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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统称。
可以说，国学既是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陨落以后中华文明依然传承的内因，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傲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强烈的冲击，一部
分知识分子本着文化自觉和民族自尊情感，同时又借鉴日本处理东西方文化的策略，提出保存、发扬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口号。
相对于西学，他们把中国文化叫做中学，后来为了突出民族色彩，就改称为“国学”。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兴起始于清末。
当时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很多人痛定思痛，认为国学是我们落后的总根源，将
传统文化作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替罪羊，几欲弃之如敝屣。
于是，国学走向衰落。
可见，国学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现在，随着国力的上升、国人的自信心增强，国学的价值再度受到重视。
于是“国学热”重新兴起。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价值支撑点。
国学博大精深，是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之本，更是炎黄子孙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出自对经史子集的倾慕，还是对心灵归宿的渴求，“国学热”表现出的是人们对本国历史与经
典的热爱和重视，同时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在当代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振兴国学，建设文化大国，是当下中国人的使命；不了解国学，数典忘祖，就会落后于这个时代。
尤其在注重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价值和内蕴，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那么，学习国学有什么用呢？
因为国学知识是全面增加文化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增长人生智慧的学问，有益于心灵的滋养和人格
的完善。
学国学，不是为了掌握一些零星的知识点，而是为了“明理”。
所以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
比如“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等，这些伦理规范至今尚在发挥影响，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
一定要加以体会，认真学习，然后才能身体力行之。
还有，学习国学知识，有益于培养高雅、精致的生活情趣。
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金石篆刻、唐诗宋词，何其灿烂，何其精致！
古人在宴饮时要酬唱应答，观景时则吟诗作赋，生活何其诗意！
而反观今天的我们，吃的是快餐，看的是卡通，把看报当阅读，把上网当学习，生活相比于古人是何
其鄙陋。
人们能否多花点时间啃一啃经典的书？
能否练习一门艺术，使空余时间不致荒废？
让优质的文化占据我们的头脑吧，而不是被商业社会的信息塞满。
而且，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能够使人在为人处世上更加睿智，从而有助于人们从容应对现代社会
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要知道，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另外，学习国学知识，还能帮助人们澄清一些常识性错误，以免贻笑大方。
比如“东厂、西厂”不是工业生产的厂子，而是明朝的特务机构；“弹冠相庆”是一个贬义词，乃小
人得志之意，可不能乱用；“安土重迁”的意思是不愿意随便迁离故土，有人却偏偏理解成相反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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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文化常识方面，人们是应该好好地补一补课了。
本着这些思考，我们特意编纂了这本书，希望能够为国学的传播与发扬尽一份绵薄之力。
这部书在内容上极其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礼仪民俗、琴棋书画、历史典故等，既提升了人们的国学
修养，又丰富了国学知识的储备。
我们希望此书可以激发您对国学的浓厚兴趣，为以后的深度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
编者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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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了解厚重精深的传统文化，
 品赏精彩独特的中华国学。

本书分典章规制、法律教育、民风民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天文历法、琴棋书画、文化典籍、成
