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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咬文嚼字文库·慧眼书系：文史百谭》一本普及我国传统文史知识的小册子。
笔者选取了一百个话题，和大家一起谈谈近年来在运用文史知识方面经常出错的一些问题，以期引起
大家对这些文史知识的关注，进而在运用中减少此类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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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统称谓谭
“家父”是谁的父亲
“令尊”是谁
“先母”称谁的母亲
“世兄”不能用于平辈之间吗
“内弟”是谁的弟弟
“内子”是谁
妻子妹妹的丈夫是小舅子吗
何谓“私淑弟子”
“门生”的意义及其称谓礼仪
“商女”是女商人吗
春秋时诸侯怎么自称
皇帝的称谓始于何时
皇太后与太皇太后是皇帝册封或赐封的吗
“哀家”只能用于太后自称吗
有名有字的人怎么自称
“季”在兄弟排行中是第几个
“右军”是王羲之的字吗
谦辞敬辞谭
“足下”一词只用于敬称对方
“男士”的称呼有什么不妥吗
“子”在古代中国只用于称呼男子吗
“忝”字应该怎么用
“光顾”不能用于自己
“恭候”只能用于自己
“垂询”应该怎么用
“笑纳”的误用
从“敬启”说到信封的书写格式
礼仪习俗谭
“弄瓦”弄的是什么“瓦”？

什么是“结发”？

什么是“续弦”？

说说“扶正”的意思
“孩提”应该是几岁
“弱冠”只用于称说男性青年
“及笄”与“豆蔻年华”只用于称说女性青少年
何谓“天命之年”
“花甲”是几岁
“茶寿”是几岁？
是日本人的说法吗
病逝不叫“易簧”
“尚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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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误说的“左券”该怎么看
古代的守制习俗
干支历法谭
“夏至”与“冬至”是什么意思
中国实行公历纪年在哪一年
闲话天干
天干和地支怎么搭配
农历究竟几年一闰
阳历闰年是“四年一闺”吗
阳历七月二十三是“仲夏”吗
古代科举谭
科举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科举制是在什么时候废止的
科举考试中乡试是哪一级考试
“贡士”是乡试第一名吗
“贡院”是什么地方
清代科举考试考什么
是“黄榜”，不是“皇榜”
何时才有“状元”
“三甲”能理解为前三名吗
关于“武举”
古代职官谭
“御史”是什么官
王安石的“参知政事”是宰相吗
明代中央的行政机构是六部
“国子监”是皇帝讲学的场所吗
明朝有没有宰相
“锦衣卫”还是“锦衣尉”
明朝的皇帝和十三陵
“军机处”是什么机构，始于何时
什么是“南书房行走”
“致仕”是获得官职吗
什么是“贰臣”
关于“衙门”
常用典故谭
“衣锦夜行”是谁说的
范进有没有中进士
“徐夫人”是女人吗
夔是坏人吗
“黔首”还是“面首”？

“东窗事发”——“发”的是什么“事”
司马迁受的是什么刑
“何不食肉糜”是谁说的
“南郭先生”和“东郭先生”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是谁说的
“董狐之笔”是什么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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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鹤上扬州”上的是今天的扬州吗
关羽所封的“汉寿亭侯”怎么读
“烽火戏诸侯”的是谁
周人的始祖是谁
“五马分尸”是刑讯吗
“程门立雪”是立在雪中吗
国学常识谭
“社稷”指的是什么
泰山与封禅之礼
什么是“禅让”
庙号与谥号
改元与年号
《宋史》与《宋书》有别
蒙学读物《弟子规》是孔子写的吗
《春秋》是讲兵法的书吗
《四库全书》编纂的时间有多长
正史有合称“二十三史”的说法吗
司马迁可能看到甲骨文吗
柳下季是盗跖吗
“大成至圣文宣王”是谁封的
《水经注》的作者是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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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机处”是什么机构，始于何时　　【病例】1.《神探狄仁杰前传》写一名御袜军士兵匆匆赶
来报告狄仁杰说，宫廷护卫被人杀死在军机处的院子里。
　　2.康熙在官吏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
　　【诊断】　　误说“军机处”和“军机大臣”。
想当然致误。
　　【辨析】　　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办事机构，但在满清开国的两个皇帝顺治与康熙时代，尚无此
机构，所以，说康熙在官吏设置上有军机大臣的说法就是误说。
没有军机处，何来军机大臣？
而狄仁杰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更不知什么是军机处，说宫廷护卫被杀死在军机处院子里更是误说。
　　军机处首创于康熙之子雍正。
《清史稿·职官志一》说：“雍正十年，用兵西北，虑儤直（指官吏连日值宿，傣音bào）者泄密，
始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
”用兵西北时，担心设在太和门外的内阁容易泄漏机密，才在内廷设置了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处）
。
《世宗本纪》载雍正十年六月事，说“军机大臣之设始于此”，可见军机大臣的官称也是这一年才有
的。
　　军机处设置之初原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在西北战事结束之后未曾撤销，“高宗莅政，更名总理
处，寻复如初”。
乾隆即位之初曾一度改名总理处，但很快又恢复了军机处的名称，成为常设机构。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一般由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或总督等奉特旨入值。
军机处设立之后，其权势在内阁和部院之上。
　　咸丰十年时，因鸦片战争的缘故，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军机处的权力才渐微。
宣统三年（1911）时改设“责任内阁，以军机大臣为总协理大臣”，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链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晚清时特设的中央机构。
简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或“总署”。
负责外交与通商、关税、海防、练兵、电报、铁路以及工矿等洋务。
《清史稿·文宗本纪》说：“（咸丰十年十二月）己巳，始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诉
、桂良、文祥管理。
”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文相国在总理衙门遇事持以定力”条说：“自中西立约互市
，朝廷设总理衙门⋯⋯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泰西诸国驻京使臣（其自称日全权大使），多赴总理衙门
，与中朝诸大臣定议。
”　　总理衙门设置于咸丰十年的1861年，实为鸦片战争之后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产物。
其规制仿军机处，主管者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例由亲王或郡王一人总领，其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
和部院堂官中钦命兼任，对外通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主要工作是受命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谕令各省督抚均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衔。
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改组为外务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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