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常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99%的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常识>>

13位ISBN编号：9787510428906

10位ISBN编号：7510428904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章学城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常识>>

前言

也许你是一名保险推销员，络绎不绝的客户让你应接不暇；也许你是一名律师，千奇百怪的官司让你
头疼不已；也许你是一名记者，每时每刻的报道让你分身乏术；也许你是上市公司的高管，东奔西走
让你身心疲惫⋯⋯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中，你有一个让自己无奈的头衔——大忙人
。
    作为大忙人的你，是否经常感到自己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呢？
当《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队打着“蜀”字大旗与魏军对垒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不妥呢？
当《汉武大帝》中频繁出现“贵妃”这个词的时候，你是否会有疑问呢？
当《康熙王朝》中佟妃称董鄂妃为“汉女”的时候，你是否听出了漏洞？
当《神探狄仁杰》中契丹人与唐军在“贺兰山”鏖战的时候，你是否看出了错误呢？
说千道万，不怪导演犯错，都是历史常识没有普及惹的祸。
    二十几岁，简单的历史常识要懂一些，如果不懂，可能会无法在师长、领导面前侃侃而谈；三十几
岁，一般的历史常识要懂一些，如果不懂，可能无法在客户、同僚面前从容应答；四十几岁，复杂的
历史常识要懂一些，如果不懂，可能无法在下属、子女面前授之以理；五十几岁，深奥的历史常识要
懂一些，如果不懂，可能无法在老友、旧识面前畅谈古今。
历史常识——一个平时被大家所忽略的东西，真到用时，“大忙人”们方恨少矣。
    曾记否，某些偶像派明星在回答历史常识的提问时，答案让人啼笑皆非，那不仅仅是娱乐大众，也
是偶像们文化素养的体现。
曾记否，有些著名企业家在做客专访时，对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一无所知，那不仅仅是个人学识的漏洞
，也是某些企业家内涵的真实写照。
曾记否，有些政府官员在发表演讲时，字里行间不时犯一些低级的历史常识错误，那不仅仅是官员历
史水平的体现，也是某些公务人员知识文化的现状。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让人尴尬的局面呢？
现在开始，补一点历史常识吧！
    历史常识中最贴近生活的无非是“饮食起居”，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你了解其中多少历史呢？
饮料、食品，古来有之，中国更是美食大国，千百年来积淀下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一部无限耐读的书
，其中小到米饭、馒头，大到满汉全席，无所不包，无所不纳。
就以日常生活为例，早晨起来时常为人们所食用的油条，究竟所源何处？
大街小巷上可以买到的臭豆腐又是何人所为？
中秋佳节赏月时手中的月饼有何典故？
这些食品背后的故事，还要你自己从书中寻找。
    居者，房屋、城市也。
天天行走在马路之上，居住在高楼之中，你可知道你现在所居的城市在三百年前是什么样的？
你可知道秦朝的人是怎么绿化城市的？
你可知道唐朝的人是如何排泄污水的？
这些历史常识看似无用，可真到需要你脱口而出时，你才不知所措，是否晚矣？
    现代人非常注重健康，讲究养生，医疗条件也发达了，理论上现代人的寿命延长至古代人的两倍左
右。
在古代，人们难道就不锻炼身体了吗？
古人生了病怎么办，难道是空坐等死吗？
当然不是。
足球源于中国，马球源于中国，这些体育运动的背后，有着我国先民精彩纷呈的故事。
五禽戏、捉迷藏皆自古有之，可见古人并不迂腐，反而经常掀起保健、娱乐热潮。
反观当代伪科学、假养生的出现，让我们这些自诩现代文明的人情何以堪？
    汉字流传数千年，生生不息，一般人固然都会书写，可是问其典故缘由，又有几个人能对答如流？
仓颉造字虽然造福万民，可是自己却因过度劳累而死；李斯统一秦朝文字虽然功在千秋，可是自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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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谗言而不得善终；宋朝秦桧虽然创造了至今仍广泛应用的宋体宇，可是秦桧本人却不失为一个很“
成功”的反面人物。
