其卦辭 :「 蒙 ,享 。匪我求童

蒙 ,童蒙求我 。」彖辭 :「 蒙以養正 ,聖功也 。」
31書

名便標明了這是一本以

兒童為對象的讀物 。李華在 《蒙求.序》中介紹 :「安平李瀚著 『蒙求』一篇 .

引古人言行美惡 ,參之聲律 ,以授幼童 ,隨而釋之 ,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 ,

十得四五矣 。每行注兩句 ,人名外傳中 ,有別事可記 ,亦比附之 。雖不配上文 ,

所資廣博 。從切韻東字起 ,每韻四字 。」
鉋

將古人行事美惡 ,用 四言韻語表

達 ,並各於二句韻腳下附注其事略 。一方面 ,希望兒童讀了本書 ,不僅可以自古

人行事的美惡知所鑑戒 ,也可以藉以明瞭經史的概略 。又因為它是以四言韻語的

方式表現 ,也充滿了韻對的文學意味 。在韻腳之下加以附注 ,等於是教師手.H.一

般 ,便於塾師詳細講解人物典故之緣由 。這種史注是歷史考據中的一個重要形

式 ,它最主要的作用在於 「達事明意」為主
33。

由於年代久遠 ,宋朝徐子光

「漁獵史傳 ,旁求百家 ,窮本探原 ,摭華食實」為之作補注 ,使之更加充實 、清

楚而普遍流傳 ,自後宋室諸家家塾各有 《蒙求》
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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ㄑ李良薦 《蒙求》表 >云 :「 竊見臣境內寄住客 、前信州司倉參軍李瀚 ,學

藝淹通 ,理識精究 ,撰古人狀跡 ,編成音韻 ;屬對類事 ,無非典實 ,名 日蒙求 ,

約三千言 。注下轉相敷衍 ,約萬餘事 。」
竻

就本書的內容而言 ,除了書末的

「浩浩萬古 ,不 可備甄 ,芟煩摭華 ,爾 曹勉旃 。」四句結語外 ,從開篇的 「王我

簡要 ,裴楷清通 。孔明臥龍 ,呂 望非熊 。楊震開西 ,丁 寬易東。謝安高潔 ,工 半

宏忠 。
⋯⋯」。到近尾篇的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共計五百九十二句 ,寫的

就是自上古到魏晉南北朝間五百多位人物的五百九十二則故事 。在這些故事中 ,

有的是人物事蹟的介紹 ,如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述說匡衡鑿壁借光 、孫敬

閉戶懸樑苦誼的故事 。又如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說明漢初 ,蕭何作律九

章 ,叔孫通制定朝儀 ,幫助漢高祖定天下 、治群臣的歷史 。有的是人物的品評 ,

如句首的 「主我簡要 ,裴楷清通」 ,或 「謝要高潔 ,王導父忠」 ,或 「桓溫奇

骨 ,鄧艾大志」 ,可說是延續了魏晉月旦臧否人物的餘風 ,也是對歷史人物進行

評價 。其中也有不少文化史內容 ,如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記載西漢谷永對

於經書泛為疏達 ;晉顧愷之善於丹青圖寫 。或如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 蒙

恬制筆 ,蔡倫造紙」 ,說明隸書與大篆 、紙與筆的創始者 。還有 ,雖然比例極

少 ,但敘述婦女事跡 ,如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述說戰國機智的齊國革活 ,

勝過群臣 ,解開了秦始皇玉連環的難題 ;以及晉謝道韞 ,聰識有辯才 ,為小叔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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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解圍的故事
筘 °賦予了古代婦女正面的形象 。如此將相類 、相對的故事 ,編

成四言韻語 ,既呼應了兒童愛聽故事的喜好 、愛大聲朗讀的樂趣 ;押韻的四言韻

語 ,也便於兒童在記憶力最強之際 ,易於記得大量的歷史典故 ,擴大兒童的歷史

知識 ,並從此中吸收前人經驗 ,以歷史人物為榜樣 。

《蒙求》的教學效果就李瀚自身的經驗而言 ,似乎頗為卓著 。<李良薦蒙求

表 >中使提到 :「 瀚家兒童三數歲者 ,皆善諷讀 ;談古策事 ,無減鴻儒 :不素諳

知 ,謂疑神遇 。又云錯綜經史 ,隨便調釋童子 ,則固多弘益 ,老成亦頗覽啟予 。」
3’

將自家的小兒調教成神童一般 ,談論起古策事不亞於鴻儒 ,可見 《蒙求》眾

多紛紜的人物故事 、廣泛的涵蓋面 、容易記憶的四語成韻 ,得以讓兒童擁有豐富

的歷史知識 。

然而 ,《 蒙求》作為兒童歷史教材 ,也存在著
一

些問題 。首先 ,它的選擇標

準 ,並不全然是歷史事實 ,也有一些取材自小說 、志怪的故事 ,如 「庶女振風 ,

鄒衍降霜」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是取自 《淮南子》的陰陽 、道家神話故

事 ;「 蘇韶鬼靈 ,虛充幽婚」則是取材自志怪的鬼神傳奇 。王觀國 <學林卷七 >

便就此批評道 :「 唐李瀚撰蒙求五百九十八句 ,每句著一人 ,每一人著一事 ;非

博學不能為此 ,然其疵在於一人 ,而分作二句 ,或三句 ,又其所著不皆出於經史

而間取小說雜書 ,如搜神記 、神仙傳 、幽明錄 、志怪集 ,小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

