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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科园博览》内容涵盖了历史知识；政治常识；军事；天文、气象和历法；地理知识；名胜古
迹；文化、教育；科学与发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民族与风俗；交通运输；邮政、邮电；姓
名字号；植物、动物；生活知识等，是一本科学知识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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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江，1950年7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卢龙县。
大学本科学历。
1969年2月参军入伍，1969年至1986年，从事宣传工作，历任通讯报道员、记者、编辑、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等职务。
曾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台、解放军报等十几家新闻媒体上发表过稿件200余篇。
1986年任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委办公室主任。
 1991年和其他同志合作编写了《历史名城山海关》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989年至1999年先后任中共山海关区委常委、副区长、秦皇岛市海港区副区长等职，分工主管文化、
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政法、农村、城市街道、旅游等工作。
1999年12月任秦皇岛市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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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历史知识“炎黄子孙”的来历“中国”一词的来历和中国的代称“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是谁提出来的何谓“三皇”、“五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世界和中国古代、近代、
现代的历史分期我国历史朝代歌我国主要朝代名称的由来我国历代的都城我国两千年来耕地、粮食与
人口的变化我国历代的人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我国古代的官制我国古代的招聘制我国古代官吏的奖惩
制度我国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我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我国古代的兵役制我国古
代的医事制度我国古代的火葬制度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我国最早的学生运动“连中三元”一词的由来
诸葛亮选拔人才的标准我国历史上的“六君子”我国历史上有七“李杜”我国历史上的两次“罢黜百
家”事件“衙内”一词的来历元朝皇帝没有陵墓吗辛亥革命时使用的旗帜我国末代皇帝何时被赶出紫
禁城“驸马”称呼的由来“省”的由来“乌纱帽”的由来“状元”、“榜眼”、“探花”的由来红军
万里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浅话印玺为什么把慈禧称为“老佛爷”我国“考勤”制度
的由来西安事变中华民族悲惨的日子——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抗战的开始——七七事变二、政治常识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国共
产党成立纪念日——“七一”“八一”建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我国历史上
的第一面国旗各国国旗标记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国历史上
的几首国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是谁“中国共产党”名称是谁先提出来的最早为“毛泽东思想
”下科学定义的是谁我党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和农村支部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开始于哪年我党最早
的党校我党早年的年轻干部我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国际歌》是谁介绍到我国的“革命”一词的来历
人民、公民、国民有何区别建国后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最早的共青团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正式名称始于何时团旗是怎样诞生的团徽是谁设计的第一张团的机关报“青春”一词的由来“时刻
准备着”口号的来历中华巾帼第一位中国第一张女报“干部”称呼的由来“共产主义”名称的由来“
