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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问吧13：有关清朝的101个趣味问题》探讨了有关清朝的101个趣味问题，如：清代处决罪犯为
什么到菜市口？
“未入流”是多大的官职？
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号称有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怎么会有半间房呢？
清官祭祀完毕后，皇帝要将祭肉分给大臣同享。
但大臣们却“有苦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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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处决罪犯为什么到菜市口？
  知识链接：雍正帝为什么要废除腰斩酷刑？
2 “未入流”是多大的官职？
  知识链接：清代京官的收入到底有多少？
3 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号称有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九问半”。
怎么会有半间房呢？
  知识链接：清代皇帝为什么对数字“九”特另q钟情？
4 清官祭祀完毕后，皇帝要将祭肉分给大臣同享。
但大臣们却“有苦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知识链接：坤宁宫是清朝祭祀诸神的地方，它里面都供奉什么神灵？
5 圆明园汇聚中西建筑艺术之精粹，号称“万园之园”，“圆明”二字是怎么来的？
    知识链接：圆明园毁在谁手里？
6 清华大学的“清华”二字是怎么来的？
    知识链接：“水木清华”7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和象征，那么大清朝有国旗吗？
  知识链接：“大纛”是什么样的旗帜？
8 “面有莱色”中的“菜色”是一种什么颜色？
    知识链接：号称“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为什么又被称为“于青菜”？
9 最早的彩票是干什么用的？
    知识链接：“两榜进士”10 和砷与纪晓岚二人合不来，总是针锋相对。
他们两人是怎么“结下梁子”的？
    知识链接：为什么《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爱讲鬼狐？
11 和砷是乾隆皇帝面前的大红人，权倾朝野，他是如何得到乾隆帝的赏识的？
  知识链接：为什么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12 老虎没有毒，为什么常说“虎毒不食子”？
    知识链接：努尔哈赤为何杀长子褚英？
13 清朝皇室姓爱新觉罗氏，可是当初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假冒汉姓佟氏呢？
  知识链接：满族的姓氏有什么特点？
14 清朝皇家子弟腰问系有黄带子或红带子，它们分别代表什么身份？
  知识链接：贝勒在清朝是怎么样的一种爵位？
15 “旗人”在清朝享有种种特权，而“八旗子弟”到清末怎么成了贬义词呢？
  知识链接：八旗分区占领北京城16 影视剧中常出现“铁帽子王爷”这一称呼，他们位高权重，历史
上真有这个爵号吗？
  知识链接：“议政王大臣”的地位有多高？
17 皇太极以努尔哈赤第八子的身份继承汗位，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很“酷”吗？
  知识链接：国号大清有什么含义？
18 孝庄皇后为了自己的儿子福临登上皇位，真的曾经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吗？
  知识链接：满蒙联姻是怎么回事？
19 民间盛传顺治帝因为董鄂妃死而万念俱灰，去五台山出家为僧。
真有这回事吗？
  知识链接：顺治帝喜欢过董小宛吗？
20 科举考试中探花位居第三名，地位尊崇，可是在清朝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这是为什么？
  知识链接：古代科举考试的第四名叫什么？
21 “交白卷”现在指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你知道“交白卷”的先例是由谁开创的吗？
  知识链接：流放宁古塔是去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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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代处决罪犯为什么到菜市口？
菜市口是清代杀人的刑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
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砍头。
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覆盖上，尔后便有人在此卖菜，菜市生意兴隆，菜市口由
此而得名。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不同朝代的刑场也在不断变化。
在元朝时，处决犯人的刑场设在柴市口。
到明代后，刑场搬到了西四牌楼。
明清两代，北京西南的永定河经常泛滥，北京城正南方的南郊是一片沼泽。
中国南方各地与北京城的旱路交通，是沿太行山东麓，经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跨越永定河，然后进出
广安门，在菜市口路口分流，向北拐可入宣武门，向东直行可入正阳门(前门)。
这一带会馆林立，商家云集，是明清两代京城重要的商业中心。
清军人关后，八旗兵占领北京，京城实行满汉分居，内城由八旗驻守，老百姓被赶到外城居住。
汉人被迁往外城后，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外城的繁荣。
中国古代行刑有“弃市”之说，就是死刑必须在最繁华的闹市公开行刑。
这和我们今天选择刑场不一样，在古代，刑场是一个张扬王法、惩恶扬善的重要场所，选择在繁华地
段设立刑场有一种警示的作用。
清朝初年，朝廷把杀人刑场从内城的西四牌楼迁移到菜市口，主要是为了加强行刑示众的效果。
菜市口之所以名气大，主要是在这里杀的人太多。
清代有不少名人就是在菜市口被斩首的。
辛酉事变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就是在菜市口被斩的。
肃顺在菜市口被斩之时骂声不绝，直立不跪，最后行刑的刽子手硬是打断他的双腿才算跪下受刑。
二十八年后，菜市口再次血光映天，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士被推上菜市口的断头台，他就是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据说谭嗣同在走向菜市口的路上从容自若，临刑之际，毫不畏惧，向四周的人们微笑了一下，便大步
走向菜市口中央。
知识链接：雍正帝为什么要废除腰斩酷刑？
腰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即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
如果刽子手要犯人快死，就从身体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要犯人慢点死，就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
刀。
罪犯的家人一般都会花钱买通刽子手，让刽子手在行刑的时候给犯人来个快的，使犯人能够少受一些
痛苦。
如果故意让犯人慢死，在行刑后，人的上半截往往还是活的，要过段时间才痛苦地死去，其景象惨不
忍睹。
腰斩主要用来惩治犯大罪的人。
秦朝著名的丞相李斯在获罪后，就是被施以了腰斩的刑法。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
这次腰斩是雍正帝亲判的，而之后废除腰斩的也是雍正帝。
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被施以腰斩之刑的是河南学政俞鸿图。
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
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及第，入选庶吉士。
雍正十年(1732)，俞鸿图以翰林侍讲学士身份被任命为河南学政。
学政一职主要负责一省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学术，也包括科举考试。
俞鸿图在任时严格管理，坚决杜绝考场传递资料的行为。
但是俞鸿图手下的仆人都是些贪婪之徒，一心想从科举考试中获得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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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俞鸿图的小妾也是个贪钱财的女人，于是俞鸿图的小妾和仆人相互勾结作案。
为了不让俞鸿图发现，这些人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
每次作案时，把要传递的资料贴在俞鸿图换洗的衣服上，由外面的仆人送进来，再由里面的仆人揭下
来送给考生。
俞鸿图因大意并不知道。
但纸里包不住火，作弊的事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
雍正十一年(1733)，河南巡抚王士俊借机弹劾俞鸿图，告他贪污索贿。
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雍正帝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河南会同山西、河南的河东总督审理俞鸿图案
件。
开始俞鸿图否认自己有接受贿赂的行为，但其妻妾仆人承认了作弊、接受贿赂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俞鸿图不得不认罪。
之后陈树萱向刑部提出将俞鸿图处斩的意见，刑部同意并报雍正审批。
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并命邹士恒监斩，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
图。
在行刑的当天，邹士恒才告诉俞鸿图是执行腰斩。
由于事先没有给刽子手钱财加以通融，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
俞鸿图被截为两半后，上半身在地上打滚，痛苦万分。
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写了7个“惨”字，才痛苦地死去。
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从此废除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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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吧13:有关清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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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