语谚语、中华医药、建筑园林11章介绍500余条国学常识，为你梳理浩瀚繁冗的国学知识，生动展示晦
涩难懂的经史子集，轻松领略中华文明，感受先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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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公九卿论朝堂
古代的官职左大还是右大呢？
 / 1
古代的“官”与“吏”有区别吗？
 / 2
古代官员也有试用期吗？
 / 2
古代任命官员的回避制度是怎么回事？
 / 3
古代官员是不是也“朝九晚五”呢？
 / 3
古代官员是怎么休假的？
 / 4
古代官员年龄多大才可以告老还乡？
 / 5
古代的官署为什么被称为“衙门”？
 / 6
古代官员的品、阶、勋、爵是怎么回事？
 / 6
古代官员的工资为什么叫“俸禄”、“薪俸”？
 / 7
古代的“三公”指的是什么？
 / 8
古代的“九卿”是哪九个官职？
 / 9
古代的御史在现代相当于什么官？
 / 9
古代的都督是什么官职？
 / 10
什么是太子太保和太子少保？
 / 11
什么是三省六部制？
 / 12
九品中正制是什么意思？
 / 13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有怎样的关系？
 / 14
古代的宰相是什么样的官职？
 / 14
宰相都有过哪些称谓？
 / 14
刺史的“刺”是什么意思？
 / 15
王莽称帝时的刺史制度是什么样的？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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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尹是什么样的官职？
 / 16
什么是“汉代三辅”？
 / 16
中国的省级建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17
什么时候县成为地方行政区划？
 / 17
西域都护府是怎么回事儿？
 / 18
太守是什么样的官职？
 / 19
道台的官级多大？
 / 19
张飞打的“督邮”是什么官职？
 / 19
唐代的节度使权力有多大？
 / 20
唐代最有名的节度使是谁？
 / 20
殿帅府的太尉是什么官职？
 / 21
高俅是怎样得到太尉之位的？
 / 2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提辖是什么官？
 / 22
大学士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堂？
 / 23
历史上都有哪些有名的中堂？
 / 23
鸿胪寺是什么样的机构？
 / 24
人们常听到的大理寺是个什么机构？
 / 24
古代的翰林院是什么地方？
 / 25
翰林与文化专制有怎样的关系？
 / 26
辽代的南面官和北面官是什么意思？
 / 26
明代的东、西两厂是干什么的？
 / 27
明代的锦衣卫都有哪些职责？
 / 28
明朝的司礼监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 29
司礼监都有哪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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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内阁是个什么机构？
 / 30
历史上都有哪些有名的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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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御门听证是怎么回事？
 / 31
垂帘听政是怎么回事儿？
 / 32
古代的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职务？
 / 33
清代的“行走”指的是什么职务？
 / 33
清代的“南书房”是个什么地方？
 / 34
上书房是怎么回事儿？
 / 35
清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多大？
 / 35
清代有名的议政王大臣都有谁？
 / 36
清朝时出入皇宫的通行证是什么样的？
 / 36
清代的军机处是干什么的？
 / 37
为什么在清朝摘掉顶戴花翎就意味着丢官？
 / 37
顶戴的花翎有等级之分吗？
 / 38
清代文官和武官的朝服有什么区别？
 / 38
“秘密建储制度”是在何时出现的？
 / 39
康熙立储之谜是怎么回事？
 / 39
法律教育
国法学制显辉煌
何谓“法”，何谓“律”？
 / 41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
 / 41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典是哪一部？
 / 42
中国的刑法起源于何时？
 / 43
中国古代文献里的刑书指的就是刑法典吗？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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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是什么？
 / 44
古代的“刑”和“罚”指的是什么？
 / 44
成文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 45
“三宥之法”是什么意思？
 / 45
“三赦之法”是什么意思？
 / 46
“三尺法”是什么意思？
 / 47
我们常听“三司会审”，那么是哪“三司”？
 / 47
西周时期的“三刺”是什么制度？
 / 48
“九卿会审”里的“九卿”指的是什么？
