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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中的国学》

内容概要

《读懂中国:衣食住行中的国学》从衣、食、住、行和人文风情五个方面，精选119个词条，用生活化
的语言进行叙述，每个词条之外，还有“相关链接”来辅助，让读者在最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中，品
读文化的来龙去脉。词汇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流淌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默默地
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透过这一个个鲜活的词汇，我们能窥见的是那传统文化中的无上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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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中的国学》

书籍目录

1龙袍的也可能是“跑龙套”的
    相关链接：皇帝曾经穿五色袍
2“不修边幅”为哪般
    相关链接：“天衣”如何“无缝”
3“垂帘听政”掩心思
    相关链接：“集腋成裘”知冷暖
4宋代女子爱“裙裤”
    相关链接：古代裤子演变史
5古人哀悼曾用“黑”  
    相关链接：丧礼服饰讲究多
6古人为美戴“假发”
    相关链接：“束绅之士”为绅士
7耳环其实是“刑具”
    相关链接：戴上“戒指”不同房
8古人“脱鞋”规矩多
    相关链接：说谎就要“穿小鞋”  
9百姓也戴“乌纱帽”
    相关链接：“布衣”为何是百姓 
10“衣冠禽兽”曾是好官
    相关链接：“纨绔子弟”富二代
11“旗袍”本为满人服
    相关链接：“哈达”来自汉族
12本命年里要“穿红”  
    相关链接：“红色”为何表喜庆
13“美容”护肤早知道
    相关链接：“胭脂”更显容颜美
14古代“帽子”含义深
    相关链接：人人皆喜“戴高帽”  
15打猎必备“遮阳帽”  
    相关链接：古代“电扇”威力大
16周代开始穿“衬衫”  
    相关链接：“熨斗”在汉熨衬衫
17“匹夫”含义知多少
    相关链接：“巾帼英雄”是女侠
18“连襟”如何成亲戚
    相关链接：剩女传奇成“拙荆”  
19谁能不识“金香玉”
    相关链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0死要面子活受罪
    相关链接：寸光阴寸金
21披“袈裟”为何露手臂
    相关链接：穿衣如何显“偏袒”
22古人“打伞”已多年
    相关链接：古代“救生”用葫芦
23“凤冠霞帔”是皇后
    相关链接：掀起女娲的“红盖头”  
24古代男女戴“簪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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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手镯原本是玉器
25“绫罗绸缎”显富贵
    相关链接：“金缕玉衣”保魂魄
26“冰糖葫芦”曾是药
    相关链接：“偏方”医治欧阳修
27误打误撞的“天福号”酱肘子
    相关链接：酱菜园为何叫“六必居”
28天赐良方的“无锡排骨”  
    相关链接：叔嫂相认的“西湖醋鱼”
29“以食为天”穿越古今
    相关链接：“五谷杂粮”变化多“
30“过桥米线”中的夫妻情深
    相关链接：肉包子为何“狗不理”
31没文化的人“喝墨水”
    相关链接：“五斗米”如何气走陶渊明
32元朝皇帝爱吃“冰激凌”  
    相关链接：古代“冷饮”种类多
33福寿绵长的“长寿面”  
    相关链接：贺寿之礼要带“桃”  
34嫉妒情敌要“吃醋”  
    相关链接：“吃豆腐”能占多大便宜
35“萨其马”中民族情感
    相关链接：“北京烤鸭”南京产
36“烧饼”并非国货
    相关链接：烧豆腐为何叫“白起肉”
37惹人嫌的“拖油瓶”  
    相关链接：与打油无关的“打油诗”
38因吃惹祸的“食指大动”  
    相关链接：“看人下菜”当心剁手
39“定心丸”的主要成分
    相关链接：“闭门”如何吃“羹”  
40古人天吃几顿
    相关链接：古人吃饭用分餐
41“清真食品”讲究多
    相关链接：“成都小吃”流传久
42“馒头”曾为祭祀物
    相关链接：抢手货叫“香饽饽”  
43急火飞刀“涮羊肉”  
    相关链接：古人做饭用“火锅”
44点点心意成“点心”
    相关链接：是点心又不是点心的“小吃”
45“以茶代酒”尊师长
    相关链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吃喝文化
46“门当户对”姻缘配
    相关链接：最高“门槛”在皇宫“
47中医治病要“悬壶”  
    相关链接：中药称“堂”不称“店”
48石狮子的前世今生
    相关链接：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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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屋顶上的“装饰兽”“
    相关链接：古代房屋有“飞檐”“
50“青楼”最初并非妓院
    相关链接：“跳槽”最早在青楼
51“旅店”早先为国企
    相关链接：古人爱逛“百货商场”
52“交椅”是什么家具?
    相关链接：哪张“床前明月光”
53新婚之夜怎能八“洞房”
    相关链接：皇帝的洞房在哪里
54古人家里也挂“挂历”  
    相关链接：古代人家摆“台历”
55大家说笑怎称“哄堂大笑”  
    相关链接：搞什么“名堂”
56古人“接种”防疾病
    相关链接：古人看病要“病历”
57“混账”原来和蒙古包有关
    相关链接：小偷变身“梁上君子”
58“良心”曾经可测量
    相关链接：“栋梁”如何成人才
59清官怎么会“难断家务事”  
    相关链接：“东窗事发”怎成阴谋败露
60“午门”并非斩首处
    相关链接：“午时三刻”要行刑
61“坐北朝南”皇位尊
    相关链接：“坐北朝南”民居暖
62“钩心斗角”建筑美
    相关链接：为人处世讲“规矩”  
63皇帝借“债”被人追
    相关链接：当铺怎能被“上当”
64“明镜”为何要“高悬”
    相关链接：唐代公堂打屁股
65满城风雨的来历
    相关链接：“半夜三更”是几点
66“五花八门”花样多
    相关链接：“市井之徒”是什么人
67北京小巷是“胡同”  
    相关链接：“四合院”里讲究多
68古代看戏去“剧场” 
    相关链接：老乡会的聚点在会馆”
69宫殿庙宇“墙”为红
    相关链接：紫禁城的门钉有讲究
70古人交费“三联单”  
    相关链接：“合同”本为契约书
71古代招聘要如何