信 ,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 ,非訓蒙之所先也 。」
銘

因此 ,它並不合乎歷史教育

「求真」的基本前提 。其次 ,陳振孫在 <直齋書錄解題 >指出 :「 (蒙求 )本無

義例 ,信手肆意 ,雜襲成章 ;取其韻語 ,易於諷誦而已 。遂至舉世誦之 ,以為小

學發蒙之首⋯⋯
。」

39這
樣的教材缺乏歷史時間的向度 ,只是一個一個孤立零

散的人物與故事 ,不知人物的時代背景 ,也看不出歷史縱深的發展變遷 ,它表現

不出歷史最重要的 「時間」要素 。除此之外 ,由於年代久遠 ,李瀚原注失散 ,儘

管徐子光曾為之補注 ,仍有許多典故 ,「 其事未詳 ,莫知何據」
的

。所以它主

要是作為一種 「典故故事」集 ,若嚴肅地以歷史教科書的要求來看待 ;《蒙求》

並不十分理想 。

2元代一吳化之 《左氏蒙求》

繼李瀚的 《蒙求》後 ,記載人物典故、押韻成文的歷史著作還有很多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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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吳化龍的 《左氏蒙求》便是其中之一 。它比較特別的是斷代成書 ,以 《左傳》

為藍本 ,改寫成兒童讀物 。由於 《左傳》是古代 「記事」的歷史 ,本身故事性很

強 ,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共同的幼年經驗都是喜好讀 《左傳》
姐 °吳化龍充份

利用了 《左傳》情節豐富 、故事曲折動人的特性 ,以四言一句 ,參為對偶 ,聯以

音韻 ,以便於記誦 ,而寫成 《左氏蒙求》。

吳化龍 ,字伯秀 ,自 宋入元 ,仕履未詳
佗 °戴表元在 「左氏蒙求.序」大

略地提到吳化龍寫作 《左氏蒙求》的背景 :吳化龍與他同為鄉校同學 ,別十年 ,

「成進士 、階鄉舉」工人各有所成 ,「 各相慰勞滿意 ,年齒亦皆壯強」。不料宋

亡元興 ,大時代的變化 ,使得兩人再見面時 「皆失官 ,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 ,

顏蒼髮枯 ,皆欲成老翁 。於是始悔其舊業 ,謀以筋力之勞 ,辦治衣食 ,簿計子種

樹書 ,陶公養魚法之類 ,而習之顧此事 ,亦非旦暮可就 ,徒失之而已 。」
芻

透

露出知識份子在大時代的變動中 ,失去了官場的活躍舞臺 ,進退失據 、失意落魄

的窘境 。而吳化龍在此離亂窘迫之際 ,「學益堅 ,識益深 ,風節益峻 ,乃方闔門

下 ,帷躬少年書生之事」 ,只好當起教書先生 ,編起兒童教材來 。其著述的方法

與目的在於 ,「 取數千年興亡之說 ,賢否之跡 ,皆細理纂緝 ,成一家之言 ,惟左

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 ,益嘗取義類 ,對偶之相洽者 ,韻為蒙求 ,以便學子讀

之 ,如斷泥之斤 ,鳴鏑之射 ,百發百返 ,而不少差 。」
“

希望能夠掌握左傳要

點 ,便於學子學習 ,引 「數千年興亡 、賢否之跡」為借鑑 。

忘子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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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蒙求》一開始以 「平王遷都 ,隱么攝位 ;宋魯屢盟 ,周 鄭交質 ;州 吁

