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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浪潮，积淀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而且博大精深的悠悠文明；纵横两万里的神州
大地，聚集了炎黄子孙卓绝超群而又叹为观止的灼灼智慧。
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丰富多彩，无论文学、历史、经济，都曾经名冠世界、独领风骚。
回望历史，那是一部令龙的传人为之骄傲的国学经典。
　　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到现在的“国学热”，体现的都是作为华夏民族的后裔对于传统
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对国学的重温和挖掘，正是炎黄子孙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可谓意
义深远。
那么，“国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广义上而言，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
、音乐、术数、医学、星相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传承中国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
重要作用。
国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文化之桥和心灵之桥。
纵贯中华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国学知识应为每位国人所熟知，然而泱泱国学汗牛充栋，即使穷尽毕生
之力，也难通万一。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轻松地学习国学，我们特地编写了这本《每天学点国学常识》，以清晰的
条理、简洁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传统国学知识，融知识性、趣味性、全面性于一体。
阅读此书，可以使您在国学文化广袤的海洋中尽情畅游，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领悟国学的精髓，掌握
传统文化的脉搏，成为拥有中国优秀传统底蕴的文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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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贯中华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国学知识应为每位国人所熟知，然而泱泱国学汗牛充栋，即使穷尽毕生
之力，也难通万一。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轻松地学习国学，我们特地编写了这本《每天学点国学常识》，以清晰的
条理、简洁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传统国学知识，融知识性、趣味性、全面性于一体。
阅读此书，可以使您在国学广袤的海洋中尽情畅游，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领悟国学的精髓，掌握传统
文化的脉搏，成为拥有中国优秀传统底蕴的文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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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麻天祥： 
    历史学、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
院中心主任、基督宗教和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已出版学术专著《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
《中国宗教哲学史》、《汤用彤评传》、《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佛学与人生》、《反观人生的
玄览之路》、主编大型历史资料《民国学案》等29种46册。
2007年，修订本大陆简体版《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2009年，《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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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文化·教育常识  中国为何被称为“华夏”  汉字的发展历史  周朝
的主流文字——金文  何谓大篆、小篆  帛书和简牍——古代特殊材料的书  隶书是谁发明的  “草率”
到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草书  宋体字不为人知的故事  唯一“活”着的古文字  文房四宝  收录汉字最多的
古代字典——《康熙字典》  “六书”不是书  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何为道  
纪律严明的墨家思想  法家思想：因法制而扬名  神奇的阴阳学说  五行：金木水火土可以左右的世界  
天人合  魏晋玄学  宋明理学  古代神话  先秦散文  汉赋  南北朝民歌  唐诗  宋词  志怪小说  什么是“唐传
奇”  何为“话本”  章回体小说  元曲  明清小说  乐府双璧  图书的由来  珍本、抄本、孤本  书的几种版
本  古人写作的体例  史书的种类  蓝本  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  初唐四杰  唐宋八大家  元曲四大家  “红学
”的由来  太学——古代最高的教育机构  科举制度  科举四宴  连中三元  状元、榜眼、探花  古代有多
少状元  古代教师的称谓  学生为何称“桃李”  古代的“博士”、“硕士”、“学士”  图书馆的由来  
官学  贡院的由来  国子监  古代的专科学校  私塾  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  六艺  律学  算学
 画学  音乐学校  贵族学校  杏坛讲学  清代七大藏书阁  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第二章：华夏大地上的民族
