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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以“美食大国”享誉世界，不仅各种美味佳肴遍布中国各地，中国菜品更是风行海外。
然而，美食一一事，除品味之外，更有文化内涵与人文特色融会其中。
每一个中国人舌尖上的故乡构成了整个中国，并且形成一种文化得以世代传承。
在这种文化中，传统美食不再仅仅是味蕾上的一点滋味，更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林语堂先生说：“‘吃’在中国无所不在，无往不通。
这种‘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理满足，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
丰富的心理内涵。
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亘古至今，聪明睿智的中国人将饮食上升为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乃至一种哲理而论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    《舌尖上的中国——中华美食的前世今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细致人微的全
方位展示，带你从纸上认识、回味舌尖上的中国。
书中从中华饮食的起源和发展、历代名宴、主要菜系和菜品、著名小吃、主要烹饪技法、饮食礼仪等
方面入手，收录有关中国美食的传说、典故、趣闻、轶事，系统介绍了众多中华经典美食的历史渊源
、独有风味和鲜明特色，折射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与时代风貌
。
其中，“光阴中的烟火气”介绍了中华饮食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岁月积淀的沉香”介绍了川、鲁、
粤、苏、湘、徽、浙、闽等八大菜系和北京菜等有代表性的地域美食，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
讲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国人的主食故事”系统再现了远古时代赖以充饥的自然谷物和如今人们
餐桌上丰盛的、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将一个异彩纷呈、变化多端的主食世界呈现出来；“厨房里藏
匿的秘密”对中国人在厨房中的绝技和高超的调味技术进行全方位解密；“口腹之欲中的人文情怀”
让我们看到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历史与文化的馈赠”带领我们体味历史的味道、人情的
味道和记忆的味道；“三餐之外的饕餮盛宴”对中华小吃进行了系统介绍；“清茶老酒的醇芳”对中
国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茶文化和酒文化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健康的永恒追求”从养生保健和科
学饮食的角度阐释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
此外，本书还收集了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等中国现当代文化名家谈论美食的散文，其中有传统大
菜，也有特色小吃，将中国经典美食与回忆、故乡、风俗、文化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读者对于中
国美食文化、风土人情有更深入的体会。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
中国人用智慧巧妙地从自然界获取美味，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都得益于他们对上天和食物的敬畏
以及对自己深爱的那片土地的眷恋。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还有历
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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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以“美食大国”享誉世界。
不仅各种美昧佳肴遍布全国各地。
中国菜品更是风行海外。
然而，美食一事，除品味之外，更有文化内涵与人文特色融会其中。
每一个中国人舌尖上的故乡构成了整个中国。
并且形成一种文化得以世代传承。
在这种文化中，传统美食不再仅仅是味蕾上的一点滋味，更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李春梅等编著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华美食的前世今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
细致入微的全方位展示，带你从纸上认识、回昧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中华美食的前世今生》中从中华饮食的起源和发展、历代名宴、主要菜系和菜品、
著名小吃、主要烹饪技法、饮食礼仪等方面入手。
收录了有关中国美食的传说、典故、趣闻、轶事。
系统介绍了众多中华经典美食的历史渊源、独有风味和鲜明特色，折射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
域、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与时代风貌。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
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
在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
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
还有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和记忆的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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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群芳吐蕊，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的饮食文化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群芳吐蕊、百家争鸣的时期，
各学派除了在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外，对饮食文化也都有各自的思考。
南于对饮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学派的饮食文化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有些学派比较重视饮食文化，饮食文化思想也比较深刻和广泛；有些学派则忽视饮食文化，饮食文化
思想也比较消极和落后。
在先秦诸子的饮食文化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儒家起源于古代掌管祭祀的方士、术士，酒食是祭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儒家是重视饮食文
化的。
儒家的创始人物孑L子就是十分重视饮食的人，他提出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观点，不知影响
了多少人。
不仅如此，他还将饮食作为立国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主张统治者“节用而爱人”。