無親 ,叔段不義 ;桓公問名 ,羽 父請諡」 ,揭開了諸國爭霸 、禮壞樂崩 、動亂的

春秋時代 。一如 《蒙求》 ,它以一個一個的人物串連出整個時代 :「 州吁無親 ,

叔段不義」敘述衛國州吁殺兄自立 ,依賴兵威 、安於殘忍 :導致眾叛親離 ;以及

鄭國母后武姜偏愛共叔段 ,莊公即位後 ,叔段擴權 ,莊公指其多行不義必自斃的

故事 。「桓公問名 ,羽 父請諡」敘述魯桓公兒子出生 ,向申繻詢問命名 ;以及魯

9=I無駭去世 ,羽父為他請求講號和氏族 。「魯隱觀魚 ,衛懿好鶴」敘述魯隱公到

棠地觀看漁人捕魚 ,臧僖伯提出勸戒不合於禮 ;以及衛懿公喜好飼養仙鶴 ,甚至

仙鶴出門乘大夫的車 ,當狄人打來 ,士兵都氣憤地說 :派鶴去抵擋敵人吧 。還有

「鄭伯肉袒 ,許 男面縛」 ;「 韓子見禮 ,李札觀樂」⋯⋯等 。全書四字一句 ,兩

句相對 ,每八句一段 ,共有八十二段 、六百五十六句 ,每句下面有清代許乃濟與

王慶麟為之作注 ,詳細說明每一典故的年代與故事 ,同樣便於塾師講解 。如此將

《左傳》全書十八萬餘字 ,二百五十年的春秋爭霸 ,重新編排 、濃縮簡化 、參為

對偶 、聯以音韻 ,使之更為簡潔 、便於記憶 ,的確若非對左傳精熟不能為之 ,由

此顯示吳化龍之功力與用心 。

儘管如此 ,這種編纂方式卻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為了要牽就對偶 、押

韻 ,如州吁 「無親」對叔段 「不義」、桓公 「問名」對羽父 「請諡」 ,所以它並

不依照 《左傳》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來編排 ,而是一個一個各別人物的言行 、事

蹟 。雖然對仗工整 ,唸來順口 ,這麼一來 ,卻看不出事件的先後發展 ,也看不出

情節發展的因果關係 ,使左傳的精華特色全然消失 。《左傳》的史學特色在於 :

呈現出年 、月 、日的歷史秩序 ,尋求人們行為的因果關係 ,匯而成一個時代演變

的整體因果關係 ,歷史乃以有機體的構成秩序 ,復活於吾人之前 。並藉以眸解一

代之所以升降 、一國之所以盛衰 、一君之所以治亂 、一人之所以變遷 。以十分筆

力 、寫十分人情 ,充份顯現出歷史的生氣與活力
妁

。相對的 ,《 左氏蒙求》不

僅呈現不出歷史的血肉 、精神 ,甚至連歷史發展的骨架也談不上 ,仍只是一堆零

散的 、不相連屬的人物事蹟 。即使將 《左氏蒙求》通篇背得滾瓜爛熟 ,恐怕仍對

春秋時期整體的歷史發展 ,不甚了了 ,只知道一個個的人物典故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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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代 一 蕭良有 《能文鞭影 》

《龍文鞭影》原名 《蒙養故事》 ,是明代知名學者 ,曾任國子監祭酒 (即全

國最高學府校長 )的蕭良有所編撰 。因該書 「有裨幼學」、「逸而功倍」 ,於是

明代學者楊臣諍大加補充訂正 ,並形象生動地將它改名為 《龍文鞭影》
巧 °所

謂 「龍文鞭影」書名下有小注 :「 龍文 ,良馬也 ,見鞭影則疾馳 ,不俟鞭策而後

騰驤也 。」
η

也就是好馬只要一見鞭影就飛奔急馳 ,不用揚鞭自奮蹄的意思 。

由此書名生動地顯現出 ,對華莘學子的期望 ,期望人人都能奮發自勵 ,蔚為一匹

成材的駿馬 ,進步一日千里 。「典故類」的歷史啟蒙教材 ,得以自唐傳誦至明清

歷久不衰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 ,自 唐朝以來的科舉考試 ,作詩文要用許多典

故 ,多讀熟記此類材料 ,對考試有很大的幫助
碅 °尤其從 《龍文鞭影》的書名

與編排印刷方式 ,更可以明顯地看出此一意圖 。它在正文上方 ,增加一欄 「詩

韻」 ,將同一聲韻的字”一一列出。熟讀這一類的教材 ,一方面可以知道大量的

典故 ,作詩 、作文時隨手捻來便於應用 ,一方面記得大量同一聲韻的字彙 ,便於

作詩押韻 。因此 ,儘管 「典故類」歷史啟蒙教材 ,共同的缺點是表現不出歷史時

間的深度 ,與事件的因果關係 。然而它能夠以簡潔押韻的方式 ,讓兒童在記憶力

最佳的階段 ,記憶大量的歷史人物典故 ,並以其故事性 ,引發學童的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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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文鞭影》一書 ,在內容上與形式上 ,可說是 《蒙求》的翻版 ,它收輯了

