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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称呼趣谈 1.为何称呼古代的皇帝为“陛下”？
 2.“驸马”是称呼谁的？
 3.皇帝的父亲怎么就成了“太上皇”？
 4.“乘龙快婿”是一种什么样的女婿？
 5.“小姐”一词在古代都能称呼谁？
 6.古代的“先生”，你知道几个？
 7.为什么花钱买到的是“东西”？
 8.“马大哈”是用来称呼什么样的人？
 9.古人为什么把旅费称为“盘缠”？
 10.“黄粱梦”是好梦还是坏梦？
 11.为什么要用“乱七八糟”形容很乱呢？
 12.“染指”有什么样的喻义？
 13.“胡搅蛮缠”是怎么来的？
 14.“和尚”一词从何而来？
 15.为什么人们要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
 16.“尼姑”一词是怎么来的？
 17.斟酌是什么意思呢？
 18.“沉鱼落雁”指的是哪两位美人？
 19.“瓜田李下”是在告诫我们什么？
 20.什么样的女子可以称为“出水芙蓉”？
 21.“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什么意思？
 22.“阁下”是一种什么样的称呼？
 23.为何将男女之间的忌妒称为“吃醋”呢？
 24.“古稀”是高龄还是低龄？
 25.“皇帝”一词是怎么来的？
 26.为何称呼学生为“桃李”？
 27.“巾帼英雄”是男英雄还是女英雄？
 28.古人有“名”为何还要“号”？
 29.风骚只有贬义吗？
 30.古代的“名”和“字”怎么分开了？
 31.丹青除了指颜色还指什么？
 32.“咏絮之才”是用来形容什么样的女子？
 33.“二百五”的典故是如何来的？
 34.为何称皇帝的死为“驾崩”？
 35.“老百姓”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
 36.“黄花闺女”是什么样的女孩？
 37.“闭月羞花”为何能形容美丽的女子？
 38.“大学士”怎么就变成了“中堂”？
 39.“九五之尊”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40.县官老爷的办公地为何叫“衙门”？
 41.“吹牛皮”吹的真是牛皮吗？
 42.为什么称呼婢女为“丫鬟”？
 43.为什么能用“高堂”称呼自己的父母？
 44.将岳父尊称为“泰山”是怎么来的？
 45.“王老五”为什么可以形容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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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成语典故 46.“难兄难弟”是形容很困难的两兄弟吗？
 47.“门当户对”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呢？
 48.“座右铭”是指什么？
 49.“下马威”和“马”有什么关系？
 50.“南柯一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
 51.“舍生取义”具体指什么？
 52.“纸上谈兵”能谈出什么样的“兵”？
 53.“江郎才尽”中的“江郎”是谁？
 54.战败为什么叫“败北”？
 55.“一不做二不休”是指坏事还是好事？
 56.“立子杀母”是怎么回事？
 57.“对牛弹琴”指的是什么？
 58.“东施效颦”和西施有什么渊源？
 59.“露马脚”中的“马脚”为什么指事情的真相？
 60.“管中窥豹”指的是什么意思？
 61.“小巫见大巫”中的“巫”指什么？
 62.“朝三暮四”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63.“九牛一毛”是怎么得来的？
 64.“走后门”和“走前门”有什么区别？
 65.“买椟还珠”用来比喻什么？
 66.“结草衔环”指的是什么？
 67.“望梅止渴”由何而来？
 68.“废寝忘食”是怎么得来的？
 69.“两袖清风”究竟是什么“风”？
 70.“程门立雪”故事的渊源 71.“人心如面”是什么意思？
 72.你知道“华而不实”吗？
 73.“韦编三绝”是形容人勤奋的吗？
 74.“叶公”真的喜欢“龙”吗？
 75.“邯郸”的步法为什么学不得？
 76.“夜郎自大”的由来 77.“洛阳”的“纸”为什么会那么“贵”？
 78.“鸡鸣狗盗”是什么意思？
 79.“爱屋及乌”中的“屋子”和“乌鸦”指什么？
 80.“马首是瞻”中的“马首”是什么意思？
 81.“鹤立鸡群”是怎么得来的？
 82.“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和天气有关吗？
 83.“开卷有益”中的“卷”指什么？
 84.“杯弓蛇影”和“蛇”有关吗？
 85.“不学无术”这个成语是怎么得来的？
 86.“草木皆兵”和历史上哪个人物有关？
 87.为什么用“才高八斗”比喻文采比较高的人？
 88.“不可救药”是怎么得来的？
 89.“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是怎么得来的？