 / 48
秋审是如何进行审判的？
 / 49
古代为什么有在“十直日”不决死刑的讲究？
 / 49
“发号施令”里的“令”是什么意思？
 / 50
“五刑”和“九刑”指的是什么？
 / 51
古代的刑讯逼供是怎么回事？
 / 51
犯人们害怕的“三推六问”是什么？
 / 52
打屁股的刑罚是什么刑？
 / 52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剐是种什么刑罚？
 / 53
为何行刑的时间选在午时三刻？
 / 53
古代为什么有“秋冬行刑”的讲究？
 / 54
“除免”是种怎样的处罚？
 / 55
封建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大赦天下？
 / 56
在古代王子犯法真的与庶民同罪吗？
 / 56
“刑不上大夫”是什么意思？
 / 57
古代犯了罪，花钱就可以免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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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
古代的“丹书铁券”就是免死金牌吗？
 / 58
诏狱是什么狱? / 58
什么叫班房? / 59
犯人为什么会被剃光头？
 / 60
古代犯人的重体力劳动都有哪些？
 / 60
中国在古代就有大学吗？
 / 61
中国在古代就有教授吗？
 / 61
助教在古代就出现了吗？
 / 62
“三舍法”是什么意思？
 / 62
古时学生拜师需要送礼吗？
 / 63
国子监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 63
国子监里的“祭酒”是做什么的？
 / 64
博士弟子指的都是什么人？
 / 64
古代的博士和现代的有什么不同？
 / 65
翰林院庶吉士是做什么的？
 / 65
古代的科举制是怎么回事？
 / 66
古代的科举考试都有哪些内容？
 / 67
古代的科举考试都有哪些科目？
 / 68
古代的常科指的是什么？
 / 68
古代的恩科是怎么回事？
 / 69
古代的特科指的是什么？
 / 69
古代的博学鸿词科是怎么回事儿？
 / 70
古代什么样的人被称为“孝廉”？
 / 71
古代是如何进行县试的？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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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试是如何进行的？
 / 72
古代的八股文是怎么回事？
 / 72
古代考试中的“投卷”是怎么回事？
 / 73
琼林宴是什么意思？
 / 73
鹿鸣宴是什么意思？
 / 74
曲江宴是什么意思？
 / 75
古代考试为什么要锁院？
 / 76
古代的童子试是什么意思？
 / 76
监生是怎么回事？
 / 77
武童生是怎么回事？
 / 78
帖经和帖括是什么意思？
 / 78
试帖诗是什么意思？
 / 79
“射策”是古代的射箭运动吗？
 / 80
古代的对策是什么意思？
 / 80
古代什么样的人被称为进士？
 / 81
进士题名碑是什么意思？
 / 81
“门生故吏”中的“门生”指的是什么？
 / 82
“连中三元”是什么意思？
 / 83
为什么把考试中的前三名称为三甲？
 / 84
民风民俗
民间百习道滥觞
为什么会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 85
为什么有“男戴观音女戴佛”之说？
 / 86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临门了呢？
 / 86
福禄寿三星是怎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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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
过年贴门神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 87
著名的门神都有谁？
 / 88
过年为什么要贴窗花呢？
 / 88
窗花都有哪些样式？
 / 89
过年时为什么会给小孩压岁钱？
 / 89
腊月初八为什么要吃腊八粥？
 / 90
腊八蒜是怎么回事儿？
 / 91
生男孩为什么被称为“弄璋之喜”？
 / 91
生女孩为什么被称为“弄瓦之喜”？
 / 92
弱冠是什么意思？
 / 92
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吃长寿面？
 / 93
本命年扎红腰带都有什么讲究？
 / 93
为老年人祝寿为何要送寿桃？
 / 94
“抓周”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
 / 95
人们盖房为什么会讲究坐北朝南？
 / 95
大门前为什么会有石狮子？
 / 96
古代人有野餐的习俗吗？
 / 96
古代的炊具都有哪些？
 / 97
古人在发明筷子之前使用什么工具吃饭？
 / 98
中国第一个用筷子的人是谁？
 / 98
秋千是如何演化来的？
 / 98
风筝最初就是娱乐的玩具吗？
 / 99
风筝有哪些文化内涵？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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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什么会有佩戴宝剑的习惯？
 / 100
古代的君子为什么有佩玉的习惯？
 / 101
“斗茶”是一种什么习俗？
 / 101
历史上哪一个人被称为茶圣？
 / 102
填仓节是什么节日？
 / 102
填仓节的相关传说有哪些？
 / 103
打春牛是什么意思？
 / 103
正月初五为什么又被称为“破五”？
 / 104
什么是社日? / 105
二月二为什么又被称为“龙抬头”？
 / 105