兩千餘則的典故 ,歷經宋 、元兩朝 ,人物的典故當然比唐代的 《蒙求》更多 。一

如 《蒙求》的體例 ,四字一句 ,兩句相對 ,押韻成文 ,便於幼童背誦 。每一句之

中 ,都包含著一個典故 ;每句之下有著密密麻麻的小字注解 ,以供塾師講解 。內

容涉及古代政治 、軍事 、道德 、文藝 、儒林 、 方術 、怪異 、奸佞等諸多方面 。

一開始的四句 :「 蠯成四字 ,誨 爾童蒙 。經書暇 日 ,子 史須通 。」
妙

說明了

《龍文鞭影》的編纂方式 :正文以四言一句 ,上下兩句對偶 ,逐聯押韻 ,兒童易

於吟誦
(記

憶 。以及著書目的 :學習四書 、五經之餘 ,對諸子百家 、二十四史也

須融會貫通 。接下來的 「重華大孝 ,武穆精忠 。堯眉八彩 ,舜 日重瞳 。商王禱

雨 ,漢 祖歌風 。
⋯⋯」除了介紹政治人物外 ,還有在學術文化方面有重要成就

者 ,如 「孔門十哲 ,殷室三仁 」 、「何晏談易 ,郭 象注莊」 、「朱熹正學 ,蘇軾

奇才」 、「溫父萬卷 ,沈約四聲」等 。著名的文學家 、藝術家 ,如 「淵明賀菊 ,

和靖觀梅 」 、「能詩社甫 ,嗜 酒劉伶 」 、「會書張旭 ,喜 畫王維」 、「篆推史

籀 ,隸善鐘繇」等 。此外 ,還有眾多的民間傳說 ,如 「毒昌尋母 ,堂永賣身」 、

「子晉牧豬 ,仙 翁祝雞」、「漁人鷸蚌 ,田 父逡盧」、「琴高赤鯉 、李耳青牛」、

「達摩面壁 、彌勒同侖」⋯⋯等 。最後 ,以 「古人萬億 ,不 盡茲函」作為結束 。

傳統歷史啟蒙教育中 ,「 典故類 」歷史教材的普遍流傳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

原因 ,那就是中國傳統對歷史功用的看法 ,以及對歷史思考的方式 。孔子教授

《春秋》 ,開始了我國歷史的專門教育 ,並以歷史作為資治的龜鑑 、治亂的藥

石 ,與道德褒貶的利器 。「借鑑」與 「勸戒」便為史學的主要功用 .也是歷史教

育的主要目的 。「借鑑」側重在研究歷代的興衰治亂 ,「 勸戒」說明了歷史在人

倫道德上的垂訓意義 ,以達到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sU。

這就是所謂 「鑒戒式的歷史思想 」 。在鑒戒式的歷史思想中 ,「 歷史 」這個概

念 ,指的是事例的匯集 ,這些事例分別顯示出其中行為的成敗 、得失 ,對後人有

鑑戒的功能 。讀歷史是認識事例 ,寫歷史也是保存有訓戒意義的事蹟 。於是 ,把

「歷史 」視為許許多多事件的匯集 ;個別的事件與事件之間不一定有相互的關

聯 。所有的事件之間更不構成一個關係緊密 ,相互抑制或推動的完整過程 。匯集

這些個別而零散的事件有兩種最普遍的方式 :一是以年繫事的 「編年體 」 ,一是

以類繫事的 「紀傳體 」
‘1。

因此 ,以一個一個個別人物編排的 「典故類 」教

37



歷文教育 第二期

材 ,就宛如紀傳體中的 「列傳 」一般 ,它最主要的教育目的 ,便是在於提供 「借

鑑 」與 「勸戒」的歷史功用 。但不足的是 ,它並沒有對這些典故加以分類 ,或有

組織的編排 ,往往為了牽就對仗與押韻 ,而顯得零散 ,失去了歷史最重要的 「時

間」因素 。

四、「通史類」的歷史啟蒙教材

I.宋代 一 王應麟 《三字經 》

除了 「鑒戒式的歷史思想」外 ,還有另一種不同的歷史思考方式 ,那就是以

歷史為發展過程的 「演化式的歷史思想」
犯

。在傳統的歷史啟蒙教育中 ,也有

這種以 「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來加以組織史事的著作 ,也就是以時間演化串連起

從上古到作者所處時代的歷史 ,在此我們將它歸類為 「通史類」的歷史教材 。中

國歷史上流傳最廣泛 ,影響最深遠的童蒙教材就是 《三字經》 ,它可說是兼具了

「典故類」與 「通史類」的歷史啟蒙教材 。同時 ,它內容廣泛地包括了天文 、地

理 、生物 、倫常 、典籍 、歷史等 ,兼具識字 、知識傳授 、人格教育 ,及培養語文

能力等多功能 ,是一種綜合性的童蒙教材 。因此 ,它流傳最廣 ,影響也最大 。

有關 《三字經》的作者 ,一般最普遍的說法 ,是宋人王應麟 。卻有人懷疑可

能是宋末區適子 ,或是南海黎貞所作
“

。由於王應麟是是宋末很有名的大臣 ,

又學識通博 ,曾編有空前的大辭典 《玉海》 ,又著有 《蒙訓》 、《小學紺珠》 、

《補注急就篇》 、《小學諷詠》等有關童蒙教育的書籍 ,對童蒙教育頗為注重 .

所以後人便將 《三字經》也歸入他的名下
“

。無論如何 ,像 《三字經》這樣的

書是不會突然出現的 ,南宋的若干思想家 、理學家 、文人逐漸開始注意普及教

育 ,可能已經有人編寫過一些通俗護物 ,如陳淳的 〈訓蒙初誦 >,可能就是 《三

字經》的前驅 .不論是王應麟或區適子 ,都是宋末元初的人 ,把他們說成編者 ,

意味著遺民為了保持他們所心愛的文化 ,凝煉成一些三個字的口訣 ,力求其普

及 ,在民間種下深根
“

。故 《三字經》可說是經過許多人 ,不斷推敲字句 、進

行改編 ,而成為童蒙書的成熟結晶 。

有關歷史教育部份 ,以 「經子通 ,讀諸史 。考世系 ,知終始」為開始 ,正如

啟蒙教育中 ,先讀經 、繼讀史的教學課程 ;讀史的重點則在於考世系 、知終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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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接下來 ,列舉歷代分合 、興衰 ,和年歲的久遠與短暫 :「 白羲農 ,至黃帝 ,