 90.为什么用“乐不思蜀”比喻过得很快乐？
 91.“入木三分”和谁有关？
 92.“水深火热”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93.“天真烂漫”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
 94.你知道关于“老生常谈”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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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四面楚歌”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96.是谁“点石”能“成金”？
 97.“门可罗雀”是什么意思？
 98.“呆若木鸡”是怎么来的？
 99.为什么用“一目十行”形容读书速度快？
 100.“高屋建瓴”是用来比喻什么？
 101.为什么讨论问题叫“切磋”？
 102.“义结金兰”和“兰花”有关吗？
 103.“桃花运”是怎么来的？
 104.“五花八门”是什么意思？
 105.“坐山观虎斗”这一典故从何而来？
 第三章社会经济 106.“酒旗”在古代有什么样的作用？
 107.“金错刀”是一种什么样的货币？
 108.“御书钱”是一种什么样的钱？
 109.商人是怎么产生的？
 110.“飞钱”是货币吗？
 111.明清时期，能够容纳百川的商帮是哪一个？
 112.谁被称为商业界的“鼻祖”？
 113.为什么人们把钱称为“孔方兄”？
 114.商界圣人——范蠡 115.古代也有名片吗？
 116.中国古代的几条丝绸之路 117.金银作为货币流通是在什么时候？
 118.杨坚如何开创了隋唐的黄金时代？
 119.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海禁 120.古代的钱庄是做什么的？
 121.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122.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123.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什么？
 124.云端之上的茶马古道 125.元宝是怎么来的？
 126.原始社会的货币 127.百年沧桑下南洋 128.我国古代的铜钱 129.林海雪原闯关东 130.乾隆皇帝与康乾
盛世 131.金额要用大写源于何时？
 132.蒙汉经济大动脉“张库大道” 133.你知道有一种无孔的“孔方兄”吗？
 134.“徽商”是何时形成的？
 135.“粤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四章节日节气 136.“节日”和“节气”有什么区别？
 137.二十四节气是怎么来的？
 138.“立春”这个节气是什么意思？
 139.“雨水”这一节气预示着什么？
 140.什么是“惊蛰”？
 141.“春分”这一节气意味着什么？
 142.“清明”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
 143.什么是“谷雨”？
 144.“立夏”标志着什么？
 145.何谓“小满”？
 146.“芒种”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
 147.“夏至”是哪一天？
 148.什么是“小暑”？
 149.什么是“大暑”？
 150.“立秋”是什么意思？
 151.“处暑”期间，人们都做什么？
 152.“白露”预示着季节变换 153.“秋分”时昼夜平分 154.“寒露”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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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 156.“立冬”表示冬季的到来 157.“小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
气？
 158.“大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
 159.“冬至”时白天时间最短 160.什么是“小寒”？
 161.什么是“大寒”？
 162.中国的传统节日 163.中国的春节 164.元宵节 165.上巳节 166.寒食节 167.清明节 168.端午节 169.七夕
节 170.中元节 171.中秋节 172.重阳节 173.腊八节 174.祭灶 175.除夕 第五章地理名胜 176.“中原”在古代
是指哪里？
 177.“楚河汉界”在哪儿？
 178.“五岭”指的是哪“五岭”？
 179.古代“四大古镇”指的是哪“四镇”？
 180.我国“四大名刹”都在哪里？
 181.中国的四大领海 182.黄河真正的源头在哪里？
