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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40多亿年前有了地球，人类也在地球上生存300多万年了，并且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究竟包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曾经很多学者、研究人员，为了揭开这层层神秘的面纱费尽了心机，然而，很多事情要么无法找到
答案，要么所得出的答案又被新的资料所否定，而真正被解开的秘密是少之又少。
    毕竟，人类的已知是有限的，而未知却是无限的。
已知的是解开了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了；而未知的则是未解的、待解的秘密，便成了未解之谜。
关于这些未解之谜，就是人类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或者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和推理方式，而无法
解释的自然、天文、历史、人文等现象。
    其实，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未解的、待解的秘密世界。
所以说，关于宇宙、关于地球、关于人类自身，还有太多的秘密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这些秘密最终
能否得到开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探索。
    为此，我们特别编写了这套“未解之谜”系列丛书。
包括《中国名人未解之谜》、《世界名人未解之谜》、《中国历史未解之谜》、《世界历史未解之谜
》、《中国文化未解之谜》、《世界文化未解之谜》，全套共六册。
分别详尽地介绍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谜团。
    从地球到宇宙，从自然到历史，从科学到艺术，人类几乎一直在探索和解答种种未知事物中的规律
和变化。
虽然本套丛书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幅幅极具想象力、极具神秘感、极具挑战性的未知世界的情景，但对
于这些谜团，依然有待我们去思考、探索与开解。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可更加顺利地找到相关证据来充分证明
一直困扰着我们人类的历史谜团。
但是，尽管如此，新的发现也必将给我们人类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想要解开人类历史未解之谜还需
要我们更加细心与耐心地迎接挑战。
    徜徉于历史画卷中，我们会发现历史是厚重的，它可以使我们的内心无比充实；历史是隽永的，咀
嚼后会使我们豁然警醒，受益终生；历史也是轻盈的，纳入它的节奏，会使我们的生命脉搏与时代一
起律动。
希望本书可以带你览尽世界几千年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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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的精神实体，是中国历史积淀
的灵魂，它孕育并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鲁瀑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著名史学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之一。
然而，在中国文化漫长而辉煌的进程中，还存在着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给人留下了无数难以解释的
文化奇谜，这些文化嶷案极富传奇与神秘色彩，有的还包含着理解文化进程的关键细节，它们所散发
的神秘魅力，像磁石般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并刺激着人们探究其真相的强烈兴致。
破译和解析这种种文化谜题，不仅能滋养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智慧，传承和普及中国文化的精华
和有关知识，而且还可以获得愉悦的精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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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那么，“万岁”一词究竟在什么时候归帝王专用的呢？
史学界意见并不一致。
当代学者王春瑜写过一篇《万岁考》，认为，至少在商代，没有“万岁”之说，商代保存的大量甲骨
文字，皆无“万岁”，亦无“万岁无疆”的记载。
而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屡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并亦有“万岁”的记载。
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
有人则不同意王春瑜的看法，认为，汉高祖刘邦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
这时的“万岁”，与战国时作为一般欢呼语的“万岁”不同，是与一整套朝廷礼仪连在一起的。
刘邦在得天下、登上皇帝宝座后，仍时常露出草莽英雄本色。
名臣叔孙通认为，没有礼制就不利于维持天子的尊严，于是制定一套御用礼仪，使“自诸侯王以下莫
不振恐肃敬”，也使刘邦感到“吾乃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
后来这套礼仪为后世礼制不断补充、修订，越来越完善。
因此，“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应是从刘邦开始的。
清人赵翼也持“刘邦”说，他认为，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
皇帝一人。
但同样也有人不认可这种说法，以为，“万岁”一词虽然汉武帝用过，但并非皇帝专用，只是到了宋
朝以后，皇帝的专用性才逐步加强。
因为汉朝时，除了皇帝以外使用“万岁”一词的人，还是有的。
比如汉朝礼仪规定，对皇太子亦可称“万岁”。
当时皇族中还有以“万岁”为名的，汉和帝的弟弟就叫“刘万岁”。
还有，从汉代到唐代，对臣子称“万岁”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
不仅在汉代，“万岁”没有真正成为皇帝的专有私物，就是在隋朝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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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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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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