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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证知识小百科》

内容概要

本书从报刊中精选短小精悍的400篇文章，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中外人物四个方面，介
绍经研究考证与当今流行观点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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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政治军事篇“开国大典”并不在10月1日“三年解放战争”的提法不准确留法勤工俭学是谁发起
的?邓中夏、李立三首先提出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与“打响第一枪”“朱毛会师”应在何时遵义会议
召开日期订正“朱德扁担”的故事有误传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西行漫记》附照的一处
失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由来《毛泽东手迹》中有3幅是江青所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并非出自毛泽东之笔“德、智、体全面发展”来源辨误“党八股”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国际歌
》歌词译文有一处与原意不符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不是“被扣”而是“被俘”对杨靖宇牺牲的误传上海
工人三次起义主要领导者应是陈独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并不是被撤销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中的共
产党员人数新考袁世凯称帝是谁的主意?蔡锷北京脱险实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出于谁?孙中山
先生何时被称为“国父”孙中山首先提倡“实事求是”孙中山与李大钊合影是一张误认的历史照“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非孙中山所言孙中山为什么让位给袁世凯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
之争”的历史考辨“火烧赵家楼”辨正“振兴中华”口号小考雍正篡改遗诏夺取皇位之说不可靠王安
石“三不足”质疑匡正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曲解武则天“无字碑”之谜履历表始于
隋朝“县官不如现管”中的“县官”是指县级长官吗?“保镖”考“班房”溯源“刑不上大夫”考辨何
谓“磔”刑我国最早的晚婚制度谁先提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口号中国别名小考“炎黄子孙”不
是中华民族的同义词华表是人类最早的舆论监督工具我国监狱称谓的由来“衙门”小考王充并不反孔
反儒孔子“患不均”思想新探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学而优则仕”本义考“生而
知之”新考“中庸”原旨新探“孔丘诛少正卯”考“参谋”溯源刘基的《百战奇略》是后人伪造的《
孙子兵法》不能与《孙膑兵法》混为一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第一次提出的不
是列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马克思的姓名、学说、肖像在我国报刊上第一次出现考马克思妻子
和女儿的照片辨误还“卐”形本来面目，洗“卐”字不白之冤二、文学艺术篇三、历史地理篇四、中
外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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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国大典”并不在10月1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
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画家董希文曾据此画过一幅名为《开国大典》的大型油
画，后拍成的影片也叫《开国大典》。　　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
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
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　　实际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
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他
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
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的这篇开幕词现在保
存在中央档案馆，并全文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
“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
平开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社论指出：
“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那么10月1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纪念日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1949年10月9日下午三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会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
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
府决定。”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
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
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即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而1949年9月21日的“开国盛典”则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10月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则被称作
“开国大典”而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　　1917
年7月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表示了胡适对马克思主义
的批评意见。李良玉在《南京大学学报》上撰文认为，胡适的这篇文章，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或者
说得更具体一点，与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胡适此文批评的，不
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在胡适
看来，这种诠释破坏了实验主义的科学性。　　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运用实验主义方法论进行论辩
，坚持对于外来文化的实验主义立场，按照实验主义方法论建设新文化，构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中胡适的完整的价值论系统。　　胡适说：“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后果，不把他
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胡适主张对于每种主义都要弄清其