这些人与字的故事，展现给你的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一种古典人文的魅力，自诩受过高等教育
的“读书人”如果不知道这些典故，岂不贻笑大方？
    民生民计是我们时常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这个话题每时每刻都在围绕着我们。
所谓民生民计，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可是古代经济也有其独到之处。
从铜钱到纸币的转化，从下品职业到豪门大家的转身，这些变化浸透了古人的血与泪。
万里长城，起于砖土，没有古代经济的发展，何来现代经济的腾飞？
所以说，了解古代经济的发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经济的内涵。
若是让你穿越回古代，你可否知道铜钱如何花销？
可否知道货物怎么交易？
可否知道银两存于何处？
如若能有所了解，岂不是一件妙事？
    相信很多人对古代军事非常感兴趣，也许不少人是冷兵器收藏者，那么古代军事中有哪些事件能让
你为之赞叹呢？
人类缘何而战？
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战争是哪场战役？
又是谁撰写了让老外都大加追捧的兵家圣典？
也许你对这些都略知一二，可是深究起来，其中的细节则不一定清楚明了。
在你印象中，吕布、项羽、岳飞是否就是古代最勇猛的将军了呢？
历史上那些“非主流”猛将你又知道多少？
冉闵独闯14万大军而取上将首级可是吕布所能比拟？
刘艇战甲全重600多斤而在战场上横冲直撞，试问项羽一定比他力气更大吗？
典韦连战吕布、张辽、高顺三将，三国之中，恐怕无入出其右，若不是典君陨落得太早，恐怕也无关
张赵马黄之威名了吧。
如果你是一个古代军事迷，这其中的历史常识你就不得不了解一下了。
    很多人对古代的典章制度一知半解，我们仅凭这一知半解，也能在电视剧或者电影中找出很多历史
错误。
从古代官场到宫廷规矩，从政治游戏到后宫争宠，这其中的门道可谓多不胜数。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当官的丢了官印就是死罪，可是古人偏偏不着急，这究竟是为何？
我们总认为作为朝廷京官日子一定过得很舒坦，哪里有人知道，京官都想外调，只因为一纸筹集经费
的官文。
总之，话里话外话官场，有理有据有制度，古代的典章制度纷繁复杂，真可称得上蔚为大观了。
    历史留给我们无数宝藏，只是平时工作太忙，无暇开采，本书为你画出了一幅清晰的藏宝图，让你
在百忙之中轻松找到那些尘封已久的珍宝。
无论是丰富个人学识，还是应付业务需要，这都是一个补充历史常识的绝佳机会。
    闲话莫说，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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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门别类撰写了古人的衣食住行游戏和娱乐，让你了解历史细节，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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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以食为天——古色古香的玉盘珍肴
  1.从伏羲和烧烤说起（古代的BBQ）
  2.“吃豆腐”趣话（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3.番茄的滋味（古代从异国传入的“异”味）
  4.皇帝如何请客吃饭？
（古代国宴的排场）
  5.为什么长寿的偏偏是“面”？
（长寿面的由来）
  6.哥吃的不是月饼是文化！
（小月饼上的大文化）
  7.菜上有山水，盘里有诗歌（古代诗歌里的名菜）
  8.呼儿将出换美酒（杯中的历史沉淀）
  9.油锅里炸的是“谁”？
（油条的来历）
  10.美女私房菜（中国古代六大美女厨神）
  11.“臭名远扬”的美食（王致和臭豆腐传奇）
第二章  回味无穷——丝丝入扣的嗅觉盛宴
  1.“逗一逗”你的味觉（佐饭还是吃豆豉）
  2.“吃醋姐”和“吃醋哥”的传说（古代“醋坛子”那些事儿）
  3.辣椒是如何“转正”的？
（“舶来品”辣椒的“调味大师”之路）
  4.馋死活神仙的佳酿（中国古代十大贡酒）
  5.清新口气各自有招（古代的“口香糖”）
  6.味道的“味道”（古代五种味道的性格地图）
  7.古代的小朋友都吃什么糖？
（“甜”的历史）
  8.香料与美酒的华尔兹（香酒的前世今生）
  9.厨神手中的“绝世灵宝”（古代香料的烹饪应用）
  10.当茗茶爱上香料（加点“料”，让茶更有味）
第三章  闻鸡起舞——生生不息的体育健身
  1.“五禽戏”和全民健身运动（古代的“广播体操”）
  2.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角抵”（古代的“自由摔跤”）