联合国”名称的由来“社会主义”名称的由来“同志”称呼的由来“共产党”名称的由来世界上第一
所党校我党第一位女省委书记我党第一位女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
国开国大典三、军事“三军”的由来我国历代军队的称呼我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央军委最早设
立于何时我军第一所军事院校我军第一个兵工厂汽水的由来我国的八大莱系山珍海味指的是什么罐头
是谁发明的筷子的由来火柴的来历土炕的由来镜子的由来及作用眼镜的古今伞的由来扇子的由来各种
雨具的来历肥皂是怎样发明的钟表的始祖手表里的钻石为什么是单数夫妻恩爱有利于长寿笑有十大好
处如何制怒十七、其他古代年龄的代称古人比今人高吗妇女的一些代称为什么“坤”代表女性“吃醋
”一词的由来模特儿的由来“孺子牛”的来历“八仙”都是谁何谓“社稷”鸣礼炮的由来古人的交友
待客之道贵宾住处为何称“下榻”风筝的由来广告的由来商人的由来剧场的由来用“正”字记数的由
来四的趣辑“敲竹杠”俗语的由来各种“度”的含义各国国庆节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什么是世界语西
欧人的属相印度妇女额上为啥要点红印各国货币的名称一些国家国名的原意“唐人街”的由来日本国
名的由来美国为什么没有外交部经理制的由来世界名城之名的由来“圆桌会议”的由来浅谈“茶馆”
名称时间为什么叫“光阴”世界十大思想家为什么藕断丝连银行的由来“解放军”名称最早出现于何
时第一面“八一”军旗我国最早的军队刊物我军的第一架飞机何谓“三十六计”十八般兵器和十大阵
图我国最古老的军事地图大炮的故乡在中国现存最早的金属火炮最早的地雷最早的手榴弹最早的潜望
镜世界上最原始的子弹头盔的来历“参谋”称谓的由来“火箭”的由来“民兵”称呼的由来“入伍”
一词的由来“辕门”的由来建国后我国授衔的十名元帅和十名大将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军衔等级
坦克的由来我军最早获得军衔的人四、天文、气象和历法“宇宙”和“世界”是两码事天文与气象是
两门不同的科学“天”是什么地有多厚太阳的作用及其他月亮的雅号什么是“北京时间”第一个给风
定级的人风的等级是怎样分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华氏与摄氏的由来公历、回历、佛历农历并非阴
历历书的来历历史上的“十天空白”“公元”、“世纪”的由来“星期”的由来“节气”的起源二十
四节气的由来春、夏、秋、冬四季是怎样划分的我国古代计时法生肖和时辰十二生肖中为何无猫元旦
名称的来历二月份为什么只有二十八天农历各月的别称农历十月曾是岁首历法的来历年、月、日的由
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为什么说“瑞雪兆丰年”星期制的由来一日为何从半夜开始月份的大小是怎样
规定的月亮为什么会有阴影月亮为什么会有圆缺五、地理知识地图创制小史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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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方位的代称我国的面积和东南西北我国的疆界和邻国我国的主要山脉我国的主要河流我国各
省的省名的简称我国部分省或地区的“三宝”台湾名称的由来台湾何时建省香港名称的由来我国城市
之最山的各种称谓“澳门”地名的由来经纬度线的由来世界七大洲名称的含义世界七大洲名称的由来
泰山为什么在群山中最老我国的主要湖泊中国的海和海岸线中华“天池”有几多六、名胜古迹我国佛
教的四大名山我国的“五岳”赤壁究竟在何处我国的六大古都北京是历史名称最多的城市中南海的来
历天安门的由来华表的由来故宫的房间为什么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故宫为何叫“紫禁城”故宫有几
座门圆明园和她的劫难叹为奇观的秦陵兵马俑少林寺的来历武当山我国三大著名古楼我国的四大书院
我国文学名人纪念馆都在哪里我国九大名关古城今名名乡集锦长城到底有多长金字塔的数据近代世界
七大奇迹世界四大著名宫殿我国古塔之最七、文化、教育出版小常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我国图
书的编号图书封底的几行字是什么意思书的“器官”书的比喻册和卷的来历什么是珍本、抄本和孤本
什么叫“经、史、子、集”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二十四史”包括哪些书《四库全书》《辞海》
与《辞源》有什么区别汉字拼音的最早发明者汉字知多少我国有多少种文字标点符号的来历O的来历
“+、一、×、÷”的来历“=”的来历“∨”的来历算盘的来历尺度的演变我国历代尺度变化表“文
章”的由来杜撰、斧正和腹稿轶事、佚文和掌故笔的种种用语毛笔是什么时候有的我国和西方最早的
报纸我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记者的来历“客里空”的由来稿费的来历王充最早提出“知为力”落
榜之后成才七例自学成功的“秘诀”“有眼不识泰山”一语中的“泰山”指的是什么“马虎”一词的
由来座右铭的来历我国古代的大学世界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我国最早的学生守则学位的起源及其他学位
与职称“留学生”一词的由来“？
”的由来“金牌”的由来“幼儿园”的由来什么是最早的计算方法什么是最早的计算工具世界五大图
书馆八、科学与发明“科学”和“技术”有什么不同“科学家”名称的由来第一个被称为科学家的是
