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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华酒经”的专著，全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华酒文化的内涵和形态、中华
酒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弘扬思路、中国女性与酿酒的起源及其作用、精明周到的推销艺术、酒令发展的
四大阶段、中国酒信的深广的社会影响与趋势特征等方面的内容。
 　　伟成的《中华酒经》是他环绕着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考虑到可读性、趣
味性、资料性、学术性、开拓性等方面的综合需要，深入浅出地写成的。
举凡与酒有关的问题，几乎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伟成从哲学、文学和民俗学等角度，对酒的文化
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道德形态和美学形态作了全面的审视，让读者领悟到酒巾学问的醇厚，
从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素质。
当人们看到这一篇旁征博引而又深刻独到的著作时，是会理解“酒博士”之所以为研究酒中学问的博
士，是因其会从酒这人生的饮料中，看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浑融。
伟成的老乡、宋代大诗人欧阳修曾经说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借用这老先生的思路，我们也不妨说，《中华酒经》编写之意不在酒，在乎文化学术之问也，不知读
者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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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酒文化绪论中国传统上有一种说法：宇宙古今，山川人物，无一非道理；应机接物，饮食坐卧，
无一非文章。
其中饮食，包括饮酒，如果单纯地当作饮食来看，是浅薄可笑的，因为它已经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
，凝结了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是一种烹饪文化，所以黄周星《酒社刍言》说：“饮酒者，乃学
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
”那么，就让我们对饮酒这门学问进行理性的探索吧！
中国的饮酒已经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凝结了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创作，上升为一种饮食文化。
“酒文化”一词，虽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来，但至今仍无人对这一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概括。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酒文化？
它具备哪些内涵和外延？
它的发展趋势如何？
本文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中华酒文化的内涵和形态内涵就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构成文化的基本形态上，即：
中国人不仅创造了酒文化的物质成果，而且创造了其精神成果、行为规范以及保证其发展的制度成果
，由此形成了酒文化的四个基本形态，即物质型、精神型、行为型和制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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