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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好玩的是汉朝的皇帝在摇头晃脑背诵《三字经》，还有武则天说《百家姓》都穿越得一塌糊涂
了吧！
2、题目都很好玩，写得都很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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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初一见不到月亮——《三字经》始于宋代，成书于明代——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火药发明于隋唐时期，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包子起源于魏晋时期，
诸葛亮七擒孟获—&quot;蛮头&quot;——明朝前秀才靠举荐，明朝后考秀才需要考试和花钱——嫡子
、长子、嫡长子、嫡次子——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西方以耶稣出生那一年做为公元元年，
耶稣出生前为公元前XX年，耶稣出生后为公元XX年——“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乃骆宾
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写的《讨武曌檄》中的词句——故宫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
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司马炎
废曹奂建西晋——“知音”一词：俞伯牙+钟子期，一个弹琴一个听琴——春秋时期的伯牙、子期代
表知音朋友，商末时期的伯夷、叔齐代表气节忠臣，“伯牙叔齐之才”，这俩不挨着~！——清灭明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汉服：右衽—左衣襟压右衣襟。左衽—右衣襟压左衣襟：代表
蛮族穿戴或死人的穿戴——明朝，魏忠贤，“九千岁”——和尚头顶的香疤、戒疤：至元朝才出现—
—唐三彩是陪葬品——宋徽宗临摹的唐代画师张萱的《捣练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宋徽宗
《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饮鸩止渴”，鸩和鸠的区别——令尊、令堂；家严、家慈——
宋太祖赵匡胤，将乌纱帽的两侧加上长又窄的翼——明太祖朱元璋，将两根长又窄的翼改良为短而粗
的翼——满汉同文的匾额只出现在清朝——“孝庄”乃谥号也——“太祖、太宗、高祖、高宗”等都
属于庙号，与谥号一样都是死后才有的。——皇帝皇后妃嫔都可以有谥号，而庙号只有皇帝才有——
皇帝对国家有功(如开国)，庙号为“祖”——皇帝有仁德，庙号为“宗”——唐 陆羽 茶圣 《茶经》—
—太平猴魁直到清末年才出现
2、电视剧《美人心计》第8集里莫雪鸢和周亚夫有一段温情对话，其中提到了包子，并明明白白地放
着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殊不知对西汉人来说，包子和披萨饼、三明治一样，都是莫须有，看不见也
摸不着的。周亚夫，无口福，生于汉，早多年。吃包子，须魏晋，诸葛亮，始创研。说到中国的美食
，似乎是中国人骄傲的资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甚至是那土里爬的，只要
经美食家们精心调制一番，总能成为名菜，吃了上百年还是食客不断。不必说令人眼花缭乱，达到烹
饪最高境界的满汉全席，也不必说流派纷呈，各具特色的八大菜系，单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包子就有很
多种做法了。在全国各地，只要是个像样的饭店，包子是必不可少的食品之一。在北京有庆丰包子，
天津有狗不理包子，广东有叉烧包和奶黄包，上海、四川等地有小笼包，便是新疆也有香喷喷的烤包
子卖，如果有爱吃包子的游客，不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有口福品味各种包子美食了。不光现代
人爱吃包子，我们的老祖宗也把包子当作一种重要食品。《水浒传》里，武松在十字坡碰到孙二娘开
的黑店，也还要了一笼肉包子当主食，结果孙二娘倒拿出人肉包子来给武松吃。宋代是否有人肉包子
，短时间内是无法考证的。不过，宋代有卖包子的，这却是事实。如果，有人因此说，西汉的人也一
样能吃到包子，那就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了。电视剧《美人心计》第8集里莫雪鸢和周亚夫（公元前199
年—公元前143年）有一段温情对话，其中提到了包子，并明明白白地放着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殊不
知对西汉人来说，包子和披萨饼、三明治一样，都是莫须有，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包子大约起源于魏
晋时期，相传诸葛亮（181年？—234年）深入南蛮之地，七擒孟获后班师回朝，途径泸水（云南省境
内）时，突遇狂风，士兵不得渡河。诸葛亮询问孟获后得知，因两军交战，阵亡战士无法回乡与家人
团聚，于是兴风作乱，如果要顺利渡河，必须要49颗蛮军的人头祭祀。诸葛亮不愿再杀受降蛮军，于
是让人用面为皮，牛羊肉混合为馅，捏成49颗人头形状的面食，祭祀鬼神，才顺利渡河。这种食品称
为“蛮头”，意思为蛮军的头，并逐渐转为“馒头”一词。后来的人们在做馒头时，省去了包馅的手
续，就成为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馒头。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馒头的本来面目，宋代时，倒把有馅
的馒头称作包子，一直沿用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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