不过他认为普通的民众不必如此，而是应该追求饮食的美味。
    在孔子关于饮食的论述中，大多都是与祭祀有关的。
比如说“割不正不食”“不宿肉”“祭肉出二三日不食”等，都是从祭祀中总结出来的原则。
祭祖的食物一定要按照规格进行切割，否则就不能食用；为国君助祭的肉食要当天吃完，不能留到第
二天；家中祭祀的肉食也要在三天内吃完，三天后就不能吃了。
孔子对饮食的态度就像对待祭祀一样严肃，即使对待粗糙的食物也不例外，他在《论语·乡党篇》中
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    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提出了很多饮食原则，这些饮食原则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
但在当时却十分具有进步意义。
如放久变味的食物不能食用；烹饪不熟的食物不能食用；变色的食物不能食用；无法保证其清洁的食
物不能食用；不到吃饭的时间不能进食；吃饭以主食为主，不能进食过多的肉类菜肴；酒可以喝，但
以不醉为度；不能一次进食过多；进食的时候不能说话，等等。
此外，孔子对食物的搭配也非常讲究。
如他认为肉菜应该蘸酱而食，“不得其酱不食”，且不同的肉食要搭配不同的酱。
    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也认为人们追求食物的美味是无可非议的。
他在其著作中提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并认为这样的欲望是非常合理的。
对于某些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口腹之欲而要求人民清心寡欲，孟子十分看不惯，他认为统治者应该
施行仁政，与人民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社会才会和谐，统治者无权剥夺人民的口腹之欲。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苟子则与孟子的观点相反，认为追求美味是“人性恶”的表现，这就脱离了儒
家的观点而接近法家观点了。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不仅不重视饮食文化的进步，而且还主张对统治者和人民区别对待。
统治者可以纵酒淫乐，尽情享受美味佳肴；而人民则要勤劳节俭，无欲无求。
他认为统治者追求美味是顺理成章的，国家并不会因此而衰亡。
在《说疑》中，他说赵之先君敬候“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晕弋(畋
猎取乐)，夏浮淫(荡舟取乐)，为长夜(夜中作乐)，数日不废御殇”，但是赵国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韩非子的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君主一人追求美食确实不足以导致国家的衰亡，但问题是统治者
穷奢极欲，遭殃的往往是人民。
统治者越贪图享受，对人民的剥削就会越严重。
韩非子不但鼓励统治者纵欲，而且还主张提高酒肉之价，让老百姓买不起肉，强制民众节欲，这样国
家才会富强。
这种主张显然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但却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与法家不同，墨家主张君民平等，强调粮食对国君和人民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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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
⋯‘尽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人，强乎耕嫁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日：彼以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墨子认为，人民之所以努力工作，是受到了口腹之欲的驱遣，如果人民努力工作却满足不了口腹之欲
，甚至有人饿死，那就会导致民众怨声载道，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墨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节制饮食，以免造成浪费。
他在《辞过》中说：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羹鱼鳖。
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美食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髓
。
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    墨子的饮食思想非常质朴，代表了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利益。
他认为食物只要能够“充虚继气，强肱股耳目聪明”就可以了，不需要追逐什么美味。
在墨子看来，君王平时的饮食有一饭一菜就足够了，使用的餐具也不应该追求奢华，简陋的陶土器皿
就可以满足盛放食物的需要，又何必去讲究美观呢？
墨子的思想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的，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实现的。
    相对于墨家的饮食文化思想，道家的思想要更消极。
道家主张“无欲无求”，将人的各种欲望都抑制在最低点。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人们应该满足于最低的生活标准，而不应该有太多的欲望。
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更是主张回到太古时代，消除一切文明，重新过“茹毛饮血”的生活。
他们不仅不希望饮食文化有所进步，反倒还希望向后倒退。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社会就永远都不会进步了。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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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擅长烹饪的中国人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和敬畏。
将无限的想象空间赋予各种食材，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烹饪方法，不同的调昧品。
让食物变得更加美昧。
酸、甜、苦、辣、咸、鲜⋯⋯舌尖挑逗的。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味蕾。
更是光阴故事下人们的文化传承，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李春梅等编著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华美食的前世今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细致
入微的全方位展示，带你从纸上认识、回昧舌尖上的中国。
书中从中华饮食的起源和发展、主要菜系和菜品、主要烹饪技法、饮食礼仪等方面入手。
收录了有关中国美食的传说、典故、趣闻、轶事。
系统介绍了众多中华经典美食的历史渊源、独有风味和鲜明特色。
折射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与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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