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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文化&rdquo;是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个词，诸如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
化，再如文化素质、文化品味、文化情调、文化遗产等等。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简单地说，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民族、企业、家庭等)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
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人类学的鼻祖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
其他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
的总成绩。
　　&ldquo;文化&rdquo;二字，古已有之。
按照我们中国古文的解释，所谓&ldquo;文&rdquo;，即是错综交杂的痕迹，指的是各种事物有章法地
聚在一起，形成一种&ldquo;美好和谐&rdquo;的现象；而&ldquo;化&rdquo;就是改变、转化。
概括地说，文化就是&ldquo;以文化之&rdquo;，用&ldquo;美好和谐&rdquo;的理念行之于一切。
而&ldquo;美好和谐&rdquo;是文化的最高要求。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成果的总和，包括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总而言之，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沉积，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
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
文化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们的精神得以承载的框架。
它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
与准则。
思想和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灵魂。
　　由于人们对&ldquo;文化&rdquo;的理解不一样，往往导致它的内容和范围不一样。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选目主要包括：天文、历法、神话、宗教、语言、文字、文学、戏剧、哲学、
思潮、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建筑、工艺、摄影、影视、衣饰、饮食、礼仪、习俗、称谓、典故
等等。
未选取政治、军事、法律、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内容。
　　谈了文化，我们再来说一下&ldquo;常识&rdquo;，所谓&ldquo;常识&rdquo;，一方面是指与生俱来
、无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一方面是指众所周知、无须过多解释或论证的知识，还有一层意思是指
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知识，即&ldquo;日常知识&rdquo;。
　　本书名为《最经典的文化常识》，编者力求选取世界文化中最基本最常用的知识，但由于世界文
化源远流长，地域广大，内容博大，形式繁杂，加之编者水平识见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朋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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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人类历史的积淀，也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理想和追求，是人们的高级
精神生活。
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无限的；广泛涉猎各种文化知识，掌握经典的文化常
识对每个人的成才都至关重要。
《最经典的文化常识》浓缩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精粹，向读者介绍了地理、历史、文艺、民俗等多个方
面最经典的中外文化常识，集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体，力求为读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
提供一种捷径。
《最经典的文化常识》既是一本文化知识储备辞典，又可作为读者工作之余的休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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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王”舒伯特“钢琴诗人”肖邦“钢琴之王”李斯特世界传唱的《马赛曲》记谱法简史数字简谱西
洋乐器知多少摇滚乐唐代大曲《霓裳羽衣》十面埋伏《梁祝》诞生记民族乐器知多少芭蕾舞芭蕾经典
名剧《天鹅湖》“现代舞之母”邓肯交际舞国际标准交谊舞踢踏舞迪斯科爵士舞霹雳舞肚皮舞婆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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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宫法国巴黎凯旋门世界上最大的舞台——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
心世界最大的佛塔一婆罗浮屠世界上最大的寺庙建筑群——吴哥窟印度的珍珠——泰姬陵我国最大的
木结构宫殿——太和殿古典园林之最伦敦蜡像馆司母戊大方鼎独一无二的微刻工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
三朵花四大名绣摄影·影视全息摄影人像摄影大师纽曼长镜头蒙太奇立体电影卓别林形象的由来“悬
念大师”希区柯克史上最伟大的男演员亨弗莱·鲍嘉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凯瑟琳·赫本米老鼠与唐老
鸭奥斯卡与好莱坞衣饰·饮食遮羞布雨衣睡衣领带风衣拉链牛仔裤高跟鞋比基尼泳装日本和服席梦思
