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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解

晚清：“血统主义”原则

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
的首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
例》。该条例按照“父系血统主
义”原则，规定：海外华侨只要父
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
国国籍。

如果没有中国血统，一个外
国人想成为大清百姓，需要同时
满足以下条：年满20岁，在中国
居留10年以上，且品行端正，有
一定的资产或能力可以自立生
存才能申请入籍。

除此之外，外国妇女嫁给中
国人、外国小孩认中国人为继
父，或者小孩是中国人的私生
子，也能获得中国国籍。最特殊
的是，若一个外国人“有殊勋于
中国”，也有机会被特批入籍。外
国人一旦获得中国国籍，必须注
销原有国籍。

民国:承认双重国籍

北洋政府1912年颁布《中华
民国国籍法》。外国人获得中国
国籍（称为“归化”）的居留时间，
从10年放宽为5年。但是，居住在

中国不满20岁的外国人，需要满
足如下条件中的一项才可以申请
入籍中国：

1、父或母曾为中国人；2、妻
曾为中国人；3、生于中国境内；4、
连续十年以上在中国、有住所。

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新
的《中华民国国籍法》。外国人的
入籍条件，基本沿袭北洋时期
的标准。据1929年国籍法，一个
中国人获得外国国籍后，需主动

向内政部提交申请，才会被注销
中国国籍，否则即成为双重国籍
拥有者。

1980年：不承认双重国籍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颁布。这部国籍法为避
免双重国籍问题的产生，不再应
用前几部国籍法中单纯的血统
主义原则，而将血统主义和出生
地原则相结合。

外国人获得中国国籍的条
件，则简明很多。一个遵守中国宪
法和法律的外国人，需满足“一、
中国人的近亲属；二、定居在中国
的；三、有其它正当理由”中的一
个，即能获得中国国籍。一旦获得
中国国籍，原有国籍不再保留。

2004年：推行“中国绿卡”

2004年8月中国出台了《外国
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
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
施“永久居留证”制度，又称“中
国绿卡”，有效期为10年。

该《办法》规定，对在中国有
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
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
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
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
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
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
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

2009年，成龙曾表示“中国
籍是最难入的”，经过颇多曲折，
才让儿子房祖名在放弃美国国
籍后，获得中国国籍。

据《国家人文历史》

百年来，外国人怎样入籍中国

“坐北朝南为尊”源自于古
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五行八
卦之说。《周易·说卦》中说：“离
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
卦也。”意思是说，在八卦之中，
离卦象征光明，当太阳处在正当
中的位置时，照耀南方，使万物
显明，都可以看到，这是代表南
方的卦，所以帝王取法离卦，坐
在北方，面对南方接见群臣，听
取天下政务，象征面对光明，治
理天下。

故而《周易·说卦》说：“圣人
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
此也。”古代君王登基之后便向南
而坐，位置都是坐北朝南的，称
为“南面称王”或“南面称帝”。

与“南面”尊位相反，“北面”

在古代却是卑位，这首先得从
“北”字涵义入手进行解释，
“北”的本义是“背”或“相背”，
在甲骨文中，“北”字就是两人
背靠背的样子，因此，东汉许慎
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北，
乖也。二人向背。”

古时两军作战，打了败仗而
逃跑的一方，总是背对敌人的，
所以“北”这个字，就增加了“失
败”这一义项，秦汉以后，“败北”
成为一个双音节的常用词。

古代君见臣及尊长见卑幼，
均南面而坐，臣僚或卑幼都是站
在南面的，也就是面朝北的，故
以“北面”指向人称臣，称为“北
面称臣”。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

以烹煮刘邦父亲来要挟刘邦退
兵，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
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
杯羹。”意思是说：“我和你项羽
都是面向北面向楚怀王称臣，曾
约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
请你分给我一杯羹。”

后来“北面”亦有认输、求
降、求和的引申义，因为卑幼面
向北方拜见尊长，所以拜人为
师也称“北面”，这在《汉书·于
定国传》中有例为证：“定国乃
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
弟子礼。”

因此，君临天下，九五之尊
一定要坐北朝南，顺应天道。

据《广州日报》

古古代代帝帝王王坐坐北北朝朝南南有有何何讲讲究究

历史上，有些名人我们能
清楚地知道他们人生前半段
的发迹历程，而对于他们后来
之事却“一无所知”。

老子

骑牛西去无下文

道家的始祖老子曾在周
朝任职，后来辞官不做，便骑
着青牛一路西行。路过函谷关
时，被时任关令尹留下写书，
于是便有了《道德经》，写完之
后的老子继续西行，自此，走
出了世人的视线，也走出了历
史的记载。

有人说老子在四川青羊
宫化作了一个婴儿；也有人说
他去了印度教化了释迦牟尼；
还有人说老子在甘肃临洮得
道后“飞升”做了神仙；更有人
猜测他可能西行途中遇到战
乱或者劫匪，不幸身亡了。

西施

游湖不知所踪

西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
美女之首，她一生得宠于她的
美貌，也负累于她的美貌。

后来这位美人的去向也
是不为人知。有人说她被勾践
怒而沉江，也有人认为她被范
蠡救走，《越绝书》记载：“吴亡
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
而去。”只是不知道这个“五
湖”，究竟是指什么湖。

徐福

东渡“不知归途”

秦始皇一统六国，钱权色
可谓尽归其有。于是将自己的
欲望转到了长生不老上。为了
寻找长生不死药，秦始皇派徐
福率领几千人东渡大海。但当
徐福带领的船队从人们的视
野消失的时候，世间便再也没
有了关于徐福的消息。有人说
去了日本，也有人说去了琉
球，还有人说船队遇到风浪全
部尸沉大海。

