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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知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作者桑楚)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力求
在“新、奇、趣”上下工夫。“新”就是鲜为人知的，很少被其他书籍提到的知识；“
奇”就是不一般，能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的事物：“趣”即是兴趣，也是趣味，是人们
想看、愿意看的东西。同时，书中还选配了200余幅包含多种文化元素的精美图片，与文
字相辅相成，使读者身临其境，对国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在走向世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请翻开本书，走进博
大精深的国学长廊，领悟国学的精髓，感受国学的智慧，把握传统文化的脉搏，丰富自
身的内涵，成为文化达人。

内容简介

     广义的“国学”，就是中国之学、中华之学，是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术
的总称。国学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国脉、国魂、国本
，是中国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在。 千百年来，国学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影
响着国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国学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也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学习国学，了解国学
，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个现代人，不能不知道
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了解国学。然而，国学典籍汗牛充栋。
国学内容庞杂浩繁，即使穷尽毕生之力，也难通万一。 《国学知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
》(作者桑楚)是一部快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分为国家政治、思想学术、天
人之学、文学、史学、文化艺术、民俗文化、百工名物、国学掌故九个篇章，涵盖了职
官制度、伦理道德、文体流派、语言文字、建筑书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为读者轻松掌
握国学知识提供了一条捷径。书中既有分门别类的严谨解释，又有引人人胜的传略和逸
事，可帮助你登堂入室，领略国学的无穷魅力。 在走向世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
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请翻开《国学知识全知道(超值白金版)》，走进博大精深的国学
长廊，领悟国学的精髓，感受国学的智慧，把握传统文化的脉搏，丰富自身的内涵，成
为文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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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职官制度
王
   
王最早出现于殷周时期，是对天子的称呼，如商纣王、周穆王。《六书�故疑》言： 
“王，有天下日王。帝与王一也。”关于“王”的字形含义，《说文解字》解释：  “
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春秋战国时期，周
王室衰微，本来称呼为公(如秦穆公、齐桓公)的诸侯们纷纷称王。秦统一全国后，天子
称作皇帝，也不再封王。汉代，汉高祖刘邦封赐异姓功臣为王，王自此成为封建社会的
最高封爵。后异姓王发动叛乱，刘邦将之尽行剿灭后，封赐宗室子弟为王，并规定后世
非同姓不得封王。此规矩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遵循，异姓臣子功劳再大最多封侯(但也有
统治者对拥兵自雄的武人无力剿灭而被迫对其封王的情况，如清代的三藩王)。西汉时，
发生了同姓王叛乱的“七国之乱”，西晋也发生了同姓王叛乱的“八王之乱”。此后的
历代统治者均认识到同姓王也不可靠，因此对同姓封王时只是赐其爵号，不再封地。自
此，王成为封赐宗室的最高爵位，直至清亡。
嫡长子制
    嫡长子制是西周时期创立的一种权力和财产继承制度。自从夏朝建立王朝以来，
便开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存在。一旦一代君王死去，显然谁都想继承王位。而按



照父系氏族长期以来的父系亲缘关系来判定谁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很难有定论。比如，
儿子和父亲显然是血缘关系近的，但弟弟也不远。比如，夏朝的王位多由儿子接任，偶
尔也有传给兄弟的。商朝的王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
，实行这样一种有趣的王位继承制。但这些不固定的王位传承方式，很容易发生争夺王
位的情况，比如商朝便多次出现君主的弟弟、儿子争夺王位的情况。并且，弟弟与弟弟
之间，儿子与儿子之间，也同样存在争抢。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
生的。所谓嫡长子，即嫡子中的长子。 
“嫡子”，即妻所生之子，与之对应的是妾所生的“庶子”。  “嫡子”中的“长子”
才有继承君位的资格，其他的“嫡子”和“庶子”则都没有资格。即所谓“传嫡不传庶
，传长不传贤”。当然，嫡长子之外的儿子们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能够获得相应的封地
。
    另外，这种嫡长子继承制不仅适用于天子位的传递，而且适用于诸侯位、卿大夫
等。诸侯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封为卿大夫；而卿大夫位也由嫡长子继承
，其他的儿子分封为士。以此类推。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既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
特权地位，又防止了贵族内部在权力继承问题上的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
定与团结。秦汉之后，嫡长子制在后来的许多朝代依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许多时候，
连皇帝本人想要立嫡长子之外的皇子为太子都不太容易。
⋯⋯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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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