芭比娃娃阿拉伯的面纱法官为何戴卷曲的假发厨师为何戴白色高帽素纱裨衣香水口红巧克力可口可乐
肯德基啤酒酸奶的诞生“狮子头”的由来“狗不理”包子中国八大菜系武昌鱼礼仪·习俗握手礼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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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日佛教的主要节日圣纪节母亲节和父亲节情人节外国的教师节愚人节与诚实节佩黑纱志哀的由来
下半旗志哀仪式婚礼中撒彩纸的由来婚纱源起剪彩的由来碰杯与干杯称谓·典故世界十国三大姓英美
人姓名及称谓法国人姓名及称谓日本人姓名及称谓称英国人为“约翰牛”缘由称美国人为“山姆大叔
”的缘由公、侯、伯、子、男“沙皇”称谓的由来博士、硕士、学士中国古人的名、字、号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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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大全》的由来诺贝尔奖的设立百老汇第六感觉精神分析潜意识沙龙大千世界邮票诞生记“靠右行
”的来历斑马线的出现希腊四德世界历史时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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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历法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华子孙繁衍生息，最早就是依靠耕种为主的农业，先民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经过长期的经验积
累，掌握了太阳的变化，依次区分出了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并配以天干地支来计算时间，这就是早
期的历法。
以此来确定什么时候应该耕种，什么时间该收获，这种历法一直延用了几千年，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屈
一指的。
相传在远古黄帝时期，就有专门观测太阳变化的官员，当时根据当地的生活生产需要，经过长期的观
察，把一年定为366天，并区分出春夏秋冬四季，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葵为天干
，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相互配合，分成我国独有的甲
子纪日法。
这是我国的农历就是这种甲子纪日法，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古老的历法经过现代精确的计算，还是极为准确的，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西汉戴德编的《大戴礼》中有一篇叫《夏小正》的资料，相传是夏商时期历法的保留。
《夏小正》中所使用的月份就是夏历，也就是今天的农历。
其中记载着一年有12个月份，每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文耕种等与农事有关的资料。
夏历又叫农历或阳历，它把一年称做一岁，把十二地支与12月份相互配合。
把每一年的正月(一月)定为岁首，正月初一作为每一年的开端。
可以说，现在我们每年的春节，就是夏历岁首的第一天。
与我国夏历有一定区别的太阴历。
早在4000多年前，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人民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历法，这是一种根据月
亮圆缺的规律观测得到的历法。
它也是将一年划分12个月，每月以月牙初露为月初，月圆之日为月中，月亮又变成月牙时为月末。
为了纠正误差，每相隔几年就要设置一个闰月。
阴历把月亮圆缺循环一次的时间算做一个月，12个月算做一年。
然而，月亮圆缺循环一次为一个朔望月，是29天12时44分3秒，它比29天多，又比30天少。
为方便，阴历把月份分成大月和小月两种，逢单的月是大月(30天)，逢双的月是小月(29天)，一年共
是354天。
实际上，一个朔望月并不正好等于一个大月和一个小月的平均数29天半，而是比29天半多44分2.8秒。
所以12个朔望月实际上要比354天多8小时48分34秒，30年就要多出11天。
因此，阴历30年中就要安插11年闰年，每逢闰年就在12个月多加一天。
阴历的闰年是355天，这样，阴历每30年中有19年为354天，11年为355天，平均一年的长度是354天8小
时48分。
它的一年比回归年差不多短了11天，3年就短一个多月。
所以，使用阴历时，新年不一定在冬天过，它可以在春天过，也可以在夏天或秋天过。
它的唯一好处，就是阴历上的每一个日期都可以知道月亮的形状。
阴历作为一种历法，由于它与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相协调，所以当今世界上除了几个伊斯兰
教国家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仍然使用外，其他国家一般已经废弃不用了。
农历，是把朔望月的时间作为历月的平均时间。
这一点上和纯粹的阴历相同，但农历运用了设置闰月的办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长度
等于回归年，这样它就又具有了阳历的成分，所以它比纯粹的阴历好。
现在所说的农历，据说是我们的祖先远在夏代(公元前17世纪以前)就已使用的历法，所以，新中国成
立后人们还仍然称它为夏历，1970年以后我国改称其为“农历”。
至于“农历”一名的由来，大概由于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制订历法必须以农为本。
农历的历月是以朔望月为依据的。
朔望月的时间是29日12小时44分3秒(即29.5366日)，因此，农历也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但它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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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历并不完全一样，因为纯粹的阴历是大小月交替编排的，而农历年大小月是经过推算而确定的。
农历每一个月初一都正好是“朔”(即月亮在太阳地球中间，且以黑着的半面对着地球的时候)。
有时可能出现两个大月，也可以连续出现两个小月。
由于朔望月稍大于29天半，所以在农历的每100个历月里约有53个大月和47个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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