风情——民族·地理常识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中
华民族的族徽“龙”的诞生  “中国”一词的由来  中国的别称  “支那”的原意  历史上四次民族大融
合  汉族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族名的由来  雪域高原上的民族——藏族  今天的苗族是如何
形成的  瑶族的民族流变  佤族的发展历史  布朗族的“汉化”过程  土著民族的进化——土家族的发展
历史  高山族的变迁和发展  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  朝鲜族的民族历史  地图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
古代行政区划  百越  河东  山东  东北  关中、关西、关东  江东  三秦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  傣族的
泼水节  白族三月街  那达慕大会——蒙古族的民族盛会  坟墓周围种柏树的由来  求签  大门前为何用狮
子把门第十一章：丰富多彩的魅力中国——传统艺术  丰富的剧种  南戏  川剧变脸  评剧  五音  六代乐
舞  大曲  八音  楚声  古琴  《高山流水》  《广陵散》  《胡笳十八拍》  《梅花三弄》  《春江花月夜》  
《霓裳羽衣曲》  木偶  皮影戏  双簧  楷书之祖——颜筋柳骨  丹青  中国画  中国画的基本画种  写意与工
笔  仕女画  顾恺之  阎立本  吴带当风  《历代名画记》  《清明上河图》  风流才子唐伯虎  郑板桥  新安
画派  扬州八怪  版画  指画  年画  连环画  瓷器  青花瓷  宋代五大名窑  陶都宜兴  景泰蓝  青田石雕  木雕  
象牙雕刻  ‘云锦  四大名绣  剪纸  泥人张  鼻烟壶第十二章：中华五千年的智慧之光——医药·科技常
识  中医  古代的医院  太医院  “悬壶济世”一词的由来  医生为何被称为“杏林”  青囊是什么意思  坐
堂医  医生为何称“大夫”、“郎中”  中国古代的女医生  中医四诊法——望、闻、问、切  悬丝诊脉
真的可以看病吗。
  中医里的五行  针灸  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  中药  中药之乡  神仙草药——刘寄奴  “车前草
”之名的由来  五禽戏  八段锦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药王孙思邈  医圣张仲景  神医扁鹊  外科鼻
祖——华佗  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第一部临床医学
专著——《伤寒杂病论》第一部脉象诊断学著作——《脉经》第一部药典——《唐本草》  最早的外
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  最早的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最早的临床百科——《千
金方》  药物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藏医秘笈——《
四部医典》  “科学技术”一词的由来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  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
书——《天工开物》  古代最早的数学文献——《尸子》  《周髀算经》——古代数学教科书  勾股定理
的发现  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  祖冲之与圆周率  几何  算盘的产生  伟大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  《农政全书》  农学专著——《齐民要术》  养蚕种桑  脚踏纺车  木工祖师——鲁班  水车  水
磨  古代的播种机  指南针的起源  火药的产生  蔡伦造纸  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  地动仪  漆器  制盐  制糖  
灌钢  炒钢  造船  温室的起源第一次火箭载人飞行尝试第十三章：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  华夏第一
都——偃师二里头  深藏三千年的古代文明——殷墟  周口店遗址  半坡遗址  三星村遗址  蓝田人遗址  
元谋人遗址  世界农业文明的曙光——上山遗址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  齐国故城寻梦——山东临淄齐国故
城  中国最早的古城——城头山  沙漠中的绿洲古国——楼兰古城  西安城下长安城——隋唐京城  仰韶
文化  龙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  河姆渡文化  红山文化  流光溢彩的西部彩陶——马家窑文化  世界上发现
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  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马踏飞燕  双壶劳燕分飞——莲鹤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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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壶  金缕玉衣  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  秦简  还原早期儒家历史的本来面目——郭店楚简  陶文 
甲骨文  石鼓文  镶嵌在岩石上的文明——中国岩画探秘  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  金银世
界的奇观——西安何家村发现的金银器窖藏  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古刹深藏佛世界——法门
寺地宫的瑰宝  沉睡800年的神秘古船——南海一号  雪域高原上的神秘王国——西藏古格王国遗址  沙
掩奇葩——尼雅遗址  易水河畔的远古村落——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  良渚遗址  揭开江南青铜王国
的神秘面纱——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千呼万唤始出来——辽宁朝阳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独一
无二的藏经方式——雷峰塔遗址  陈庄村西周遗址  江西高安市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  音乐史上
