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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有着追寻前代文化传统的习俗。
从孟子提倡的“知人论世”到清末“整理国故”的提出，再到现代人“国学热”的不断升温，无一不
在说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渴求。
    国学是一种知识可以讲授，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是一种礼仪可以复制，更是一种文化需要了解和
品味。
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表现，从来不是遥远和僵死的。
几千年来它始终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生活中，默默地连接着古代人和现代人。
    因此，本书遵循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选100个词条，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叙述．每个词条之外，还有
“相关链接”来辅助，让读者在最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中，品读文化的来龙去脉，品味贯穿古今、绵
延不绝的国学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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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一舸、彭著东、孟琢编著的《传统文化拾趣》跨过历史的长河，历经千年的演变，词汇带来的不仅
仅是一种趣味，更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是一种礼仪可以复制，也是一种文化需要了解和品味。
读懂这些词汇，就是在读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基与灵魂让你在最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中，口阴读文
化的来龙去脉，品味那贯穿古今、绵延不绝的国学风情；
《传统文化拾趣》是一本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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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夺魁”的意义 “夺魁”现在也是夺得第一的意思。
它的由来也与考试有关。
“魁”是古代一个星宿的名字，也叫“奎”，指的是北斗七星中组成“斗”的前四颗星。
它们在古代是主文运、文章的星宿。
在东汉就有“奎主文章”的说法。
后世把它拟人化成为一个神，建魁星阁，雕塑神像，祭祀崇拜，将其视为主管文运兴衰的神。
对于重视科举考试的古代社会来说，科举在文运中尤其重要，因此“奎”也就成了科举中主管考试的
神了。
而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中称之为“魁”。
因为这个“魁”和“钟馗”的“馗”同音，都有“首”（即第一）的意思，所以通用。
 明清科举考试，主要考所谓“五经”，每一经都有一堆人考，谁要是考中第一，就是这部经考试里的
“经魁”（第一）。
在乡试（科举初级选拔考试）里，每科的前五名必须分别是其中一经的第一名，即“经魁”，所以也
叫“五经魁”或者“五经魁首”。
划拳里头的“五魁首”就是从这个典故上出的。
 那位魁神长得什么样呢？
或许人们会以为像文昌帝君一般，是一位白面修髯的文士。
但只要到“魁星楼”或者“魁星阁”上一看就明白了。
魁星的造型是一位面目狰狞，青面金身，赤发如火，怒睛圆睁，脑袋上还生出两只角——简直就是一
个鬼的造型。
中国人传统的鬼神一般长得都比较古怪狰狞，看看唐朝的《二十八星宿图》就能知道其大概造型。
 而更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位基于“魁”这个汉字为出发点，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
这位魁星神，右手握着一杆朱笔，表示用它来给人金榜题名，左手端着一只墨斗。
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踏着“鳌”的脑袋，表示“独占鳌头”，左脚后扬起踢，模仿“魁”这个字右下
的那个大弯钩，脚上还有北斗七星。
这就很明显是因“宇”造型（一个鬼和一个斗，还要有魁字的那个造型）的一个例子。
 就这样，这个科举考试中表示夺取第一的神和兽算是合体了，于是创造了“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这
一招式。
直到现在，“一举夺魁”、“独占鳌头”等这类成语俗语仍被人们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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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懂中国:传统文化拾趣》词汇中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流淌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
默默地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透过这一个个鲜活的词汇，我们能窥见的是那传统文化中的无上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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