  3.唐明皇和杨贵妃玩“躲猫猫”（古代的“捉迷藏”）
  4.“懒人”健身法（古代的“冥想”健身）
  5.3000年前的“足浴房”（古代的“足疗”）
  6.以柔克刚，天下无双（健身者必修的武术——太极拳）
  7.做爱做的事（古代健身“房中术”）
  8.露出“马脚”的皇家“足球”（上）（古代的马球竞技）
  9.露出“马脚”的皇家“足球”（下）（古代的马球竞技）
  10.“揪心”的中国男足老祖宗（古代足球的起源）
  11.唐宋年间“疯狂”的足球（唐宋两代足球发展史）
  12.足球也会玩堕落（古代足球的下坡路）
第四章  众志成“城”——斗转星移的城市变迁
  1.城是城，市是市，城市是城市（古代的“城市”概念）
  2.古代城市里的“阴暗面”：黑社会、赌博、卖淫（古代的“罪恶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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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方爱采阳，南方喜通透（古代城市的南北差异）
  4.“风生水起”话古城（古代城市的“风水”）
  5.此乃古城非古都（洛阳古城的真实面貌）
  6.多姿多彩的城隍庙会（古代城市的民间“购物天堂”）
第五章  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仁心仁术
  1．以“鸟”之名的医学鼻祖(神医扁鹊的“医术人生”)
  2．从“江湖郎中”到“太常医师”(古代医生称谓的转变)
  3．中医和“蝴蝶效应”(“洋气的”中医治病理论)
  4．字字珠玑的(《黄帝内经》(古代医学著作领域的“扛把子”)
  5．“3D版”全方位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古代药学的集大成者)
  6．张仲景和《伤寒论))(一本让感冒发烧变成“小儿科”的书)
  7．药王孙思邀的贴身“百宝袋”(“抓药”的来历)
  8．策划“广告文案”的“卖嘴郎中”(有趣的古代医药“广告”)
  9．貌似“酷刑”的救人手段(古代针灸疗法)
  10．《史记》中摘录的25份“病历”是谁写的？
(古代最早的“病历”)
  11．宋朝“验尸官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宋慈的《洗冤录》和古代“解剖学”)
  12．不爱红装爱“医”装(古代著名“女大夫”)
  13．“太医署”的“师资力量”：师生三百人，有博士有助教(古代的“医药学校”)
  14．“流行歌曲”也能治病？
(古代的“音乐疗法”)
  15．《山海经》里话医药(《山海经》与医学的渊源)
  16．古人健康的守护圣兽(我国古代的四灵神兽)
第六章  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军事战争
  1．一旦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得越
  过边境(人类为何而战？
)
  2．一堆馒头引发的血案(古代最早的战争记录)
  3．打出“炎黄子孙”的那一战(远古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
  4．谁撰写了兵法界的“九阳神功”(《孙子兵法》的作者)
  5．“军欲善其战，必先利其器”(上)(古代冷兵器进化史)
  6．“军欲善其战，必先利其器”(下)(古代冷兵器进化史)
  7．当“单挑”成为一种习惯(单挑：古代战争的前戏)
  8．那位以一当百的superman(上)(古代攻击力指数超高的猛将)
  9．那位以一当百的superman(下)(古代攻击力指数超高的猛将)
  10．史上最励志的军官(屡败屡战的英雄)
第七章  博大精深——字正腔圆的语言文字
  1．仓颉造字是为了避免“过劳死”？
(关于汉字起源的N个传说)
  2．一片甲骨惊世界(算命算出来的甲骨文)，
  3．钟鸣鼎食之家(铸在“名牌钟表”上的钟鼎文)
  4．秦始皇推广“普通字”(“书同文”里“书”的究竟是什么“文”？
)
  5．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隶变”造就的汉字新起点)
  6．“永久牌”中华笔(毛笔的成长史)
  7．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古代字典“升级”记)
  8．汉朝“海归派”从梵文中得到了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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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拼音的滥觞)
  9．活字印刷：“若印十本、千本则极为神速”(古代的“码洋时代”)
  10．小白领钟爱的宋体字是秦桧发明的么？
(关于宋体字的“真实的谎言”)
第八章  “钱"车之鉴——继往开来的经济生活
