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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在阅读写作以及交流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文史常识的错误，这种锚误有的只是个别人的粗心
，有的却是一群人的误解。
细想这些错误，大致有几个原因：　　一、以文当史。
　　对于历史，我们很多人并不是通过史书来了解的。
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往那一放，光是书的厚度就吓得许多人没有了翻阅的勇气，更别说语言的乏味了
。
　　文学作品就不一样了。
相对来说，文学作品块头比史学著作小，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比史学作品趣味性强，更能吸引读者
的兴趣，因此很多人更多的是借助历代文学作品来对历史进行了解。
但这就很容易走人一个以文当史的误区。
　　文史不分家，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发展中，文学往往是借着历史来搭台唱戏的。
中国最初的文学与历史是归于一类的，如先秦的《左传》《国语》等，既是史书，又是文学著作；魏
晋时的志怪小说，既是史实，又是文学创作，直到萧统编《文选》，才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
　　史是孕育文的土壤，文是盛开在史上的花，历史的积淀，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源泉。
但历史是客观的，而文学却是人的主观创造，它可以来源于历史，却并没有忠于历史的义务。
因此，文学并不等于历史。
　　然而，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进行文学阅读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到文学花朵的色彩缤纷，而忽略了
历史的真实，将文学的创作当成了历史来信奉。
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凭借其特有的魅力，征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读者在接受这一作品的时候，往往不经意间就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当威了真实，如《三国演义》给后人
的影响。
很多人都知道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那个“三国”，却并不清楚陈寿《三国志》中那个更接近历史
真实的“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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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在阅读写作以及交流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文史常识的错误，这种错误有的是个别人的粗心，有的
却是一群人的误解。
本书从以文当史、主观臆断、知识缺乏三个方面出发，对传统文化常识中一些与史实有出入的人物故
事、有争议的诗词章句进行分析。
为一些使用中易混淆、出错的词汇释义，同时探讨了一些俗语的由来，介绍了古代的部分习俗礼仪，
希望能为读者在以后的学习和运用中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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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谁让老子成仙的　　老子生活在先秦的春秋末期，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过问题，他著有五千字
的《老子》（《道德经》）。
先秦时期的老子只是以一个思想家的面孔出现的，是老庄学派的开创人，同时也是道家学派的始祖。
老庄学派属于道家的流派之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至于“道”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也就是道是不可知的。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萧呵！
寥呵！
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日道”。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
道教刚孕育的时候，也没什么背景，只好在历史堆里给自己找点资本，于是，那高深莫测的道家思想
就被他们给看上了，道教和道家于是就挂上了勾。
也正因为如此，道家与道教常常会被人混淆。
老子是先秦的人物，道家所讲的道学不是宗教，也不主张立教。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源流，被后世的张道陵等人奉为“经书”，并不是“太上老君”为布道而写的
经书。
一般学术界认为，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完成于东汉，因此将东汉时期视作道教的初
创时期。
　　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
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还说老子重视房中术。
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
道教创世说的雏形。
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
道教尊其称为“太上老君”，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
据《史记》载，老子曾为中国周代守藏史，因见周代日衰，退隐西游，不知所终。
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推崇黄帝老子为先王圣哲，与儒家之尧舜周孔相仿。
汉初关于老子的传言不一，司马迁作《史记》已不能确指。
此后因黄老道的渲染，老子日渐神化，东汉楚王英、桓帝都曾仿佛教祭祀老子。
　　延熹八年（165），边韶作《老子铭》说：“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
三光为终始。
”因为有这种社会传言作背景，五斗米道经书《老子想尔注》乃称“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
。
　　南北朝（420～589）时，南方道教崇三洞教主三清天尊，北方道教则崇老子神化之太上老君，在
南朝道教所传七部经教体系中，道德天尊所说洞神部经是《三皇经》，老君所说《道德经》是太玄部
首经。
　　唐太宗时焚禁《三皇经》，以《道德经》代之。
高宗、玄宗又先后为老子加封尊号，推为宗室远祖，并建太清宫专奉老子，仪规同于朝廷，而实为宗
室祖庙，太上老君遂最终确定为太清境洞神教主，即道德天尊。
此后，老子化身故事很多，宋元时道士编《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集成其说。
　　《云笈七签》云，“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
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
夫大道元妙出于自然，生于无生，先于无先，挺于空洞，陶育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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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日无上正真之道，神奇微远不可得名。
故日：吾生于无形之先，起乎太初之前，长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
浮游出虚，出入杳冥。
观混沌之未判，视清浊之未分，步宇宙之旷野，历品物之族群。
夫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自然者也”。
　　历史上真实的老子，其实并没道教传说的这么神，老子也并没有得道升仙，“太上老君”也好，
“道德天尊”也好，一系列的神号，其实都只不过是后人硬塞给他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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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大精深，还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　　知真义， 晓其源，方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为被
曲解的词汇正义　　还原典故本身的色彩　　你会恍然大悟⋯⋯　　打破你固有的认识　　为你带来
全新的文化体验　　第一章 背后的故事——人物史实　　第二章 百家讲坛——章句诗词　　第三章 
焦点访谈——词义辨析　　第四章 乡村发现——俗语传说　　第五章 天下奇观——辞源文体　　第
六章 上下五千年——习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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