號三皇 ,居上世 。唐有虞 ,號二帝 ,相揖遜 ,稱盛世 。夏有禹 ,商 有湯 ,周 文

武 ,稱三王 。夏傳子 ,家天下 ,四 百載 ,至紂亡 。周武王 ,始誅紂 ,八百載 ,最

長久 。周轍東 ,王綱墜 ,逞干戈 ,尚游說 。始春秋 ,終我國 ,五 霸彊 ,七雄出。

嬴秦氏 ,始 兼併 ,傳二世 ,楚漢爭 。」
珀

將上古歷史 ,以非常簡練文字表達出

來 ,並將各朝代重要的歷史意義點出 :如堯舜的禪讓 ;夏朝是國史上第一個世褻

的王朝 :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 ,列強爭霸 ,最後由秦國統一天下 。繼之 「高祖

興 ,漢 紫建 ,至孝平 ,王莽篡 。光武興 ,為 東漢 ,四百年 ,終於獻 。蜀魏吳 ,分

漢H’÷,號三國 ,迄兩晉 。宋齊繼 ,梁 陳承 ,為 南朝 ,都金陵 。北元魏 ,分東西 ,

宇文周 ,與 高齊 。」
s’

如此將兩漢以至魏晉南北朝的歷史交待完畢 ,尤其對於

南北朝複雜的順序和分合 ,用簡潔的詞句表述出來 。

接下來進入唐宋時期 :「 迨至隋 ,一土宇 ,不再傳 ,失統緒 。唐高祖 ,起義

師 ,除隋亂 ,創 國基 。二十傳 ,三百載 ,梁滅之 ,國 乃改 :梁唐晉 ,及漢周 ,稱

五代 ,皆 有由。炎宋興 ,受周禪 ,十八傳 ,南北混 。十七史 ,全在茲 。」最後 ,

以 「十七史 ,全在茲 。載治亂 ,知興衰 。讀史者 ,考實錄 。通古今 ,若與日。」

說明謨史的目的在於明白國家興衰的道理 ,研讀歷史尚需進一步去稽考原始的史

料 ,藉以通曉古今歷史的真相 ,以及演變 、發展的趨勢 ,這顯現了它具有相當的

歷史意識 ,並十分重視通史的精神 。全部僅僅以二百五十二個字 ,就把上古至宋

朝的歷史 ,以簡練的文字 、精確的概括說明清楚 ,句句成韻 、通俗易懂 ,讀來朗

朗上口 P便於背誦 。在極短的篇幅內 ,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 ,而且非常有系統 ,

實在是難能可貴 。至於其後的 「遼與金 ,皆稱帚 。
⋯⋯」以迄 「革命興 ,廢帚

制 。立憲法 ,建民國 。」則是後人陸續加入 ,並非原本所有 。

任何一門學科 ,都有其 「基礎知識」 ,如果不具備這些基礎知識 ,或這些基

礎知識 ,學的不穩固 、不紮寅 ,不但這門學科學不好 ,甚至根本無法進入門徑 。

而歷史教學的基礎知識 ,就是年代 、人名 、地名 ,和專有名詞 。因為 「歷史」這

一學科的特性 、教材結構 ,就是由這些項目組成的
ss。

除此之外 ,「 文史不分

家」 ,語文能力的培養 ,也是歷史教育不容忽視的一環
s’

。由此一觀點來看

《三字經》 ,就一本啟蒙的通史教材而言 ,可說已具備了相當充份的歷史墓礎知

識 。它將整個中國歷史的朝代興衰 ,傳了多少世 、多少年 ,一一娓娓道來 ,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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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對國史的發展有一清晰的概念 。同時 ,提及了重要朝代的開國君主 ,如夏禹 、