    相关链接：古人60岁也退休
72广告不是外来物
    相关链接：秦汉早已用“石油”
73“楚河、汉界”定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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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楚歌”并非两湖歌
74邮政并非始于“西”  
    相关链接：从名片到贺卡
75有去无还“鬼门关”
    相关链接：阳间也有“奈何桥”  
76“空中楼阁”如何造
    相关链接：“空中楼阁”何其多
77古人“作揖”好处多
    相关链接：“无恙”曾是害命虫
78后来者为何“居上”
    相关链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79“忘年交”间情意真
    相关链接：古人出行车为“轿”
80年年岁岁有“枪手”  
    相关链接：密封试卷制
81“蓝桥”并非虚构说
    相关链接：越了“雷池”会怎样
82古代如何“敲竹杠”  
    相关链接：无理就得要“抬杠”  
83“信口雌黄”胡乱说
    相关链接：两面派原是“两面牌”
84救人性命的“犬马之劳”  
    相关链接：“走马观花”定姻缘
85“猴年马月”没指望
    相关链接：“黄道吉日”在何时
86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相关链接：丁是丁，卯是卯
87“天高皇帝”有多“远”
    相关链接：宰相肚里怎“撑船”
88如何能走“桃花运”  
    相关链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89去哪儿闯“江湖”  
    相关链接：“大千世界”有多大
90“井水”如何不犯“河水”
    相关链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91买“东西”而不买“南北”
    相关链接：“败北”之仗怨方位
92为什么要从“东山再起”
    相关链接：不见“黄河”不死心
93“大手笔”跟写毛笔宇有关吗?
    相关链接：小巫见大巫和“巫师”有关吗? 
94万金油
    相关链接：“不倒翁”本是褒义词
95“月老”怎是婚介人
    相关链接：“亲家”诞生皇帝家
96“斗胆”英雄胆如斗
    相关链接：皇帝脸有“豆腐块””
97春秋就有“东道主”  
    相关链接：京油子和卫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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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古代计票爱画“正”  
    相关链接：“书记”如何成领导
99“佳人不只称女子
    相关链接：“无毒不丈夫”误传久
100“二百五”并非俗语
    相关链接：“走后门”并非现代词
101“鸳鸯”比喻兄弟情
    相关链接：“连理枝”并非很美好
102“老人家”是外来语
    相关链接：汉人如何“磨洋工”
103女大如何“十八”变“
    相关链接：古人生育也“计划”  
104大悲大喜皆“断肠”
    相关链接：“吐口水”表憎恶
105“纸醉金迷”是幻想
    相关链接：“智囊”曾做残疾称
106千里姻缘“牵红线”
    相关链接：双喜临门“囍”字帖  
107“笔耕”不辍为哪般
    相关链接：古人卖文有“稿费” 
108“座右铭”是实物
    相关链接：“模范”本是两种物
109古人“离婚”靠官方
    相关链接：周代始有“婚介所”“
110“会计”职业产生早
    相关链接：“秘书”种类太复杂
111“赵姓”为何排在首
    相关链接：“百姓”为何要称老
112“三姑六婆”关系多
    相关链接：“七十三、八十四”是道坎儿
113不做二不休
    相关链接：“乌龟王八忘性大
114狗抓耗子也拿手
    相关链接：三句话不离本行
115各种职业“三百六十行”
    相关链接：卖油老儿“状元”郎
116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相关链接：无“巧”真的“不成书”
117知子莫若父丧命天注定
    相关链接：范蠡传授“生意经”
118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相关链接：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
119春季最早叫“青春”
    相关链接：“青睐、白眼”来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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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文化小故事
2、不错不错，衣食住行中了解中国文化！
3、里面纸很软。黑白。很轻。看封面设计没想到里面很烂。不知道内容怎么样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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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有着追寻前代文化传统的习俗。从孟子提倡的“知人论世”到清末“整理
国故”的提出，再到现代人“国学热”的不断升温，无一不在说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渴求。国学
是一种知识可以讲授，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是一种礼仪可以复制，更是一种文化需要了解和品味。
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表现，从来不是遥远和僵死的，几千年来它始终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生活
中，默默地连接着古代人和现代人。因此，本书遵循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选119个词条，用生活化的语
言进行叙述，每个词条之外，还有“相关链接”来辅助，让读者在最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中，品读文
化的来龙去脉，品味贯穿古今、绵延不绝的国学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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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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