的旷世奇观——曾侯乙墓的发掘与编钟的出土  长江流域的古代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  二
千年古尸话春秋——长沙马王堆汉墓  盛唐的风范——乾陵及其陪葬墓  探秘古越文化——鸿山越国贵
族墓  曹魏高陵——揭开七十二疑冢之谜  五岳  六大古都  十大历史名关  综合性古代地理书——《水经
注》  地理日记——《徐霞客游记》  “天府之国”的由来  五湖四海  “香港”因何得名  “澳门”名称
的由来  “台湾”名称的由来  省的来历  中国部分省名称由来  中国部分城市名由来  城市雅号  中原的
两处“卧龙岗”  六个“杏花村”  楚河汉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由来第三章：传统文化的永恒
魅力——国学经典常识  《论语》——汇集儒家思想之精华  《孟子》——兼具高超的思想价值和文学
价值  《大学》——古代教育理论的扛鼎之作  《中庸》——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诗经》——最早的
诗歌总集  《楚辞》——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周易》——中华文化之根  《尚书》——最古老的散文
总集  《礼记》——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春秋》——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吕氏春秋》——备天地万
物古今之事  《道德经》——万经之王  《庄子》——充满浪漫色彩的道家经典  《左传》——先秦史学
的最高成就  《史记》——史学的第一个高峰  《汉书》——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资治通鉴》——第一
部编年体通史  《战国策》——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鬼谷子》——史上奇才的治人兵法  《三国
志》——纪传体史学名著  《千家诗》——通俗易懂的名家诗篇  《乐府诗集》——最完备的乐府歌辞  
《文心雕龙》——文学写作理论巨著  《山海经》——古代的怪书  《世说新语》——名士的教科书  《
梦溪笔谈》——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菜根谭》——古人处事智慧的经典之作  《三国演义》——第
一部长篇章回小说  《水浒传》——第一部白话章回小说  《西游记》——《世经典神话小说  《红楼梦
》——中国小说史上不可超越的顶峰  《牡丹亭》——浪漫主义的戏曲杰作  《聊斋志异》——鬼狐有
性格，笑骂成文章  《儒林外史》——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古文观止》——最具影响力的古文选本  
“三百千”——蒙学必读物  十三经包括哪些书  二十四史  三言二拍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  中国十大古典
喜剧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第四章：探寻宇宙和时光的奥秘——天文·历法常识  天圆地方的概念是怎么
来的  浑天是什么意思  星宿是星星吗  古代神奇的占星术  三垣指什么  四象指什么  五纬指什么  黄道  十
二次  分野  中国最早的月食记录  中国最早的日食记录  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  北极星是固定的吗  流星
雨的最早记载  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流火是什么意思  日晷  圭表  浑仪的作用  天体仪  中国现存最早的
观星台  我国最早的天文台  《甘石星经》——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中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
》  《大衍历》  《时宪历》——中西结合的历法  三正是什么意思  农历的一月为什么叫“正月”  “腊
月”一词的由来  朔、望、晦  三伏  三九  九九是哪些天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名称含义  古代的计时
工具——刻漏  五更  更鼓楼  《大明历》  《授时历》——忽必烈赐名的历法  日历的由来  “老皇历”
的由来  阴历与阳历  天干地支  帝王年号纪年  年号干支兼用纪年  黄帝纪年  太岁纪年法  十二个时辰的
名称  弹指一挥间究竟是多长时间  一刹那有多久第五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政治常识  大
禹治水  武王伐纣  成康之治——周朝的盛世  国人暴动——周朝走向衰微  共和行政  烽火戏诸侯  春秋
五霸  三家分晋  围魏救赵  长平之战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战国四公子  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  陈胜
、吴广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巨鹿之战  鸿门宴——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场饭局  白
马之盟  七国之乱  张骞出使西域  漠北之战  昭君出塞  官渡之战  三顾茅庐  赤壁之战  淝水之战  昏庸刘
禅乐不思蜀  八王之乱  五胡十六国  玄武门之变  盛世大唐，贞观之治  文成公主人藏  开元盛世  安史之
乱  藩镇割据  牛李党争  五代十国  陈桥兵变  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靖康之变  岳飞抗金  戚继光抗倭  郑
成功收复台湾  三藩之乱  康乾盛世  文字狱  垂帘听政的历史  虎门销烟  火烧圆明园  辛酉政变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辛亥革命  袁世凯称帝  五四运动第六章：朝廷那些事儿——
王朝·皇族常识  三皇五帝是指哪些人  中国各朝代名称的由来  夏朝的建立与衰亡  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
二世是如何登上皇位的  立子杀母是怎么回事  汉武大帝刘彻  三国魏晋时期的后妃制  魏孝文帝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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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晋武帝为何传位给傻太子  杨广杀父之谜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赵匡胤传位之谜  画家皇帝——宋徽