清明扫墓的习俗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 106
老北京是如何过清明节的？
 / 107
清明节为什么要插柳戴柳？
 / 107
“上巳节”是什么样的节日？
 / 108
上巳节都有哪些活动？
 / 108
五月初五为什么会被称为“恶日”？
 / 109
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
 / 110
六月初六是什么样的节日？
 / 110
少数民族怎么过六月节？
 / 111
七月十五为什么又被称为“鬼节”？
 / 111
中国古代还有哪些鬼节？
 / 112
祭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 112
秋分时为什么有祭月的习俗？
 / 113
中秋节赏月的习俗缘何而来？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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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登高呢？
 / 115
“送寒衣”是什么意思？
 / 115
冬至这一天为什么要祭天？
 / 116
古人是如何过立冬节的？
 / 117
腊月二十三（四）为什么被称为小年？
 / 117
小年这一天为什么要祭灶？
 / 118
男女对偶的婚配制度是谁发明的？
 / 119
形容嫁妆的丰厚为什么要用“十里红妆”呢？
 / 120
古代女子的陪嫁品一般都是什么？
 / 120
古人所说的“三书六礼”指的是什么？
 / 121
古代结婚为什么要拜天地？
 / 122
古代结婚常用的聘礼都有哪些？
 / 122
古代男女的结婚年龄分别是多少岁？
 / 123
黄道吉日是怎么选定的？
 / 124
古代女子“分钗”意味着什么？
 / 124
古代为什么送新人石榴作为礼物？
 / 125
古代接新娘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花轿？
 / 126
古代的花轿有什么讲究？
 / 127
古代的新娘子为什么要蒙上红盖头？
 / 127
古代为什么会有“门当户对”的观念？
 / 128
为什么有些地方有哭嫁的习俗？
 / 128
客家人是怎么哭嫁的？
 / 129
童养婚的陋俗是怎么形成的？
 / 129
原配夫妻为什么有“结发夫妻”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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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糠之妻”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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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为什么将丈夫的父母称为“舅姑”？
 / 131
为什么妻子称丈夫的妹妹为“小姑子”？
 / 132
女婿为什么会被称为“东床”？
 / 132
为什么姐妹的丈夫相互称为“连襟”？
 / 133
妯娌指的是怎样的亲属关系？
 / 134
古代为什么将完婚的新房称为洞房？
 / 134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于何时？
 / 135
我们常说两口子，到底“两口子”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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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妻的称谓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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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这个称谓到底是怎么来的？
 / 137
媒人为什么又有冰人的称谓？
 / 137
婚礼中喝交杯酒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 138
“吃茶”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许婚”的意思？
 / 139
最先主张将茶叶作为陪嫁品的人是谁？
 / 139
爱情的信物还有哪些？
 / 140
同心锁为什么会成为爱情的信物？
 / 140
男子丧妻后再娶为什么会被称为“续弦”？
 / 141
古代送梳子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 141
“千金小姐”这一称呼有什么由来？
 / 142
安葬亲人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披麻戴孝？
 / 142
孝子摔盆是什么意思？
 / 143
古人在墓地周围栽种柏树，这有什么说法？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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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随葬品是怎么产生的？
/ 144
古代的祭品是如何处理的？
 / 144
古代的“牺牲”是什么意思？
 / 145
烧纸钱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 145
古代为死者“招魂”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 146
古代的冥婚是怎么回事？
 / 146
历史上都有哪些冥婚？
 / 147
古代丧礼中的“做七”是怎么回事？
 / 148
