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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概两年前，我为了响应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号召“做一棵有思想的芦苇”，开始没事儿找事儿，
解读《千字文》，在天涯社区连载了一篇《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的帖子。
这本《一个古代公务员的沉思录》便是在这个帖子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承接上一本《一个古代公
务员的短信息》的内容，是趣解《千字文》的第三、四部分。
为了便于理解，在此将前面的内容及出版情况进行简单介绍，以便读者对得上茬、找得到辙。
我在对《千字文》这一经典古文著作的解读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表面，而是本着“东扯葫芦西
扯叶、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则，以正史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不拘泥于形式，或苦心考据，或演绎
戏说，或蜻蜓点水，或刨根问题，以趣味性、知识性为特色，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中国历史和传
统文化的乐趣。
在撰写前一本书的序言时，我原本要对《千字文》的功用、成文原因、传播情况、是否有重字以及时
代背景进行介绍，但由于出版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未能如愿，遗漏部分在本书中得以恢复。
前一本书主要收录了趣解《千字文》的前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以“地球还能转多久”为主题，从“
天地玄黄”到“鳞潜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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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此书，您可以：　　学知识，一千个字里涵盖着天文、地理、历史、人格修养⋯⋯无所不包！
　　长见识，了解那些从来没人讲解过的被割断不再传承的历史经典！
　　懂常识，古人用什么洗头！
永远不赦的是哪“十恶”？
三姑六婆都是谁？
　　看历史，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
孔子也休过妻？
孝子有哪些标准？
　　聊趣事，歇后语一条一条，各地方言一套一套，要的就是这亦庄亦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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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望于江湖，长年忙碌，恰如风吹飘絮；累月奔波，好似无根池莲。
工作艰辛，喜恶全凭感悟；琐事枯燥，苦乐皆由自心。
世事难科，心有千丈之余；日夜操劳，力无触手之及。
走遍坎埘，前路仍是崎岖；咬紧牙关，不知止于何处。
避曲就直，真足真非安在？
日东影西，入间北看成南。
心容万物，淡日微云入梦；万物归心，空山流水成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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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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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变废为宝自我改造盖，本义是指用芦苇或茅草编成的覆盖物，这里做发语词，也有人称之为
“提起连词”，没有实际意义。
这种用法我们在中学学习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一句时
老师曾经讲过。
现在的普通话不这么用了，但在某些地方的方言中仍作为发语词使用。
此，左边是一只脚，右边是一个人，意思是脚踩在别人身上，为“跳”的本字，原表示“踩、踏”，
后来用做指示代词，指“这、这个”——哪个？
就是脚底下踩的“这个”。
这两句的意思是：人的肉身躯壳是由“四大”组成，人的思想道德要以“五常”为规范。
四大皆空《千字文》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基本没有佛家的东西，但这里出现了个“四大”，明显
是从佛家那里搬来的嘛！
“四大”的概念虽然是由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的，但并不是佛教首创。
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印度学者卡皮拉提出世界是由“地、水、火、风、气”五大元
素构成的，这和我国古代认为物质世界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形态构成的“五行之说”相
类似。
大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兴起，借用了卡皮拉的这个说法，但也不好意思照抄照搬，就把“气”舍弃了
，把“地、水、火、风”作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四大要素。
其实，正常情况下，《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应该写“五大”而不是“四大”，因为在中国，佛教的
“四大”远不如我们老祖宗原创的“五行”容易理解和深入人心。
那么老周为什么不写“五大”呢？
原因很简单：条件所限。
皇帝要求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这里把“五”用上了，那紧接着的“五常”怎么办？
不能减少“一常”变成“四常”吧？
而把“五大”写成“四大”，既避免了重复，还能顺便卖个乖、讨个巧：皇帝萧衍不是醉心于佛教吗
？
我老周虽然是儒家的人，但对佛教也不是一窍不通，你看，佛教的“四大”我都知道！
佛教的“四大”理论传人中国后，也被中医医籍所引用，比如和周兴嗣同时代的隐士陶弘景的《补阙
肘后百一方》，这是对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进行修订增补而成的医书。
肘后备急，意思就是说放在旁边，急用的时候随手就能拿到。
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佛教和儒学也很精通。
在该书序言中，他写道：“《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
人，下达众庶，莫不各加缮写，而究括之。
”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意思是说“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那么“一大”不调
便引起101种病，所以陶弘景才故意凑了八个中医药方。
看来，用他这本书，只能治疗“一大”不调所导致的疾病，其他“三大”还治不了。
后来，很多医学家尝试着将“四大”理论与“五行”理论结合起来，如唐代的孙思邈、明朱清初的喻
昌等。
 佛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卣“四大”构成的，因缘聚合则生，因缘分散即灭，而人体生病的根本原因
是“四大”不调。
如果构成你身体的“四大”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那你就会生龙活虎、爬上跳下、东跑西颠，干什么
都舒坦得很！
如果“四大”不调，那你就惨了，整天病病怏怏的，“浑身肚子疼”，“满头牙疼”，哪儿都不舒服
！
如果“四大”不调到一定程度，那你就要俩爪抱脑袋——玩（完）蛋了。
到了那时候，构成你身体的“四大”因为意识的毁灭而不再属于你自己，真的是“四大皆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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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误解，这样解释“四大皆空”并不符合佛教原意。
“四大皆空”在佛学中应为“四大本空”，《佛学常见辞汇》是这样解释的：“四大是地、水、火、
风，为一切万法的原素，一切万法均由此四大合成，四大分散，万法即归于坏灭，四大所成的一切法
，没有真实的自体，所以说四大本空。