商湯 、周文王 、周武王 ,秦始皇贏政 、漢高袓 、漢光武帚 ,以及唐高袓等 。至於

在地名方面 ,則顯示出 「南朝」的概念 ,是因為定都金陵 。同時 《三字經》採取

三字一句 、兩句一韻 ,近乎兒歌的形式來編排 ,比七言 、五言 、四言更易於幼童

唱讀習誦 。所以誦讀 《三字經》 ,無形中附帶讓孩童接受押韻 、對仗等語文訓

練 ,非但可以對傳統文化能有概括的認識 ,也可學習一些淺近的文言或押韻規

律 ,為 日後的語文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U。

所以 《三字經》可說是一部相當理想

的歷史啟蒙基礎教材 ,無怪乎其流傳之廣泛與深遠 。

除了十七史 「演化式」的歷史發展墓礎知識外 ,接下來它也以 「鑑戒式」的

人物事例 ,來達成道德 、勤學 、苦學方面的情意教學目標 。例如它提到 「香九

齡 ,能溫席 。孝於親 ,所當執 。融四歲 ,能讓梨 。弟於長 ,宜 先知 。首孝弟 ,次

見聞 。」
‘1以

黃香溫席 、孔融讓梨的故事 ,作為兒童孝順父母 、友愛兄弟的楷

模 ,並強調孝弟的人格教育 ,重於一般的知識教育 。其次 ,還提到 「昔仲尼 ,師

項聚 ,古 聖賢 ,尚 勤學 。趙中令 ,讀魯論 ,彼既仕 ,學且勤 。披蒲編 ,削 竹簡 ,

彼無書 ,且知勉 。頭懸梁 ,錐刺股 ,彼不教 ,自 動苦 。如囊螢 ,如 映雪 ,家雖

貧 ,學 不輟 。⋯⋯爾幼學 ,勉 而致 。有為者 ,亦 若是 。」ω
以孔子 、趙普為

例 ,說明即使如學問淵博的聖賢 、功業顯赫的宰相仍然好學不倦 。在以蒲草 、竹

簡作為書本的困乏環境中 ,仍不放棄求學 。孫敬懸梁 、蘇秦刺股的故事用以激勵

發憤護書的毅力 。車胤以螢火蟲取光讀書 、孫康利用雪光的反照來讚書 ,說明縱

然家境清寒 ,只要有毅力 、有決心 、努力向學 ,將來也可有所成就 。《三字經》

更可貴的一點 ,是它完全站在一般平民家庭讀書兒童的立場 ,而非上層貴族或士

大夫的立場 ,因此舉的大都是貧寒家庭 ,苦學有成的例子 ,用以勉勵孩童 ,有志

氣 、肯努力 ,也可以像上述諸聖賢一樣留芳百世 。

2宋代 一 胡賓 《敘古千文 》

作者胡寅曾任南宋淳祐年間的禮部侍郎 ;《 敘古千文》的成書時間約略與

《三字經》同時 ,皆為宋末元初 。文後有理學家朱熹為之作 <跋 >,評介本書

「敘事立言昭陳法戒 ,實有春秋經世之志 ,至於發明道統開示德門 ,⋯ ⋯新學小

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 ,亦足以養正於蒙矣 。」“又有李昴英的 <跋 >更清楚地

說明本書的背景 :「 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 ,而後徐出其說 ,致堂其親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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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筆削皆有法 。敘古字凡千不重 ,雖飲席閒談笑成之 。」
“

因此 ,它的難度不

高 ,甚至只是 「飲席閒談笑成之」 ,卻也是作者 「潛心春秋四十餘年」後的成

果 ,具有相當深厚的學術墓礎 。同時 ,就書名而言 ,它是沿襲 《千字文》而來 ,

強調字不重複 ,以作為識字教材 。它的內容主要為 :「 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 ,包

撮略盡 ,興君昏主之理亂 ,哲佐悖臣之功罪 ,吾道異端之正偏 ,一字森嚴 ,百世

確論 ,不但可以習童稚而已 。」
“

充滿了正氣凜然的春秋大義 。

《敘古千文》的形式 ,一如 《千字文》或 《蒙求》 ,也是四字一句 、兩句一

韻 ,全書共二百五十句 ,整整一千字 。從內容來看 ,更明確地顯現出它具有非常

濃厚的理學思想 。蓋宋明理學的特色在於 ,它吸收了佛 、道的宇宙論 ,將之融入

儒家思想 ,再建孔孟傳統 。因此不論是 「宋儒之首」的周敦頤 、或 「理學奠基

者」的張載 ,都企圖在佛道的宇宙觀與儒家的現實倫常 ,搭起溝通的橋梁 。其理

論的結構邏輯 ,便依下列形式展開 :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認識論→倫理學

(回歸到本體論 )“ 。《敘古千文》便是依循此一模式發展 P最早由宇宙形

成 、開天闢地講起 :「 太和絪縕 、二儀華分 。清濁奠位 ,乾坤為門 。品物流形 、

客哲超群 。維河出固 ,顯道之原 。」
θ

典型的理學著作 ,一開頭總要講一大段

理 、氣 、無極 、太極之類的宇宙觀 ,這是一種前奏 ,為的是引出主題 ,主題則是

重建以人的倫常秩序為本體軸心的儒家之道
“

。於是逐漸落實到人間 :「 伏義

畫卦 .友始斯文 。儼垂衣裳 ,下 臣上君 。軒轅通變 ,成于華勛 。意誠心正 ,萬化

生身 。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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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它具有相當濃厚的理學哲學色彩 ,但是對於歷史的敘述也有十分精釆的