  1．“货币战争”古代版(古代经济对社会的影响)
  2．不是政府犯的错，都是盐商惹的祸(古代盐商的荣辱兴衰)
  3．为何有钱人都“挨千刀”？
(古代刀币的发展)
  4．惊爆：布料也能当钱花？
(唐朝的“钱帛兼行”制度)
  5．古人身上的“铜臭味”从何而来？
(宋代“铜钱之变”的始末)
  6．明朝钞票那些事(明清货币与货币经济)
  7．哥打的不是仗，是银子(古代战争与后勤)
  8．流产的唐代“房产税”(古代“房地产”)
第九章  卷帙浩繁——蔚为大观的典章制度
  1．古代“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分蛋糕”？
(古代的封爵制度)
  2．科举：“知识分子”的登龙术(古代的“高考”)
  3．穿什么就是什么(漫谈古代官服制度)
  4．古代公务员有“黄金周”吗？
(官员的作息节假日)
  5．小心我告你“非礼”！
(古代的礼仪制度)
  6．古代“小三儿”的地位(古代的姬妾制度)
  7．汉朝的一次“越级上访”事件(古代的“上访制度”)
  8．“见不得人”的政府高官(古代的回避制度)
  9．“跳火坑版”超级女生选拔赛(古代宫女的选拔制度)
  10．汉朝的“公务员”必须“以德服人”(古代的举孝廉制度)
  11．“非主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古代那些“体制外”的经典“案例”)
  12．话里话外话“老公”(“老公”一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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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皇帝如何请客吃饭？
（古代国宴的排场） 同事之间请客吃饭叫什么？
家常便饭。
领导呢？
饭局。
国家领导呢？
国宴。
那么古代皇帝请客吃饭该叫什么呢？
 帝王请吃饭应当是恩，说帝王请客未免有些大不敬，但是如果改成“赐吃”“赏饭”，又有些不恰当
。
那么皇帝是如何宴请百官吃饭，这场饭局又当如何称之呢？
明代的官方解释是把这种饭局称为“大宴仪”。
 既然皇帝宴请百官是一种国家礼仪，那么规矩当然是不能不定的，按明朝时的制度，分为大宴、中宴
、常宴和小宴。
一般只有像立春、元宵、端午、重阳、腊八这样的节日或者在宗庙或宫殿建成之际才有机会举行“大
宴仪”。
那些大宴仪以下规格的，都是在“凡祀圜丘、方泽、祈谷、东宫讲读”时举行。
 早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朱棣就在奉天殿举行过“大宴仪”，赏赐百官共同进膳。
当然，皇帝要是突然想要“行礼”时，只需要找个借口就可以了，如《明史》中记载宣德五年冬，“
久未雪，十二月大雪，帝示群臣《喜雪》诗，复赐赏雪宴。
群臣进和章，帝择其寓警戒者录之，而为之序”。
 大宴仪的准备工作由当时的尚宝寺负责，首先在殿的正中央放好龙椅，铺好黄麾，并设有二十四人在
旁服侍。
在殿内设有九个小型“乐队”和舞女，殿外还准备有歌舞杂技等艺人，供皇帝等大臣们赏乐。
尚宝寺命负责膳食的光禄寺在龙椅的西面设酒亭，在龙椅的东面设膳亭，并在酒亭和膳亭的东西两侧
各设珍馐美味亭，御宴则放到龙椅前的东西两方。
皇太子的座位在龙椅的东侧，呈面向西方，而那些诸王大臣们则依次由南而北东西相向而坐。
群臣中，四品以上殿内招待，而五品及以下则在殿外招待。
 在开宴的时候，由仪礼司请皇帝先坐上御座。
当皇帝一走出来，乐队便开始奏乐，等到皇帝就坐，奏乐停止，随后鞭炮鸣响，皇太子、亲王贵族等
依次上殿，接着便是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分为东西两队，进入殿中，五品以下的只能站到殿外。
百官行完大礼之后，光禄寺官员持酒而入，这时乐队再次响起，等到光禄寺官员走到皇帝面前时，乐
队就停止奏乐，光禄寺官员便打开酒壶为皇帝斟满，首先向皇帝敬酒。
 在敬皇帝第一轮酒的时候，乐队开始奏《炎精之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文武百官都跪下来，以敬
皇帝，待皇帝饮完杯中酒后，音乐方可停止，众百官还要俯首，再行谢拜之礼，然后就可以各就各位
了。
 第二轮敬酒的时候，乐队开始奏《皇风之曲》，音乐一起，光禄寺官员上前为皇帝斟满酒，文武百官
由那些“皇家服务生”斟酒。
等到皇帝举杯喝完后，群臣才可以饮杯中之酒，这时乐队才可以停止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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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女为你倾倒；也适用于大忙人、理工男、理工女、公务员等高端读者群和学业繁忙的中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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