 183.中国三大平原 184.各地的“鼓楼”都是怎么来的？
 185.你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地理分界线吗？
 186.北京故宫 187.“三官六院”是哪“三官”和哪“六院”？
 188.香山缘何得名？
 189.北京颐和园 190.“江南三大名楼”是哪三座？
 191.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192.“秦始皇陵”里面是如何设计的？
 193.“华山”到底有多险？
 194.“华清池”名字的来历 195.西安“大雁塔”是怎么修建的？
 196.中国三大石窟，你知道几个？
 197.中国最大的港口——上海 198.中国四大著名园林 199.山西大院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底蕴？
 200.“平遥古城”有哪“三宝”？
 201.“五台山”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
 202.“黄鹤楼”是一座什么样的楼？
 203.“岳阳楼”有着什么样的传说？
 204.中国的“人间天堂”——西湖 205.“断桥”为何如此美？
 206.“蝴蝶泉”有着怎样的美丽传说？
 207.游“泰山”不能错过的两大奇观 208.“蓬莱”是怎样出名的？
 209.“峨眉山”为何如此吸引人？
 210.“黄果树瀑布”和其他的瀑布有什么不同？
 211.浙江“千岛湖”有一千个岛吗？
 212.“台湾”这一地名是怎么来的？
 213.“日月潭”和“日月”有关吗？
 214.北京“王府井”名字的来历 215.北京“四合院”有哪些特点？
 216.“香港”名称的由来 ⋯⋯ 第六章医疗卫生 第七章教育常识 第八章科学技术 第九章衣食住行 第十
章民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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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牛弹琴”，是用来讥笑听话的人不理解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
它可以用来比喻对一些天生蠢笨的人谈论高深的道理，只是浪费时间。
还可以用来嘲讽说话之人不懂得选择交谈的对象。
那么对牛弹琴这个词语是怎么来的呢？
不言而喻，肯定和琴有关。
 战国时期，有一个音乐家名叫公明仪。
他的琴艺非常高超，不仅能作曲，而且还会演奏，尤其是七弦琴弹得非常好。
他弹奏出来的曲子优美动听，大家都很喜欢听他弹琴，所以人人都很尊敬他。
 公明仪对琴喜爱有加。
除了在屋里弹琴，有时碰上好天气，他还会带琴常去户外弹奏。
一天，他来到郊外，清风徐徐地吹着他的脸庞，杨柳曼妙地摆动着身姿，一头黄牛正在草地上静静地
吃草。
公明仪此时很有雅兴，摆上琴，拨动着琴弦，便开始向这头牛弹起了乐曲《清角之操》。
公明仪弹得很深情，但是老黄牛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埋头吃草。
公明仪想，或许是曲子过于高雅，老黄牛听不懂，所以没有反应。
决定换个曲调试一试，老黄牛仍然没有丝毫反应，依然悠哉地吃草。
 于是，公明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弹奏出自己最擅长的曲子。
这一次，老黄牛稍微动了一下，摇了下尾巴，然后又接着吃草了。
不久，老黄牛便离开了，换到其他的地方吃草去了。
而公明仪很是失望，因为老黄牛听了那么好听的琴声始终无动于衷，人们就宽慰他说：“不是曲子不
够好，而是你没有对着牛的耳朵弹。
”公明仪无趣地抱着琴离开了。
 后来，人们就用“对牛弹琴”比喻与不能理解自己话的人讲道理，根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常
用来嘲笑说话看不清对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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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年轻人必知的500个文化常识(典藏版)》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知识博大精深。
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不愿做沧海一粟的你唯有通过咀嚼精神食粮才能不断地壮大自己！
历史车轮在不停地运转，某些细微的东西常常容易被世人所忽略。
《年轻人必知的500个文化常识(典藏版)》给你以灵魂和心智上的启迪，帮你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
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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