前因后果，以便知道它本来是解决什么问题，实行的效果又如何。他认为，这种历史的态度可以使人
们避免对于主义的一知半解或生吞活剥。这种“历史的态度”包含不包含某些关于外来思想文化必须
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合理因素?　　胡适又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
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也许，这段话包含了一个必
须防止现代迷信的严肃的历史课题，它带给胡适的不是对话，而是无限的孤寂。这是胡适的一个悲剧
。然而，它的悲剧意义为人们真正认识之后，能带来的，是一系列深刻的历史沉思。　　(摘自《南京
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李良玉文)　　“火烧赵家楼”辨正　　所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
国现代史教科书，在叙述五四运动时，都要提到学生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一事。如：“游行队伍
便直奔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火烧了赵家楼”。这种表述给人以明显的错觉：曹宅名
叫赵家楼，似乎还是楼房。事实并非如此。考察了当年的曹宅所在堆之后发现：“赵家楼”是胡同(小
街)名而不是住宅。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其南面是赵家楼前街，北面是赵家楼后街，东面是东总部胡
同，西面是宝珠胡同，原曹宅早已拆除。另据曹本人回忆，当时其住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是一排西
式平房，西院全部　　是中式房屋，曹当时住东院。因此，准确的表述应是：“学生放火烧了位于赵
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顺便说明，赵家楼胡同也不在东单北大街(常简称东单)，距今天的东单北
大街很远。　　(摘自《党史文汇》1991年第1期，李义凡文)　　“振兴中华”口号小考　　18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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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主张变法图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
“振兴中国”的口号。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章程规定“是会之设，专
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提出过“中国可以白振”、“惟有激耻以振之”、“振厉”中国等问题。这是走
改良的道路振兴中国，当然不可能成功。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义和团运动中，农民义军也提出过
“振兴中国”的口号。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提过“要复兴中华”、“中国应该⋯⋯振
兴”。但是，汪伪提“复兴中华”口号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东亚”，保护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祖国
的利益。　　“振兴中华”的口号，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已是时代的要求和人心所向。它鼓舞许多有
志之士投入爱国斗争的行列。“文化大革命”以后，爱国知识分子又重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是在1981年3月20日。当时，我国男女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赛中取得第一名，大大鼓舞和激发
了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狂欢的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时，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红楼梦》故地今何在?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到底在何处写出了这部世界不朽名著，
红学家寻踪觅迹，终于在北京西郊香山樱桃沟，找到了《红楼梦》的诞生地。　　据考证，《红楼梦
》中许多艺术描写都是受香山自然景物和社会素材启发而摄人的。《红楼梦》开卷就提到一僧一道席
地而坐青埂峰下，“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如
今樱桃沟乱石丛中确有一块形似大元宝的巨石，曹雪芹借用元宝石的特征，对男主人公进行了烘托比
兴的传奇创作，叫他投胎堕地之时就口含一块“通灵宝玉”，命名为贾(假)宝玉，并把书名也取作《
石头记》。　　谈及贾宝玉不能不使人想起林黛玉。如今香山碧云寺以西河滩里有一种黑色石头，此
石不染衣服不脏手，用它画眉一擦便掉，此石虽黑体本质洁净，原来黛玉之名来源于山村黑石。　　
在樱桃沟大元宝石旁边，有处更加离奇的“木石前盟奇观。只见一块两丈多高，寸草不生的巨石上，
顶部居然挺立着一棵苍劲的古柏，那卷虬的根须外裸着，仔细看去，原来主根扎进巨石里边，并以千
钧之力挣开一条裂缝，根须一直穿透石底，裂石底下凹陷一穴，有脸盆大小，且积有一泓泉水，让人
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这掬清液如同天然甘露，夏天连日暴雨不外溢；冬日三九严寒不结冰。树生石
中，紧紧拥抱，难怪乎曹公形容宝、黛是“木石姻缘”。　　世人皆知曹雪芹是文学家，可他出身兵
卒世家却鲜为人知。曹家白宫势凋落后，时值盛年的曹雪芹便归隐香山八旗护军营之一：正白旗村，
过着清贫的生活。历经沧桑，直至70年代初，居住在香山正白旗村39号的退休教师舒成勋，偶然从住
室墙皮剥落处，发现曹雪芹好友鄂比当年题赠的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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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徐智明　　说也奇怪，尽管收入本书里的新考证，曾在各个时期各种报刊上东鳞西爪地见
过，但是现在经过系统的精心编排与优化，集中浓缩，浑然一体，宛如一簇簇琳琅满目的葡萄串，一
丛丛璀璨华美的绣球花似的，蔚为景观，富有全息色彩。　　记得《淮南子·说山训》里有一段话：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其意思是说，世间哪有纯白的狐狸，那纯白的
狐皮大衣，正是由许多张狐皮上的纯白部分拼缀制作的。其实，搞文摘也是如此，要花大量的精力和
时间，在浩如烟海的报刊之林中，到处搜集，长年累月，兼收并蓄，做有心人。朱思敬先生曾多年担
任《编辑参考》、《读者参考丛书》主编，精于撷取有研究价值、保存价值的新考证。这本《新考证
知识小百科》，涉及政治、军事、文艺、历史、地理、中外人物等百科，从浩瀚如海的新资料中整理
、筛选、分类、立目、编排而成，集中反映了当代百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它就好比由许多张狐皮上的
纯白部分精制的“粹白之裘”，十分珍贵。不是么，一个新的考证，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更何况是将许许多多的新考证搜集在一起，汇编成书，藉以鸟瞰全局。　　广采博撷，深入浅出，是
本书的鲜明特色。读之，不仅能使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且让你的思维跨入时代的前沿，接
受最新的信息，激活创造力。　　这本书的出版，是朱思敬先生多年如一日的成果。据我所知，他不
论在任职期间，还是在退休以后，20年来，积累了很多报刊资料，其中不少是百科知识方面的，已经
编辑出版的《人文知识小百科》、《实用知识小百科》、《万事由来小百科》，一印再印，有的不
到2年，已重印了5次，颇受读者欢迎，，这本《新考证知识小百科》，既适合广大的具有中等文化水
平的读者需要，又为文科有关专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宝贵的信息，我们相信它一定也会受到大
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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