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形式为四言韵文，首尾连贯，每四字

一句共1000字，字不重复。此内含三种：《千字文注附清书千字文附历朝圣贤篆书百

体千字文》（孙枝秀辑，清康熙24年刊本）、《同文千字文》（明汪以成辑）、《千

字文同音释义》（清拓本）。

《千字文》是中国早期的蒙学课本，由于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

面的知识，是启蒙和教育儿童的最佳读物，也是一部生动优秀的小百科。《千字文》

流传了1400多年表明，它既是一部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

《梁史》记载：“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

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进行了艺术加工，该书说：梁武帝萧衍一生戎马倥偬，他很

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太平时期多读些书。由于当时尚没有一本适合的启蒙读物，令一

位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一千个各不相干的字，

每个字一张纸。然后一字一字地教学，但杂乱难记。梁武帝寻思，若是将这一千字编

撰成一篇文章，岂不妙哉。于是，他召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

讲了自己的想法，说：卿家才思敏捷，为朕将这一千字编撰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

物。周兴嗣接受任务回到家后，他苦思冥想了一整夜，方文思如泉涌，他乐不可支，

边吟边书，终将这一千字联串成一篇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梁武帝读后，拍案叫绝。

即令送去刻印，刊之于世。周兴嗣因出色地编撰了《千字文》深得梁武帝的赞赏，将

他提拔为佐撰国史。周兴嗣因一夜成书，用脑过度，次日，已鬓发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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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共两册，下载地址为末尾红色按钮。

同文千字文



五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间有刻工，框高 20.5 x 13厘米。版心镌有

黄池、黄錤、三洋等刻工姓名。

文件名：同文千字文.上下卷.明.汪以成辑.明万历10年刊本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夹大小：197M

千字文同音释义

由于历代不少大书法家都曾书写，更使《千字文》此为学习各种书法的范本。

文件名：千字文同音释义.1卷.清光绪13年拓本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夹大小：36.3M

周兴嗣，字思纂，郡望陈郡项，世居姑孰。其先人于西晋永嘉南渡时迁徙到江南姑孰

采石，在宝积山中安家落户。  西汉太子太傅周堪之后，曾祖父周凝，官西晋征西府参

军、宜都太守。周兴嗣十三岁至建康游学，梁武帝时，周兴嗣上奏《休平赋》，受到

重视，官朝散骑侍郎。

注：此PDF文件包含内容书签。《清書千字文》卷端署： 翰林院編修尤珍書 ， 卷端署：

茂苑尤悔庵先生鑒定，梁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西湖後學孫枝秀鳳居考古集篆，

濂溪後裔武林周効雨孚氏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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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24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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