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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饮食这件事，说来可小可大，可简可繁，要裹腹充饥，“食物”唾手可得，箪食瓢饮，也能活人。
周惠民教授留学德国多年，讲起欧洲史事，旁征博引，讲起中西饮食，也是如数家珍。
每回和他闲聊，都能听到他融贯中西的学养与宝贵的生活经验，来回穿梭古今中外。
看他写饮食的文章，犹如在历史厨房里，用食材进行理化实验，有的惊世奇观只能悠然神往，有的则
是嘻笑自嘲，引人会心一笑。
看他书里的描写，脑中意象随之飞舞，有茹毛饮血之象，也有钟鸣鼎食之意，好不热闹。
    本书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发挥历史专长，相关史事，信手拈来，也将食材、食法在生活中的运用、
误用以及来龙去脉交待一番，更不忘在字里行间来点儿太史公日的闲趣，不但有史事，还有史识。
这本书要从书架落下可能砸不伤人，但知识的分量是不容小觑的。
读者能对熟悉的饮食内容感到豁然开朗，知其所以然的踏实满足；对远古远方或敬而远之的食物，则
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趣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饮膳随缘>>

作者简介

周惠民，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德国史》、《德国对华政策研究》等书。
近年来在大学开设西方饮食文化史的课程。
曾任《时报周刊美食志》专栏作家，擅以文化、历史的角度剖析美食。
高静芬，出生于台北市，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喜欢写作、摄影。
曾任《时报周刊》副总编辑、《妈妈眯呀》美食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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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们常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
”其实，不只是人类有爱美的天性，许多动物一样爱美，孔雀、粉蝶、鸳鸯等也都有装扮自己、取悦
异性的行为，倒是这些动物都是雄性搔首弄姿，与人类大不相同。
虽然人类爱美，但哲学家一直也没能给“美丽”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罗刹海市”提到海外有一个以美丑为社会地位标准的国家，但此地的美丑
观念与中国正好相反，所以见到俊俏的主角出现时，反而害怕地逃走，主角化装成张飞后，才觉得“
前媸而今妍”(比以前好看多了)。
太平洋岛屿中，也有许多民族的审美观是以“肥胖”为美，我们认为臃肿不堪者，在当地反而成了俊
男美女。
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中国的审美观也一直在胖瘦之间来回摆荡。
到底什么是美，一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中国人说各式美女叫“燕瘦环肥”，这倒是有一定的规矩，审美观是从“瘦”(汉代的赵飞燕)变化到
“胖”(唐代的杨玉环)，如果这句话要补充，以现代观念而言，可能又要找一位骨感美女。
古代人甚少油水，所以孟子提到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
肉吃。
既然没有油水，大家就都瘦，所以骨感美女较多些。
当时人就以骨感为美，较典型的例子是战国时期的楚国。
据说当时楚王喜欢细腰，后官许多美女为了讨楚王的欢心，经常以绝食为手段，达到瘦身的目的，饿
死不少。
这种喜欢瘦子的风潮一直延续到汉代。
赵飞燕姊妹就成了典型，说赵飞燕是“体轻腰弱”，她妹妹则是“弱骨丰肌”，可以想像得出她们都
瘦。
这一方面与审美观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汉宫的食物采高纤有关。
汉代有一位叫“贾佩兰”的小姐，原在皇宫服务，嫁到民间后，她追忆宫中生活时，还念念不忘宫中
在节庆时吃的“蓬饵”(蓬蒿做的小饼，类似台湾的鼠曲棵)，显示蓬饵是当时的美食；另外，还有一
种美食叫“雕胡饭”，是拿“菰米”(茭白笋结的实)煮饭，很多记载中都提到这种食物。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说，这两种美食都是高纤的美容食品。
汉代人相当节俭，雕胡饭已经算是至味，一般人只能吃“脱粟饭”(糙米饭)。
第一位平民宰相公孙弘身上就发生过一件事，他虽然贵为宰相，可仍十分节俭，不但穿一般的布衣裳
，吃的也是脱粟饭，甚至用来招待老朋友，引起老朋友的不满，认为他不是做作，就是有意怠慢，竟
然到处造谣，说他：“内厨五鼎，外膳一肴。
”(私下吃五鼎大菜，却在人前食一道菜。
)按汉代的规定，大夫三鼎，只有诸侯才能五鼎。
公孙弘要赶快辟谣，以免朝廷认为他逾制，所以气得说“无逢故人”(老朋友不要也罢)。
虽然当时的诸侯按规定是可以吃五鼎，可是《礼记》记载的“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的
规定，仍相当有拘束力，所以《史记》中记载一位平津侯的食物是“一肉、脱粟之饭”(一道肉加糙米
饭)。
总这么吃一些高纤的食物，你说是不是想不瘦都难？
如果还觉得自己太胖、不够美，也还有其他办法，“辟谷”(不吃谷物，每天吃花草过日)是个不错的
选择。
屈原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白天喝木兰花上的露水，晚上吃菊花落下来的花
瓣)。
当然，要提醒各位计划如法炮制的读者，屈原可能就是吃了太多纤体食物，以至于缺乏淀粉，血糖过
低，没事看见幻影，说不定他就是因此掉到汨罗江淹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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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味道如此捉摸，也找不出一个公式，所以有人要我推荐美食时，我总要三思，再告诉一句英国的老话
：“一个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惠民这本书要从书架落下可能砸不伤人，但知识的分量可是不
容小觑。
读者能对熟悉的饮食内容感到豁然开朗，知其所以然的踏实满足；对远古远方或敬而远之的食物，则
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趣味。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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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饮膳随缘》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饮膳随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