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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智慧无穷，创造了无数灿烂辉煌。
穿梭留连奇迹和辉煌中，有多少新奇的发现，有多少由衷的感受。
本书选择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奇观、奇闻，读来生动有趣。
    掬起文化长河中的朵朵浪花，触碰历史画卷中的点点印记。
     《万象新知大课堂系列丛书》以广大青少年和学生为主要对象，并兼顾各不同层次和领域读者需要
，该丛书图文并茂，选材新颖，语言流畅，读来既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又解谜释疑、引人入胜。
它的陆续出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将起到积极作用。
    本书为其中一册，选择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影响历史的86个文化奇观、奇闻，读来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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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永乐大典》正本被嘉靖皇帝带入永陵?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里，收藏有161册举世闻名的
《永乐大典》。
从明成祖朱棣编写《永乐大典》至今，已经有600余年。
在漫长的岁月中，《永乐大典》经历各种不幸遭遇，丢失了一万多册。
目前全书仅有不足4％，400册左右的《永乐大典》流散在世界各地。
然而，专家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
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
    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
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
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有特殊的兴趣    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
继位于1521年的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在位45年，崇信道教，朝政昏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与其他皇帝不同，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了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
    一直以来，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
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
嘉靖皇帝当然也应该非常清楚，要重录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其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嘉靖皇帝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开始重录《永乐大典》呢?    据史书记载，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
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
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
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
幸亏抢救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
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0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
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
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
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
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
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
《永乐大典》正本失踪    不仅如此，历史上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
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
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
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11095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永乐大
典》正本究竟何去何从?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里?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
，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
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的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
的最大疑案”。
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毁于清乾宫大火说。
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说，说穿了，就是被李白成焚毁了。
    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
。
寻找《永乐大典》    以记录史实翔实著称的明朝官修史书《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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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的记载：上(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栾贵明先生是当今研究《永乐大典》的权威学者，他引用《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
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
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
嘉靖三十六年宫中的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
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
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栾贵明认为：为了拨开罩在《永乐大典》上的重重迷雾，必须抓住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前后的事件。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栾先生认为，《永乐大典》
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因此，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个地方
追踪下去，或许可以有意外的发现。
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几个一直以来不为人所注重
的日期引起了栾贵明的注意。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12月14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    “3月17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    “4月15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    一般研究者认为，《永乐大典》副本抄完，是在隆庆元年4月。
而嘉靖已于上一年12月“崩”，看来另存的“他处”究竟在哪里，似乎与嘉靖帝没有关系。
说到这里，争论的焦点似乎都已集中在嘉靖帝身上。
    栾贵明研究发现，礼仪日程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3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3月。
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4月，但这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
所谓抄录完成的日子应当在4月之前。
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更加靠近了。
    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杳然。
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
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
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
《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
这是为什么?⋯⋯P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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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的烙印:影响历史的86个文化奇观》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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