谁世界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命名的科学奖自然科学的八大发现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我国古代发明种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何时爆炸的我国第一颗氢弹是何时爆炸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何时上天的
能源的来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煤炭的国家世界第一口油井在中国宋代五大名瓷照相机的由来电视
是谁发明的天安门的设计者金水桥是谁设计的我国古代的五大农书望远镜的由来九、文学、艺术中国
古代文学中的“第一”“三曹”和“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与“古文运动”世界十大文
豪扬州八怪什么叫“演义”什么是“寓言”何谓“传奇”中外最短的小说和最短、最长的书名诗歌何
时称首什么是外一首“黄色”的由来电影是怎样发明的电影何时传人我国我国的第一部电影我国第一
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我国第一个人民电影制片厂什么是蒙太奇我国的电影奖电影插曲与主题歌电视
剧的诞生与发展“导演”一词的由来戏剧与戏曲的区分戏剧的种类与欣赏悲剧和喜剧我国十大古典悲
剧和喜剧“生、旦、净、丑”角色名称的由来戏剧的袍服戏曲的角色戏曲中的脸谱“梨园弟子”的由
来歌曲的类别歌唱演员是怎样分类的舞蹈的起源与发展曲艺艺术相声的由来什么是电视剧什么是神话
？
“外传”的由来“小品”的由来“小说”一词的由来什么叫评书汉字书法的发展如何欣赏书法中国画
的悠久历史及特点年画的由来连环画的由来印章的由来春联的由来孟姜女庙的奇联武侯祠里一名联谜
语的由来谜语的“格”漫谈摄影艺术十、卫生、体育医院处方符号的含义我国第一家医院“大夫”称
呼的由来云南白药的由来最早使用麻醉剂的人世界上最早做人体病理解剖的是中国血压计的由来O型
血万能吗体育的由来奖杯的来历比赛荣誉称号的由来裁判哨的由来奥运会的由来我国第一次举办奥运
会奥委会中的第一个中国委员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运动员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夏季奥运会我国
第一个夺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是谁我国第一个夺得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是谁我国最早的运动会国
际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是谁“世界冠军”何指新中国第一
个世界冠军我国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国第一次在亚运会上获金牌总数第一我国在世界上获得第
一枚田径比赛金牌的运动员各种球类运动的起源少林拳与少林寺武当派武术的由来拔河运动的由来中
国象棋的起源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扑克牌的来历十一、民族与风俗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我国有多少个
民族我国少数民族名称的由来回族与伊斯兰教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定“元旦”为节日的由来各
国元旦习俗春节的由来春节的风俗少数民族的春节风俗爆竹的由来元宵节和元宵二月二是“龙头节”
地球上有过龙吗“清明节”与“寒食节”的由来端午节的由来七夕乞巧中秋节风俗的由来重阳节的由
来为什么把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腊八节的由来除夕我国古代对人的尊称岳父、岳母称呼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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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称呼的由来“太太”称呼的由来“丈夫”称呼的由来“新郎”称呼的由来“男左女右”习俗的
由来“剪彩”的由来“鸳鸯”原是比喻兄弟的“乔迁之喜”的来历握手与碰杯的来历举手礼的由来下
半旗与戴黑纱的由来蜜月旅行的由来“道士”的由来“和尚”的由来“模范”称呼的由来“千金”原
是男儿别称“先生”称呼的由来外国的“中秋节”外国中秋节风俗衣服纽扣为何女左男右十二、交通
运输车的来历与发展铁路名考我国第一条地下铁路列车为啥涂绿色中国铁路路徽的含义火车票为啥要
剪口汽车是怎样发明的我国第一辆自制汽车自行车是怎样发明的我国古代有交通法人行横道线的由来
马路的由来我国机动车牌的代号我国第一条铁路十三、邮政、邮电我国早期的邮政邮政绿色标志的由
来第一只信箱是靴子信件的代称世界第一枚邮票邮票的别称我国第一套邮票我国第一套纪念邮票邮票
齿孔的来历我国邮票的志号邮票的类别明信片的由来我国历次邮资调整通信的由来与发展“鸿雁”称
呼的由来密码的由来传真照片是怎么回事十四、姓名字号姓氏的由来“赵、钱、孙、李”为何居《百
家姓》之首古人的姓名字号古代文人的字号现代一些著名作家的原名笔名杂谈各国人名趣谈称杜甫为
“诗圣”的由来称李白为“诗仙”的由来各国的“三大姓”苏轼自号“东坡”的由来十五、植物、动
物植树节与植树五谷的由来甘薯的来历蔬菜的来源西瓜的由来向日葵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树干为什么都
是圆的老虎的别称老鼠为什么又叫耗子螃蟹为什么横行鸳鸯并不白头偕老骡子为什么不能生育石碑下
的动物唤何名动物的寿命松树、柏树为什么冬天不落叶萤火虫夜间为什么会发光狐和狸不是一种动物
