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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问吧15：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探讨了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如：为什么
是“六六大顺”而不是“七七大顺”、“八八大顺”呢？
为何用“三脚猫”来形容那些在技艺上略知皮毛而不甚精通的人？
“三脚猫”是一种“猫”吗？
“坐第一把交椅”怎么成了“首领”的代名词？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可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被称为“放鸽子”呢？
“八百里加急”到底有多快？
等，为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打开了一扇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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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为什么是“六六大顺”而不是“七七大顺”、“八八大顺”呢？
  　知识链接：喝酒划拳时喊“五魁首”是什么意思？
2 为何用“三脚猫”来形容那些在技艺上略知皮毛而不甚精通的人？
“三脚猫”是一种“猫”吗？
　知识链接：一知半解为什么称为“半瓶子醋”、“半吊子”？
3 “坐第一把交椅”怎么成了“首领”的代名词？
   知识链接：“第一名”在古代还有哪些称号？
4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可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被称为“放鸽子”呢？
　知识链接：为什么人们把骗人叫做“耍花枪”？
“花枪”是什么枪？
5 “八百里加急”到底有多快？
“　知识链接：古人常说“一炷香”和“一盏茶”是现在的多长时间？
6 逢羊年时人们常说“三羊开泰”，是不是三只羊一到，就天地人和？
  　知识链接：“羊毫”毛笔的原料取自羊毛，那“狼毫”毛笔的原料取自于狼的毛吗？
7 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其他“两孝”是什么呢？
　知识链接：古时为什么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
8 为什么我们把意见不同称为意见“相左”而不是“相右”呢？
　知识链接：古代地图的方位表示也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吗？
9 为什么人们常用桃花形容女子漂亮？
　知识链接：人们为什么常用“半老徐娘”来形容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
10 “千金”原指男儿身，怎么又变成指女儿？
　知识链接：为什么古人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
11 “二胡”有两根弦，为什么不叫“二弦”？
  　知识链接（一）：“琵琶”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枇杷而得名的吗？
　知识链接（二）：“胡来”、“胡说”、“胡闹”、“胡编乱造”、“胡作非为”，为什么都有个
“胡”字？
12 “伞”是谁发明的？
　知识链接：古人如何预知天气？
13 “铁马冰河人梦来”中的“铁马”是披着铁甲的战马吗？
　知识链接：古代风筝都有什么作用？
14 “不撞南墙不回头”中的“南墙”是什么墙？
　知识链接：“祸起萧墙”中的“萧墙”指的是墙吗？
15 汗血宝马流的汗真的是红色吗？
　知识链接：“千乘之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古代为什么用“马”来衡量国力强弱？
16 黄梅戏的产生与黄梅季节有关系吗？
　知识链接：春卷和春天有关系吗？
17 西湖上的桥为什么叫断桥？
　知识链接：过桥米线和过桥有关系吗？
18 “希望”一词最初特指对什么的期待呢？
　知识链接：为什么用“婵娟’’来指代月亮？
19 为什么把办事的吉祥顺利日子称为“黄道吉日”？
　知识链接（一）：什么是黄历？
老黄历为何能流传至今？
　知识链接（二）：黄历术语面面观20 钟如何从乐器演变成计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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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链接：古人阴雨天是怎样计时的？
21 在战场上举白旗一定是用来表示投降的吗？
　知识链接：狼烟是狼粪烧出来的烟吗？
22 在古代，将军和元帅是一样的吗？
  　知识链接：铠甲和盔甲是一回事吗？
23 皇帝一般都是几点上朝？
　知识链接：官员上朝时也像现在朝九晚五一样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吗？
24 现在公务员每周休息两天，古代官员有没有双休日呢？
　知识链接：古代学生有寒暑假或周末假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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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上最懒的皇帝是谁呢？
大都认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因为他有将近30年没有上朝。
什么是上朝呢？
上朝就是指臣子朝见君主议事，君主到朝廷上处理政事。
因为帝王每天视朝听政的时间多安排在大清早，因此称之为“早朝”。
而大清早，一般是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如清朝康熙帝规定，早朝时间为春夏早六点，秋冬早七点
。
《大明会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
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之礼。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
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作出答复。
至于早朝的日期，有的每日一朝，有的数日一朝，有的则几年不朝。
如宋代规定五日一朝；清初规定逢五视朝，即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视朝；明太祖及清康熙帝则规
定，除特殊情况外，每日一朝。
早朝的内容，一般是大臣奉命上殿“轮对”，述说时政利弊，研讨处理政务，即所谓“听政”。
这种制度对帝王处理政务、选拔人才，均有较好的效果。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能坚持早朝的皇帝，勤于政事，国家治理得相对较好；而疏于上朝，
荒淫无度，国家就会走向衰落。
官员上朝时也像现在朝九晚五一样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吗？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间比现代一般单位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
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一致。
《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
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呜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可以看出鸡鸣是古人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
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固定为卯时(大概早晨五点至七点)。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
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位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王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
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
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
《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说道：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
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
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
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就会休朝，时间不会很长，当然也有例外，如《长恨歌》里写到的“君王从此
不早朝”。
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上，载有京官统一的下班(称“散值”)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
四点)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下午三点)散值；明沈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诗云：“临昏细
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
”这个“临昏”的“散衙”，就是机关下班。
早晨六至七点报到，下午三至四点回家，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公务人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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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吧15: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采用“提问、回答并链接拓展”的形式，精选了传统文化
中的101个趣味小问题，以轻松活泼而又严谨准确的语言娓娓道来。
各篇相对独立，信手翻来就会有所心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休闲文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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