部份 。以唐朝為例 ,幾乎唐代重要的歷史基礎知識 ,都概括在內 :「 世民雄視 ,

資受勇智 。除殘滌暴 ,慕仁勸義 。斗米數錢 :外戶不閉。丞輔疇功 ,鑒亡一魏 。

玩黷句驪 ,猶橫壯氣 。」唐太宗智勇雙全 ,實行仁義 ,開創了外不閉戶的貞觀之

治 ,並得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等名臣的輔助 。太宗伐高句驪 ,敗於其少年銳

氣 ,深悔自已的玩兵黷武 。其後 ,「 牝雞遽晨 ,枝幹披瘁 。狄傑扶傾 ,唐統薦

繼 。」武后專權 ,宗室遭摧殘 ,狄仁傑復立中宗 ,延續唐代統緒 。接下來 「霓曲

喧#,單鼓駭沸 。臨淮汾陽 ,汎掃氛翳。」安史之亂聲鼓喧天動地而來 ,由臨淮

郡王李光弼 、汾陽郡王郭子儀 ,掃除唐之妖氛 。最後 ,「 管斬篡沘 ,度集叛濟 。

貂璫專命 ,霜凝冰至 。藩鎮交孥 ,虐悖狂恣 。魚爛絲芬 ,吁嗟五季 。」唐步入中

衰 ,叛亂紛起 ,陸贄斬殺篡位的朱泚 ,裴度平定作亂的吳元濟 。唐終於亡於內有

宦官亂政 、外有藩鎮割據 。五代仍延續魚爛絲芬的壞亂局面 ,令人感至t歎息 。如

此對於整個朝代的歷史發展 ,因何而興 、為何而衰 ,因果關係的敘述清楚明白。

《敘古千文》最鮮明的特色便是全書充滿理學的色彩 ,因此對於儒家思想的

發展 ,儒學大師的介紹 ,著墨甚多 :從孔子 「尼父將聖 ?體用皇極 。魋日莫害 ,

陳餒那厄 。刪定詩書 ,發辭黜索 。晚潛奧思 ,筆 削史策。姚姒以降 ,斟酌準的 。

日星炳煥 ,千古貽則 。麟瑞應期 ,妙感孰測 ,樂 育其才 。升堂入室 。伋蹈前軌 ,

軻專絕誠 。標示中庸 ,攘距楊墨 。主擇息傳 ,獨賴遺編 。」到董仲舒的
「
董相仲

舒 ,儒術窮研 。請罪僻邪 ,乃 績巍焉 。」以及宋朝理學家程顥 、程頤 「喬崧孕

秀 ,顏孟並轡 。私淑諸人 ,追配沫泗 。」而後批道 、排佛 、斥法家 、墨家 :「 莊

老虛談 ,佛釋空諦 。中韓慘刻 ,朱翟偏蔽。」最後重新回到形而上的人性與天道

合一 ,作為通篇的結論 :「 探蹟鉤隱 ,涵養精粹 。達理制事 ,酬 醮經緯 。舉此加

彼 ,兼善博施 。參乎覆載 ,可 謂大器 。」
’U由

於 《敘古千文》的理學色彩濃

厚 ,又用字較為艱澀 ,使人望之儼然 、曲高和寡 、難以親近 。李昴英的 ㄑ跋 >中

使提到 :「 古千文猥陋不倫 ,乃盛行於世 。俗蓋未知有此作也 。」
71對

於它未

能取代原來的 《千字文》 ,頗為遺憾 。

3.元朝 一 王  《歷代表求 》

王芮生平不詳 ,但由本書結束於 「大元太祖 ,開 基應天 。⋯⋯天子聖毒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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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年 。」
砲

可知本書應完成於元代 。鄭鎮孫為之纂註的序 ,便表達出對眾多

《蒙求》書的不滿 :「 吾嘗病其句 ,舉一事 ,摘偶碎文 ,世代後先 ,人品高下 ,

雜乎其間也 。」
’3書

後的跋也批誶了盛行的 《千字文》與 《蒙求》 ,雖然它們

都駢偶易讀 ,但 「千文句以字集或乖其義 ,識字累千於事何益 。補註蒙求 ,句以

事對 ,多失其序 ,事未易記 ,蒙何以求 。」
π

本書因此特別針對這些缺失 ,加

以改進 :「 此編歷敘帝王 ,古今世代 ,不繁不紊 ,纂註又從稽經據史 ,事理貫

明 ,上下數千年之運 ,離合絕續 ,開卷可見 ,童蒙熟誦 ,逮長不忘 ,豈非行遠升

高之基 ,有功後學多矣 。」
’s所

以 ;本書雖名日 《歷代蒙求》 ,但它並非如一

般 《蒙求》的典故故事集 ,而是以通史的方式來編排 、組織史事 。

本書一開始 ,延續宋代理學的傳統 ,也是從宇宙的開天闢地開始講起 :「 太

極未判 ,混然一氣 。清濁肇分 ,高 下奠位 。輕清為天 ,重 濁為地 。中間為人 ,雜

以萬類 。」它比較特別的是會為歷史現象提出解釋 ,比如它解釋為何會有君主的

出現 :「 惟人之生 ,於物最靈 。血氣有欲 ,不獲則爭 。力強相博 ,群眾相陵 。不

立之君 ,民何以字 。」所以開始出現伏犧 、神農 、黃帚 。它的著述重點類似 《三

字經 》 ,注重 「世運之變 、君之賢否 、數之短長 、或一統而瓜分 、或既離而復

合」 ,因此每一朝代的開國君主 、亡國君主 ,歷經幾代 、幾年 ,一一數來 。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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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敘述為例 :「 漢高王帝 ,豁達大度 。起白沛豐 ,光啟炎祚 。傳十二君 ,文景