十六、生活知识为什么把物件叫“东西”我国货币单位“元”的由来人民币符号我国古代货币的计量
单位“的确良”的由来话“衣”说“裳”裙子的由来西装的起源帽子的礼节及种类饺子的由来狗不理
包子酒的由来和作用酒有多少种类茅台酒的来历饮茶小史冷饮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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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 我国古代官吏年老退休为“致事”或“致仕”，意思是交还官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即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新的流官致仕制度。
到了汉代，致仕便逐渐形成为一整套人事行政制度。
据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载：一、官吏70，耳目不聪，腿脚不便者，即得致仕；二、告老退
休后，朝廷给其原俸三分之一，以示尊贤。
　　唐宋初期，对退休官吏的经济待遇有很大提高。
唐制规定：凡职事官年 70以上者均应退休，或者“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
退休后，五品以上官（唐代官阶为九品）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王于恩典可得全禄。
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者致仕后，各有永业田供养老。
　　到了明清两代，致仕制度有如下新的变化：一、退休年龄由70岁提前至 60岁，俱令致仕；二、致
仕官俸待遇，明初规定凡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原俸，四品以下各升一等，给诰敕。
清初凡大小官致仕，有世职者，照品给俸；无者年60致仕，给半俸，未至60因疾辞仕者，不给；三、
特殊优礼。
明初官员凡以礼致仕者，与现任同。
　　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 在我国原始社会中，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
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土地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商代，土地归以商王为代表的奴
隶主贵族国家所有。
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一次大的变化。
第二次大变化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在各国的确立，土地制度随之转变为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
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绝大部分的农民只有很少土地，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
我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
全国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把它分给了广
大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从而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我国历史上土
地制度的第三次大变革。
　　我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 赋税制度是和国家一起产生的。
我国奴隶社会的赋税制度怎样，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商代甲骨文中有“工典”（即“贡典”）的记载。
臣属向君主进献的土特产和其他财物叫做“土贡”。
西周时，君主除征收贡物外，还从农民助耕的公田上直接取得农产品。
古文献中称为“助”。
此外，君主为了军事的需要，向臣属征用士卒、牛马、兵车等军需品，叫“军赋”。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
如鲁国实行“初税亩”，就是按亩收税，叫做税亩制。
战国时，七雄并立，赋税制度不一。
秦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赋税制度，并进行了改革，令人民自报占有田亩数目，实行了土地登记。
汉代，农民除向地主交田租外，国家还定有一整套封建赋税徭役制度。
所谓赋，是一种人头税，分为算赋、口赋两种。
15岁到56岁，每年缴纳算赋；7岁到14岁，每年缴纳口赋。
人民从事采矿、打柴、捕鱼、煮盐等活动，还要缴纳租税。
此外，成年男子还须服兵役和徭役。
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均田制的逐步实行，赋税制度又把田税和人头税合并。
演变为以户为征收单位的“户调制 ”。
唐初，“户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向人民分别征派田租、代替力役的赋税和各种乡土所产。
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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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人民流离，户籍不定，租庸调制无法实行。