宗赵估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明成祖迁都北京  木匠皇帝——朱由校  悲情皇帝——崇祯  故宫为何又叫“
紫禁城”  清朝的建立  孝庄皇太后下嫁之谜  顺治帝出家之谜  康熙遗诏之谜  雍正帝暴卒之谜  为什么
称慈禧为“老佛爷”  “陛下”一词的由来  君王的几种不同称呼  为什么皇帝的坟墓叫做“陵”  皇帝
真的有七十二妃吗  “九五之尊”一词的来由  皇袍上面为何有九条龙  中国皇帝之最  细数历史上的儿
皇帝  皇帝的专用词语  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日”是谁发明的  庙号  谥号  年号  改元  为什么皇帝的
老婆称为“后”  皇后的别称  “公主”一词是怎么来的  公主的丈夫为何叫“驸马”第七章：古代的“
规矩绳墨”——官制·法律常识  宰相——古代最高行政长官  九卿  六部  侍郎  史官  翰林  九品中正制  
士族制度  军机处  军机大臣  御史  枢密院  参军  司徒  大理寺  尹  司空  节度使  九门提督  宗人府  官职的
任免升降  客卿制度  地方官制  古代秘书的官制  法的来源  《唐六典》——我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大明律》  《汉婚律》——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典  古代的司法机关  礼与刑  重法地  朝审  秋审  古代的
诉讼制度  为何要在午时三刻行刑  捕快  锦衣卫  令人毛骨悚然的东厂  古代的监狱  古代的刑讯逼供  五
听是指什么  秋后处决  竹刑  干名犯义是什么罪  九族是哪九族  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  五刑  凌迟  枭首  
刺配  立枷  铁券  明镜高悬  十恶不赦包括哪十恶第八章：治人之道，行事之法——礼仪·宗法常识  吉
礼  嘉礼  宾礼——古人待客规矩多  古代的礼器有哪些  封禅  祭天  祭地  宗庙之祭  初生礼  三朝礼  满月
礼  百日礼  冠礼  笄礼  古代的婚聘六礼  回门  古代的丧葬礼仪  烧七  古代的丧服制度  居丧的制度  九拜 
揖  请安  姓与氏  名与字  古人的号  古人的谦称  古人的尊称  不同年龄的称谓  古代命名的忌讳  关于方
位的礼仪  “上北下南”习俗的由来  “男左女右”习俗的由来  家谱的起源与价值  古代的姬妾制度  古
代的贞操观  “七出”的含义  什么是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指什么  古代家训渊源  孔门三戒  孝悌第九章
：守卫国土的“武装力量”——军事·兵器常识  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武经七书》——第一部军事教
科书  《三十六计》  元帅  将军  校尉  古代的兵役制度  古代士兵为何黥面  步兵的由来  秦国的军功爵  
十八般武艺  弓箭  剑——百兵之君  击鼓鸣金  号角  辕门  火药在古代军事上的运用  火炮  地雷的发明与
使用  最早的手榴弹  虎符——古代的兵符  古代军队的称呼  古代怎样传军机  何时使用“口令”  沙盘
——古代的战地模型  露布——古代军用文书  军旗  烽火台——古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古时的“娘
子军”  三军  马奇兵  马镫  古代的海军  八旗子弟  新军  最早的军事院校第十章：古老国度的特色文化
——宗教·风俗常识  本土宗教——道教  五斗米道  全真教  武当派  道观  道教四大名山  佛教何时传人
中国  白莲教  禅宗  梁武帝尚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  中国式佛像的由来  观音菩萨  六祖慧能  《六祖坛经》
 玄奘西天取经  鉴真东渡  济公其人  达赖和班禅  和尚为什么要吃素  何谓“八戒”  戒疤  尼姑庵  佛教
四大名山  中华母亲神——妈祖  清真教——回民的宗教信仰  舞狮  舞龙  新娘蒙红盖头的由来  少数民
族的婚俗  过春节  贴春联——过年必不可少的习俗  过年为何贴“福”字  “福”字为何倒着贴  拜年  
财神信仰  放鞭炮的由来  少数民族怎样过春节  元宵节闹花灯  二月二，龙抬头  悲喜清明  端午节的习
俗  七夕乞巧  中秋祭月  重阳登高  腊八喝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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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用如此广泛的宋体字到底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答案。
宋体字是由秦桧创造的。
提起秦桧，人们自然想到一个奴颜婢膝、残害忠良的奸臣。
但是，秦桧却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尤其在书法上很有造诣。
他综合前人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
按一般的习惯，应该叫“秦体字”才对。
可是由于他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人们痛恨他，虽然应用
他创立的字体，却把字体命名为“宋体字”。
在信息和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人在使用几千年前人类使用的古文字呢？
有。
我国的纳西族先民模仿人、兽、花、鸟和山川河流等形状创造的象形文字至今仍有人在使用，因而被
公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文字。
这种文字创始于何时至今无定论。
纳西象形文字的成批产生，是在唐宋时期。
汉文化传人纳西族地区后，汉文字成为纳西族日常应用的文字。
但长期以来，纳西象形文字由被称为“东巴”的纳西族巫师掌握并使用着，变化极少。
东巴主持各种祭祀仪式时，都要吟诵用纳西象形文字记录的东巴经。
这使得纳西象形文字没有如中国的甲骨文、埃及的古象形文、古巴比伦的契形文字等古文字一样，淹
没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
纳西族地区至今保留着约1.4 万卷东巴经，翻开古老的东巴经，土黄色书写纸上的象形文字生动可鉴。
这些文字均是用一头削尖的细竹子蘸墨或带有色彩的矿物粉末写成的。
纳西语称纳西象形文字为“司究司鲁”，意为“留在石片木片上的记号”或“见木画木，见石画石”
。
不过，现在刻于木、石之上的纳西象形文字早已不复使用。
迄今收集的纳西象形文字单字有2000多个，因兼有表音、表意和假借的成分，使人感到看东巴经书犹
如看“天书”。
这种文字被视为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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