”“四大本空”的思想在《圆觉经》中有具体表述：“妄认四大为自身相”、“恒作此念，我今此身
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
，暖气归于火，动转归于风。
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
”《圆觉经》中的这段表述，南北朝时的僧肇曾用一句话将其概括：“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
”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虽然是由“四大”构成的，构成的这个东西叫做“我”，但实际上这“四大”
是经常变化的，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四大就没有主体了，这就是所谓“无我”。
既然都“四大本空”了，那我们要怎样做才有意义呢？
佛教说要“离相见性”，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要舍弃表象，认清本
性，不要心有所取、刻意强求，要自然、随缘，这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观点有点类似之处。
作为佛教的门外汉，在此胡乱解释“四大皆空”，真是自取其辱，大家姑妄听之吧。
五常为本常，原指旗帜，《尚书?周书?君牙》中周穆王对大臣君牙说：你爷爷和你老爸“服劳王家，
厥有成绩，纪于太常”。
“太常”是什么东西呢？
《孔传》解释说：“王之旌旗画日月日太常。
”古代有大功的要写在太常旗上的，是对立功人员的一种精神奖励，其功效相当于现在的光荣榜或荣
誉证书。
古代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称太常寺，其主管官员称太常卿，位列九卿之首。
五常，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基本道德准则，像五面永远飘扬在灵魂深处的
旗帜一样。
二是指五伦，即封建宗法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
 三是指五行。
 在“四大五常”这句里，用的是第一个意思，讲的是自身修养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后面的几句还要
具体进行高标准严要求。
从化学成分上来看，人和垃圾没什么两样，除非你以“五常”为道德准则来进行自我改造，所以说“
五常”是人之根本，是人区别于垃圾的标志。
那么“五常”是谁规定的呢？
为什么如此权威？
孔子曾提出仁、礼、孝、悌、忠、信、义、智、勇等道德准则，但他老人家并没有把这些准则进行归
类汇总，这么多道德准则乱七八糟地摆在那里，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孟子一看，这哪行啊，就将其条理化，归纳为仁、义、礼、智作为道德的四项基本准则。
《孟子?告子上》中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
”可以看出，孟子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
仁、义、礼、智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的具体表征，孟子认为这些都是
娘胎带来的，天生就有的，根本不用去考虑的。
五常中的“仁、义、礼、智”已经提出来了，“信”还没露面。
孟子没怎么重视“信”，把它排除在思想基本准则之外，与孝、悌、忠辅助准则放一起了。
孟子虽然首先进行了“五常”的研制开发工作，但他只造出了个雏形，完整的“五常”概念是西汉的
董仲舒提出来的，他在《天人对策》中说：“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董仲舒还把五常与五行进行配对，纳入他的天人合一理论中去。
东汉后期，马融在其《论语注》中最先把三纲五常并提，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伦理道德原则开
始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
在隋唐以后，“三纲五常”的提法已经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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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三纲五常”这一伦理道德体系发展到了极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但朱老先生却在很多细节之处违背了自己制订的道德准则，成为“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典范，被
政敌抓住小辫子告了黑状——这些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一直以来，一提到“三纲五常”，我们脑袋里蹦出的念头肯定是反感和反对，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愚
弄人民的工具、束缚思想的教条⋯⋯根本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希望有新的道德准则将其替代，可惜，
晚了，不可能了。
几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造，即使花很长时间、很大气力完成了表面的改造，也很
难撼动文化的根基，而且会导致思维混乱、行为失控等得不偿失的社会反应，比如当前社会的物欲横
流、道德沦丧、蔑视法律等思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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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曾经经典为何变得陌生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启蒙读物曾多次发生变化，体现了各历史时期广大教育工
作者充分领会领导意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风貌。
自汉代至今2000多年的时间里，使用时间最长的启蒙读物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急就章》，从汉代至
唐初，使用了六七百年时间，另一篇就是《千字文》，从隋唐时期开始逐渐取代了《急就章》的位置
，一直到民国时期，大约用了1300年。
从隋唐时期开始，《千字文》因其华丽清靡、优美顺畅的文字和紧扣儒家道德伦理劝诫的主题，成为
此后历朝历代自皇帝至平民的枕边必读书，也理所当然地风靡天下，但归根到底，《千字文》能够成
为经典，是因为它深受统治阶级高层的喜爱，还是孟夫子那句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直到民国年间，《千字文》才逐渐退出了启蒙读物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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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追看楼主的文章，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消遣，是为了补回我们在童年教育中错失的最宝贵的
东西。
　　——月黑风高鱼在飞江湖兄弟这一好文，以千字文为线索，将许多传统文化穿插起来，语气轻松
活泼，符合现代潮流，上应天意，下合民心，真乃50年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力作也！
一旦付梓刊印，定然洛阳纸贵！
　　——RELOCATION要的就是思想、有主见、有分析，有一个字一个字刨根问底精神的趣解。
要的就是旁征的博引、口若悬河、普及文化，全是真凭实据的趣解。
要的就是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把零散的知识碎片联起来的趣解。
　　——一生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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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古代公务员的沉思录》特点为：绝妙华章《千字文》无死角解读，1000个字，通晓古今，看天
下，补上国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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