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经正文
《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被合称为

五经。此《五经正文》，全套共十册，分为：周易一册、书经一册、诗经三册、春秋

五册、礼记一册，为五经的白文版本（不含注释），字大秀美。此为明万历时期陈邦

泰书，李登校跋刊本。

《庄子》《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礼记》和《史记》中提到五经时的顺序

都是《诗》《书》《礼》《易》《春秋》，到东汉时《汉书》《说文解字》都变成了

《易》《书》《诗》《礼》《春秋》。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经》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传》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

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

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经》的编订在商末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非

https://old.shuge.org/ebook/wu-jing-zheng-wen/


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内容广

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外层神秘，而内

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书经》





《书经》/《尚书》古时称《书》，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

到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

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

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8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

《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记载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

部历史文献汇编，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

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

《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

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

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时有鲁、齐、韩三家言

《诗》，后来又有《毛诗》。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礼记》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共49篇，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

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

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学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

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

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

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的地位。

《春秋》





《春秋》本是记事史书的通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其编者一般认为

是孔子，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于是孔子有感于自己的主张不行于

天下，于是取鲁国《春秋》进行加工编撰。全书纪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共242年。后人因此称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其书用鲁

国纪元兼记各诸侯国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记事的目的是提倡道义和“礼”。而

春秋本身的文字极为精简，所以后世流传有《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来解

释原文。

《礼记》卷末有李登校刊跋

陈邦泰，秣陵 (在今江苏省) 人。字大来。明万历间金陵 (今南 京市) 书坊继志斋主人，

主要经营曲本书的出版。

李登，字士龙，一字如真。南直隶上元（今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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