李自成

兵败不知生死

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
起杀入北京，后西安称帝，建
国号“大顺”。但不久兵败吴三
桂和多尔衮联手大军，李自成
也就此不知去向。有人说他遭
困自缢而死；也有人说他遁入
空门，还做了方丈。

杨玉环

逝而未见尸身

天宝十五年六月，唐玄宗
宠妃杨玉环缢死于马嵬驿，然
而文人的赋咏与史家记述是
不尽相同。杜甫《哀江头》中作
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
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
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
缢死是不会见血的；刘禹锡

《马嵬行》一诗中“贵人饮金
屑”说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白
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
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

“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
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
证明贵妃未死于马嵬驿；更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
远走美洲，马嵬驿被缢死的，
乃是一个侍女。

据搜狐网

5位不知所终的名人

近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引
起了舆论很大的反响和议论。但自2004年中国推出绿卡政策后，
外国人想拿中国绿卡门槛重重，能真正拿到的人并不多。那么，
近百余年来，包括华侨在内的外国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成为中
国人”呢？

古代用什么东西当洗涤剂
┬张嵚

古代没有肥皂洗涤液，东西
脏了该怎么洗？《礼记》中记载：冠
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浣。
这里的“灰清”，就是草木灰。到了
汉朝时，又被称为冬灰。主要是当
时日常洗涤所用。

而在纺织品漂洗时，古代也
早有了效果更强的家伙——— 贝壳
灰。照着《考工记》里的说法：实诸
泽器，淫之以蜃。这里的“蜃”，就
是贝壳灰。以化学上的解释说，贝
壳灰掺上草木灰，就是氧化钙在
水里碰上碳酸钙，然后就能形成
强碱。不但能去污，还能增加光泽
度。马王堆出土的麻织品，都有用
过这个的痕迹。

碱能去污的原理，中国人就
这样早早学会了。自汉朝起，人们
发现了洗衣服的关键物质：天然

碱，即天然产的碳酸钠。汉朝人的
《神农本草经》叫卤碱，唐朝人又
叫石碱。到了宋元年间，终于更进
一步，不但能采还有完整的制作
流程：基本都是在碱中加上香料
和淀粉，做成块状出售，学名“石
碱条”，是为去污的神器。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记载
了完整做法：采集蒿和蓼两种植
物，挖地窖浸泡以后，晒开了再烧
成灰，然后再用水淋，每一百斤浇
两三斤面，就能做成块状，发面和
洗衣服，全都用得上，拿出去卖很
赚钱。而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这是
工业革命以前，碳酸钠提纯程度
最高的洗涤用品。不但提纯程度
高，还有了品牌化销售。比如北京
的合香楼和花汉冲，都是老资格
铺面，历经几百年战乱，清末民初
的时候，都是生意红火。各种传统
洗涤产品，长期深受欢迎。

“九转大肠”因何得名
“九转大肠”是一道山东名

菜，由清朝光绪年间济南的“九华
楼”首创。九华楼的店主是一位叫
杜九龄的巨商，他一生信佛，对

“九”字特别偏爱，所以他所开的
店铺都以“九”字取名。

相传，有一次杜九龄去喝满
月酒，酒后朋友回礼并额外送给
他一挂猪下水。回到九华楼，杜九
龄一时兴起，找来于姓大厨，想让
他把大肠红烧。厨师反复试制多
次，终于做出了一道色、香、味、形
俱佳的大肠菜。杜九龄尝后连声
夸赞，并决定第二天用此佳肴宴
请宾朋，众人品尝后都赞不绝口。
有一文士为迎合店主喜“九”之
癖，当即取名“九转大肠”。

同座都问缘由，他说道家善
炼丹，有“九转仙丹”之名。吃此美
肴，如服“九转仙丹”，可与仙丹媲
美，举桌都为之叫绝。从此，“九转
大肠”之名声誉日盛，流传至今。

据齐鲁网

雷鸣远神父(1927年入籍中国)与中国儿童

李莲英如何博取慈禧的宠信
┬陶琪

慈禧太后是个难伺候的主
子，但太监李莲英却一直深得
她宠幸和信任。说起原因，李莲
英除了梳头功夫比较好，还非
常善于察言观色，对慈禧太后
的好恶、脸色、心理揣摩得都非
常透彻，因而能处处迎合慈禧
太后，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从
下面这件事中，诸位就能窥见
一斑。

有一次，李莲英陪同慈禧
出宫到恭亲王奕 府上去，沿
途必须经过李莲英自己的家
门。当一行人经过李莲英的家门
口时，慈禧太后一仰头，看到了
李莲英府邸大门的匾额上大书
着“总管李寓”几个大字，慈禧太
后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字
看了好久，才默默无声地离去。

慈禧的这一举止，全被李
莲英看在眼里，虽然慈禧没说
什么，但李莲英知道慈禧心里
是非常在意。他当时就给吓坏
了，但却一点都不表现在脸面
上。到了恭亲王府上之后，李莲
英急忙向慈禧告了假，着急慌
忙地赶回自己家里把那个匾额
取了下来，然后又急忙赶了回
去，跪在慈禧跟前告罪说：“奴
才在宫中当差，经常不回家，那
些小太监太不懂规矩，竟然在
奴才家的大门上挂出总管的匾
额，适才奴才已经回去把匾额
取了下来，并责打了那些不懂
事的小太监，送交内务府处置
去了。”

慈禧闻听此言，禁不住开
心地笑着说道：“你做得非常
好，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不用
再交内务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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