衣食住行
奔波一世为其忙
在古代“衣”和“裳”的意思一样吗？
 / 149
凤冠霞帔到底是怎样的服饰？
 / 149
古代的斗篷和风衣是做什么的？
 / 150
古代的礼服是什么样子的？
 / 150
中国传统的裙子是谁发明的？
 / 151
古代的亵衣是什么样子的？
 / 152
肚兜是一种什么样的服饰？
 / 153
古代人的“袍”是怎么回事？
 / 153
“胡服骑射”中的“胡服”是什么样子的？
 / 154
古人所说的“深衣”指的是什么？
 / 154
裤褶是一种什么样的服饰？
 / 155
披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 155
古代对服装的颜色都有哪些规定？
 / 156
古代的扣子是什么样的？
 / 157
古代的石榴裙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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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7
旗袍是怎么来的？
 / 158
旗袍是什么样子的？
 / 158
氅衣是一种什么样的服饰？
 / 159
“背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服装？
 / 159
古人对鞋都有哪些称呼？
 / 160
古代的“足衣”指的是什么？
 / 161
“五谷不分”中的“五谷”指的是什么？
 / 161
“五味俱全”中的“五味”指的是什么？
 / 162
面条是怎么来的？
 / 163
“八珍”指的都是什么？
 / 163
中国的八大菜系指的都是什么？
 / 164
小零食为什么会被称为“点心”？
 / 165
馒头是怎么来的？
 / 166
包子都有哪些种类？
 / 167
烧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 167
我们喝的茶都有哪些其他称谓？
 / 168
我国都有哪些名茶？
 / 168
我们平时喝的酒都有哪些其他称谓？
 / 169
古代为什么用“膏粱”代指精美的食物？
 / 170
古代的糖是什么样的？
 / 171
豆腐是谁发明的？
 / 171
“床”和“榻”之间有什么区别？
 / 171
古代的“几”就是现在的茶几吗？
 /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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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
星宿天象看洪荒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是哪一部？
 / 173
“盖天说”是怎么回事？
 / 173
“浑天说”是怎么回事？
 / 174
什么是“三光”？
 / 176
什么是“三才”？
 / 176
常说“文曲星”转世，“文曲星”指的是什么？
 / 177
“三星高照”中的“三星”指的是什么？
 / 177
“三星在天”中的“三星”指的是什么？
 / 179
“客星”指什么？
 / 179
“北斗”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 180
“白虹贯日”指的是什么样的天象？
 / 180
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有谁？
 / 181
四象和二十八宿指的都是什么？
 / 182
“五星”指的是什么？
 / 183
中国古人对于哈雷彗星的记载有哪些？
 / 183
中国现在最早的观星台是哪一座？
 / 184
最早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哪一条？
 / 184
古代的计时单位有哪些？
 / 185
古代如何用日晷计时？
 / 185
古代的计时器“漏壶”是什么？
 / 186
十二个月份分别有哪些别称？
 / 186
农历一月为什么又被称为正月？
 / 187
农历十二月为什么又被称为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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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7
二十四节气的由来是什么？
 / 188
二十四节气歌是怎么回事？
 / 189
干支纪年说的是什么意思？
 / 189
琴棋书画
余音袅袅文飞扬
书法与法书之间有些什么区别？
 / 190
篆书是怎么回事儿？
 / 191
隶书是怎么回事儿？
 / 192
楷书是怎么回事儿？
 / 192
草书是怎么回事儿？
 / 193
行书是怎么回事儿？
 / 193
飞白书是什么？
 / 193
什么是破体书？
 / 194
什么是蝌蚪书？
 / 195
秦书八体是什么？
 / 195
永字八法是什么？
 / 195
笔墨纸砚在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文房四宝”？
 / 196
宣纸是怎么回事儿？
 / 197
中国古代的绘画为什么被称为“丹青”？
 / 198
戏曲界为什么又被称为梨园行？
 / 198
戏曲中的青衣指的是什么？
 / 199
我国唱青衣的著名戏曲家有谁？
 / 200
京剧中的四功都包括哪些内容？
 / 200
京剧的“五法”指的是哪“五法”？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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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老生的三鼎甲都有谁？
 / 202
“五音四呼”是什么意思？
 / 202
堂会戏是怎么回事儿？
 / 203
折子戏是怎么回事儿？
 / 203
评书中笔法有哪些？
 / 204
传统评书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 204
我国的评书名家都有谁？
