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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酿酒的历史。
酒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与华夏文化同步前进，处处表现着相辅相成的活动轨迹。
可以说，酒文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缩影。

从古至今，美酒与英雄相得益彰。
酒给了英雄豪杰不凡的壮举，英雄赐予了酒浓厚的文化底蕴。
曹操煮酒论英雄、李白举杯邀明月、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苏东坡把酒问青天、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
⋯⋯可见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
也正是有了酒文化的发展，才会有那么多美妙神奇的故事流传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酒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我国从距今六千年原始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大量陶器中，已经发现有众多的酒
具，可见酒在中国历史之悠久。
酒和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两大主流，在世界饮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地位。
自古以来，酒便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必备用品之一，人们只能在祭祀后才能享用酒，获得片刻的陶醉
。
在我国各民族中，无论是种种习俗还是宴请宾客，酒在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酒已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
酒可以在书画中飘香，可以在音乐中流淌，可以在诗文中宣泄。
也可以在舞蹈中飞扬。
酒无处不在，酒生命无限。

在日常生活中酒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酒之普及，可谓深人千家万户。
从国宴庆典到红白喜事；从平民以酒作为处世法宝，到军事家、政治家把酒引为克敌制胜的诀窍，从
古今中外的达官显贵，到现实生活中的黎民百姓，无不崇拜这杯中之物，并使之雅俗共赏。
此外，饮酒与人们的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酒为百药之长，从古到今都有适量饮酒可治病强身的
说法。
随着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药酒保健养生已逐步进入千家万户。

然而，酒自问世以来，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酒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有着不可避免的负
面效应，因此酒也常被人们称为“魔浆”、“祸泉”、“酒为人险”等。
传世经典《尚书》就有这样的记载：商纣王帝辛“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以致上天都发起怒来。
古人常把酒与美色相提并论，对酒的迷恋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矛盾心理。
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有能力将酒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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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葛洪反对禁酒，是从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来说的。
他从反面历陈禁酒之弊端，来说明禁酒在客观上是不可行的。
他在《抱朴子·酒诫》中的那一段关于“民之好此，可谓笃矣”的精彩论述，除了说明饮酒的群众性
这一古往今来的基本事实不能漠视外，还说明了禁酒执行中的诸多弊端，如禁小不禁大、禁民不禁官
、明禁暗不禁、禁无力不禁有势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又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酒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
，任何当权者在实施其酒政时，都只能遵循它，而不能违背它，否则都将归于失败。
孙嘉淦在清代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孙嘉淦反对禁酒，经历了一个过程。
孙“故家贫，耕且读”，曾任国子监司业和祭酒，官至吏部尚书、直隶总督。
最初他曾提出“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的主张，后来他又自己加以否定，说这个主张“犹属书
生谬论”，事实上是“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反对禁酒变得更加彻底。
这是因为在他亲自体察民情以后才知道，歉岁禁酒的结果是“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
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
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
”同时，他又说“酒又为必需之物”，没有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所以酒是关乎人
民生计，禁酒行不通，是他反对禁酒的第一条理由。
他做了一些调查以后，又了解到：“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余名。
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名。
”据此，他认为禁酒的结果，必然是“罹法者众”，“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
这是他反对禁酒的第二条理由。
关于酿酒是否都浪费粮食，他也有独特的见解：“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若烧酒则用高
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曲以大麦为之⋯⋯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
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
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而有益也。
⋯⋯秕糠之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
”因此，酿酒一定都是浪费粮食，在部分情况下反可得利，这是他反对禁酒的第三条理由。
此外，他还指出了酒多则价贱、价贱则酿少这一市场价格规律；反之，“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
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
禁酒不符合这一客观的市场价格规律，这是他反对禁酒的第四条理由。
孙嘉淦反对禁酒的一些思想，如重视人民生计、法不责众、重视酒利、重视市场规律等，是适应了当
时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形势的需要，比之单纯强调禁欲主义、惩办主义的禁酒政策来，要先进得
多了。
第六节历代名酒从古至今，中华各个民族的酒文化都非常发达。
各种不同品名种类的酒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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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酒典(绣像精装本)(套装共2册)》是由线装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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