富庶 。二百中天 ,禍延平孺 。」 「新室王莽 ,謀竊漢璽 。篡立未幾 ,滅于更始 。

赤眉入關 ,更立盆子 。自有真人 ,應讖復起 。」 「天授光武 ,廟 謨雄斷 。奮跡南

陽 ,削 平禍亂 。世傳十三 ,號 曰東漢 。再二百年 ,球于靈獻 。」
%短

短的三

段 ,將主要君王人名 、時間 、地名 、專有名詞等重要歷史基礎知識 ,都包括在

內 。兼有人物評價與史筆的批判 ,真正做到 「要提 、意貫 ,可謂博而約 、簡而

明」 
’7 

。                                                                   
‵甘

就所見的 「通史類」啟蒙教材 ,似乎集中在宋 、元時期 ,其實是有其史學發

展的背景 。唐 、宋 、元時期 ,通史體呈現發達的景象 :唐杜祐的 《通典》匯通各

朝典章制度 ,開創制度通史的先河 ;北宋司馬光編纂 《資治通鑑》 ,為編年體通

史 :南宋鄭樵寫作 《通志》 ,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 。這些事實說明 ,唐宋時期的

通史觀念已大為盛行 ,各種史體都在努力求 「通」。這不僅是社會上明變求通思

想的反映 ,也是史學本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s。

從 《資治通鑑》又衍生出 《通鑑

綱目》 、《通鑑輯覽》 、《綱鑑易知錄》以及 《通鑑紀事本末》等書 ,都是基於

我們的歷史年代愈久 ,內容愈複雜 ,愈需要有簡要的讀本 ,以達成史書的通俗化
’’

。宋 、元時期正由於有這樣的學術基礎與環境 ,因而產生了如此豐富 、精彩

的 「通史類」歷史啟蒙教材 ,也代表了知識份子努力將有系統的歷史知識普及化

的成果 。另一方面 ,就 《三字經》 、《敘古千文》 、與 《歷代蒙求》三種教材而

言 ,呈現出不同的難易程度 。《三字經》可說是 「基礎篇」 ,《 敘古千文》與

《歷代蒙求》則是可以作為銜接的 「進階篇」 ,內容更深刻而廣博 。然而 ,我們

也看到了 《敘古千文》與 《歷代蒙求》的流傳 ,遠不如 《三字經》普遍 ,主要是

由於後者簡單 、平易近人 ,與 日常生活聯繫 ,符合兒童 「多記性 ,少悟性」的年

齡特徵 。這是構成蒙學教材成敗的關鍵因素 。

五 、結  論

私塾教育是中國傳統教育中 ,最為普遍的一環 ,然而一般卻認為教小孩讀

書 、識字 ,沒有學問 ,而不甚重視 。其實 ,作為一種基礎教育與大眾教育 ,它的

影響與意義是非常深遠而重要的 。蒙學教育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教育 ,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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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識的教學 ,其具體內容為經 、史 、文三大領域 ,歷史教學在其中佔有重要

地位 。中國傳統歷史啟蒙教材 ,大體以兩種形式編纂 ,一類為 「典故類」 ,另一

類為 「通史類」。唐代李瀚所著的 《蒙求》是 「典故類」的創始 ,其後有斷代為

書的 《左氏蒙求》 ,以及內容更豐富的 《龍文鞭影》。它們的共同特色是 ,介紹

許許多多古代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 ,以作為兒童學習效法的楷模 ,而達到鑑戒的

歷史教育目標 。這一類啟蒙教材的缺點是 ,缺乏歷史的時間深度 ,只是一個個不

相連屬 、零散的人物事蹟 ,無法瞭解歷史的整體發展 。「通史類」的歷史教材則

彌補了此一缺失 。其中宋代出現的 《三字經》以其用字簡練 、組織系統化 、內容

廣泛實用 ,成為中國流傳最廣的童蒙書 。其他還有難度較高 、內容較深的 《敘古

千文》與 《歷代蒙求》 。《敘古千文》深受宋代理學思想的影響 ,相當具有時代

精神與史觀 ,帶有濃厚的哲學氣息 。《歷代蒙求》則較為平實 。「通史類」的歷

史教材 ,以時間演化為主軸 ,細數歷代帚王 、興衰絕續 、統合分離 。已包含有重

要人名 、時間 、地名 、專有名辭等歷史基礎知識 ,並加以因果分析 ,以及歷史人

物評價與春秋筆法的批判 ,是頗為完整的歷史教材 。

不論是 「典故類」或 「通史類」的歷史啟蒙教材 ,都充份的利用了漢字單

音 、獨體 、方正的特色 ,在編寫形式上一律採用三字 、或四字一句的對偶句式 ,

並聯以音韻 ,讀來順口 、聽來悅耳 ,既易于記誦 ,又能提高兒童的興趣 ,也增強

其作詩 、對仗 、押韻的語文能力 。透過這些教材 ,讓我們瞭解前人在編寫歷史教

科書的的經驗傳承與智慧結晶 ,這六種教材 .只是眾多歷史啟蒙教材中的一部

份 ,還有更廣大的領域有待開發與研究 。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南雅國中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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