 / 205
单口相声是什么意思？
 / 205
群口相声是什么意思？
 / 206
大开门和小开门是怎么回事儿？
 / 206
文化典籍
传承千年继世长
史书为什么又被称为“汗青”？
 / 207
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都有谁？
 / 207
抄本是什么意思？
 / 208
什么是刻本？
 / 208
纪传体是什么意思？
 / 209
什么是类书？
 / 210
“九通”说的是哪几本古书？
 / 211
律诗是怎么回事儿？
 / 211
绝句是怎么回事儿？
 / 212
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型丛书有哪些？
 / 212
什么是经、史、子、集？
 / 214
什么是章回小说？
 / 214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分别是什么？

Page 1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书掌握国学常识>>

 / 215
二十四史分别是哪些史书？
 / 216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什么？
 / 217
永乐大典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 217
《古逸丛书》的内容是什么？
 / 218
中国第一部地方志是什么？
 / 218
中国第一部妇女专史是什么？
 / 218
被称为乐府双壁的作品是什么？
 / 219
成语谚语
溯源寻根含义长
“一字千金”就是说一个字真的值千金吗？
 / 220
“五十步笑百步”说的是什么故事？
 / 220
“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说的是东岳泰山吗？
 / 221
为什么说“狗眼看人低”？
 / 222
“首鼠两端”是从什么历史故事中得来的？
 / 222
谁最先说出“识时务者为俊杰”？
 / 22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怎么来的？
 / 224
历史上哪个人“信口雌黄”？
 / 225
“百闻不如一见”有怎么样的典故？
 / 225
“一窍不通”这句话是谁最先说出来的？
 / 226
“不三不四”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 227
“过河拆桥”是谁最先说出来的？
 / 227
为什么会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法？
 / 228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怎么回事儿？
 / 229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何与墨水有关？
 / 229

Page 2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书掌握国学常识>>

“一锤定音”和什么乐器有关？
 / 230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句话有怎样的由来？
 / 231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自哪个典故？
 / 232
“囊萤映雪”说的是哪两个历史人物的故事？
 / 232
“程门立雪”说的是谁？
 / 233
“树倒猢狲散”这句俗语是怎么来的？
 / 233
“鹿死谁手”的典故出自哪里？
 / 234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话是谁最先说出口的？
 / 234
孔子为什么会说“杀鸡焉用牛刀”？
 / 235
“牛刀小试”是什么意思？
 / 236
“开卷有益”和哪位皇帝有关？
 / 236
“汗牛充栋”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 237
中华医药
望闻问切话岐黄
“悬壶济世”就是古代的公费医疗吗？
 / 238
中医学为什么又被称为“岐黄之术”？
 / 238
中医说的“精气神”是什么意思？
 / 239
中医是如何进行切脉的？
 / 240
切脉真的能判断出是生男孩还是女孩吗？
 / 240
真有“悬丝诊脉”这回事吗？
 / 241
中医是如何从五官中看出病情的？
 / 241
中医看舌头就能看出病来吗？
 / 242
中医所说的“邪不胜正”是什么意思？
 / 243
“上火”就是发炎吗？
 / 243
人体里有多少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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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4
人体有多少个穴位？
 / 245
五脏六腑指的是什么？
 / 245
脉象是怎么回事儿？
 / 246
中医为什么会认为人的脸上就印着五脏六腑？
 / 246
中医认为哪些原因会导致疾病？
 / 247
古代最好的医疗机构是哪里？
 / 247
太医指的就是御医吗？
 / 248
古代医生的水平考试怎么考？
 / 249
中医的病历是怎么写的？
 / 249
中国古代有法医学吗？
 / 250
到底有没有“神医”？
 / 250
药膳是怎么回事儿？
 / 251
中药里的药引子究竟起什么作用？
 / 251
中药有什么副作用吗？
 / 252
中药里的百合是什么？
 / 252
吃中药要讲究时辰吗？
 / 254
武侠小说里“气沉丹田”的“丹田”在哪里？
 / 254
“小周天”是怎么回事儿？
 / 255
“金针度人”指的就是中医里的扎针吗？
 / 255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有科学依据吗？
 / 256
推拿和按摩之间有区别吗？
 / 256
针灸是怎么回事儿？
 / 257
建筑园林