“安史之乱”后，改行两税法，即分春秋二次征税的田赋制度。
这种税法的实施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大的变革，一直延续了800多年。
到了明代后期，赋税制度又发生一次大变化，万历九年 （1581年）实行了“一条鞭”新税法，“鞭”
就是“编”，也叫“条编法”。
　　其主要特点是简化税制，将徭役逐步并人赋税，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
这是继两税法后我国田赋制度的又一重大改革。
清朝建立后，继续沿用“一条鞭 ”法。
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
鉴于户口繁多，地亩并未加广，下令按各地所报人丁数字，作为丁银的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到公元1729年（雍正七年），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以外，各省都已实行“ 摊丁入亩”，之后
又“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都按田亩征收。
“地丁合一 ”是我国古代封建赋税制度的最后一种形态。
　　我国古代的兵役制 我国的兵役制由来已久。
商、周时曾规定，每个部落成员在战争期间都有当兵打仗的义务。
军队的核心由贵族子弟担任。
基本力量则由平民组成（ 甲士）。
战国时期，我国就实行了应招（经过考核，择优录用）的常备兵制度。
　　秦汉之际便出现全国规模的征兵制，规定不论贵贱，男子20岁就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正式服
役，直到56岁止。
适龄者除每年农闲受训外，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
每次为期一年。
　　三国时，实行了“世兵制”。
“世兵”就是父子世代为兵。
这种兵家户籍不属郡县，而由军户管理。
　　南北朝后期，西魏的宇文泰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
私人武装。
恨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于各种不同的爵位， 唐代又有变化，唐初规定，应征充当府兵的人，平
日务农，表闲训练，出征时，自备兵器、口粮。
唐代中期，府兵制破坏，为了补充兵源，就采取了招募的办法。
招募的军队分为“长从宿卫”和“边防健儿”。
　　宋朝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府兵制，实行了募兵制。
元朝实行部落兵制，各部的15—70岁的男子，须下马牧畜，上马作战，即兵农合一。
明代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战时出征。
清朝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 旗兵制”。
用8种色旗作标志，又称为“八旗军”。
　　我国古代的医事制度 我国的医事制度从周代开始就比较健全了。
　　据《周礼》记载：当时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史、徒若干人。
下分食医（掌管饮食）、疫疾（掌养疾病）、疡医（主治肿疡、溃疡、金疡等病）、兽医等类。
“医师”为众之长，掌握医疗政令，每年年终进行考核，所谓“ 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即每年
增减俸禄都要评比考核。
当时患者经医治后，都要建立医案，死者要有报告交代。
此外还有掌握环境卫生的了职官。
　　秦代医事制度基本同周代相同。
　　汉初设太医令丞，属少府。
后汉时设掌握医事的太医令一人，下辖计员医、药丞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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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
凡官府各部均置官医，考选补用均由太医令主管。
　　隋代时，太医令改属门下省，门下省设尚药局。
唐代基本沿袭隋制。
　　宋代的医事制度比隋唐有所发展。
没有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
太医局以培训医疗方面的人才为主，翰林医官院设大小方脉、眼、产、口腔、肿瘤等科，另设御药院
、尚药局掌管皇家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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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古代的官制是怎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
何谓“三十六计”？
一日为何从半夜开始？
“导演”一词的由来是怎样的？
“男左女右”习俗的由来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过这些问题？
那你找到答案了吗？
要是没有，赶快拿起这本书，它将告诉你更多你所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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