碉楼画栋艺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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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建筑有哪些类型？
 / 258
中国的传统木建筑都有哪些结构形式？
 / 258
我国传统建筑的屋顶都有什么特点？
 / 259
“斗栱”在我国传统建筑中起到什么作用？
 / 260
十三陵的选址和建筑格局都有什么特点？
 / 260
明清紫禁城在建筑布局和风格上有哪些改变？
 / 261
佛教寺院的典型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 262
临清舍利塔有什么建筑特点？
/ 263
著名的舍利塔都有哪些？
 / 264
藏传佛教的建筑都有哪些装饰主题？
 / 264
河北承德的喇嘛教寺院有什么特点？
 / 265
中国古代的城墙是怎样建造的？
 / 266
影壁都有哪些种类及其特点？
 / 266
壁画是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 267
“台榭”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物？
 / 267
亭台楼阁到底有何区别？
 / 268
牌楼的形制和功能都有哪些？
 / 268
著名的牌楼都有哪些？
 / 269
“石阙”都有哪些种类？
 / 269
我国都有哪些著名的石窟？
 / 270
建筑中使用榫卯是在什么时候？
 / 271
“藻井”是怎么回事儿？
 / 271
香山帮的砖雕技法都有哪些特点？
 / 272
我国著名的建筑师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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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3
客家土楼都有什么建筑特点？
 / 273
北京的四合院有什么特点？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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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翰林与文化专制有怎样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不断强化的。
秦代开始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
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与道统（文化
体系）的二元格局。
皇帝根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天下；而士人则依照道统安身立命，传承文明。
由汉至唐，士人的地位虽然有过起伏，但是基本上稳定，中华文化在这种稳定中逐渐走向昌盛。
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就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而其初始目的，就是统治阶级想获得知识精英所提供
的智力支持。
但是此后二者的关系却一直向着法统日兴而道统日损的方向发展。
士人阶层逐步将所有的权力与尊严奉献给了最高统治者，而翰林群体和功名获得者以牺牲自身尊严的
方式换得剥夺其他人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逐层效仿，这样就使社会底层成员几乎丧失了一切尊严
和权力。
君臣关系从汉唐的坐而论道，经过宋代的立而听命，发展到明清的跪而请旨，翰林在强权下不得不低
下高傲的头颅。
辽代的南面官和北面官是什么意思？
大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07年建国后，不断向外扩张，向西吞并甘州回鹘，东灭渤海
国，南占领燕云十六州.迅速成为统一北方的多民族国家。
大辽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建立了两套行政体制。
这就是南北面官制。
大辽的境内包括许多民族，大体可分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人和原属于渤海国的部分人民，以及以渔
猎经济为主的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
为适应不同民族的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
制待汉人”的两套机构。
北面官因为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北而得名。
北面官以契丹固有官制为基础，又称“国制”，多用契丹贵族担任，主管官帐、部族、属国和兵机、
武诠、群牧之政，分朝官、帐官、宫官、部族官、属国官等。
南面官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模拟唐官制而设，又称“汉制”，多用汉人充任，主管汉人州县
、财赋、文诠、军马之政，分为朝官、宫官、京官、方州官、财赋官、边防官等。
南北面官制适应了不同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巩固了大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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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掌握国学常识》编辑推荐：了解厚重精深的传统文化，品赏精彩独特的中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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