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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还在动物时代的时候，除了本能的遗传，不会有文化的记忆。
而自从语言产生，文字发明以后，人类的创造就不再是清风流云，消失得无踪无影，文明随着口头传
述和文字记载累积起来，并以一种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使人类奔驰在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因此，人类的求知欲望日益强烈，求知的能力不断提升，知识的积累不断地改变人类自身。
　　人类的知识积累，是从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神秘属性的探寻开始的，自生物体的生存之道到生存的
意义价值，人们对于自我与世界神秘的探索一步一步把人类带人文明之境。
　　人的生存，需要吃喝与穿住，但人类自身不能提供这些，要仰赖自然赏赐。
自然尽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却要通过人类的劳动才能获得。
土地怎么能够长出养育人类的果实来呢？
这样的神奇催生了人类思维的发展。
简单的形体劳动只能造成动物世界的简单的世代循环，而创造性的思维及其劳动，则成为人类进步的
彩色双翼。
渔猎采集方式的生存，尚是动物化的生存，农业则是人类高尚的创造性活动，人工栽培、养护、收获
，哪一样不是在对于自然的神奇的观察探讨中获得的灵感而用于人自身生存的劳动呢？
农业的栽培，需要对于自然气候的掌握，在看似凌乱日复一日的时间中，找出其运行规律，于是就有
了历法，自然的盛衰荣枯之理，生产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就被发现出来了。
农业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于是大大提高。
　　人类迈进文明的门槛，更源于对人自身的神秘的思考。
如果人仅仅是通过创造性生产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增进，这样一群没有理性的生物体
，不仅不是世界的福音，还可能是世界的灾难。
如果不能控制调节本能，不能建立规则，人类将是悲剧性的存在，将会陷入相互残杀的灾难境地。
一位伟人的词这样描述丧失人性的苦难：“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　　如果没有人文，世界将是多么的悲惨！
于是，我们发现，关于人与人性的思考才是人成为“人”的前提。
关于季节的观察发现，会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自然的荣枯与社会的兴衰可以关联起来，与人的
生命可以关联起来，这样就是天人合一。
人类也从动物世界选择学习了一些良性的规则，如猛虎不食子、乌有反哺之义，从中人们体悟出慈爱
与孝敬的道理，形成了社会的伦理。
中国古代的哲人把天文与人文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天理与人欲于是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带来人世间
的和谐与宁静，人文让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是谁？
这些在今天的哲学家看来都还需要不断解说的论题，人类在诞生之初就开始思考了，并留下了丰富的
充满幻想的关于人类由来的解释，也留下了充满理性的关于人性的思辨，我们不仅知道有女娲造人的
故事，我们更知道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认为天道也是至善的，天人合一，人性就自然是至善的了。
人性如何展开是自己描绘的，无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的表述，还是大公无私普度众生的
崇高理念，让精神左右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凭着欲望的驱使，这就是人！
　　当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世界上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历程，我们发现，人们对于“我是谁”的问
题已经不仅仅是对天发问，而更多的是从前人走过的足迹中寻找依据，也就是说，历史是现实之师。
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智慧资源，只有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才会留下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和
口头传说。
而当我们在享受这份巨大的文化资源的时候，却时时会陷入迷茫，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不解的谜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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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丰富的历史资源会留下清晰的过去岁月的图像，但事实恰恰相反，文化资源越是丰富，其
谜题就会越多。
就像浅浅的水流平淡无奇，而浩瀚的大海宝藏无限一样，中国文化中的无尽奥秘正是其博大精深的体
现。
或者因为文献有缺，事件不能连贯；或者叙述多样，表述不一，让人无所适从；或者时过境迁，往日
的平常之举今日已不可思议；更有珍贵遗产的无奈失落，令人满眼迷茫⋯⋯文化的迷宫让人流连忘返
！
　　文化神秘如今已成为一种娱乐资源。
但是，本丛书却不仅仅是提供给大家开心一笑的。
丛书的文字是通俗优美的，内容也是新奇迷人的，但我们不是为了猎奇。
我们是通过对历史谜题的解读，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社会的功能，思考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何种关系
状态。
古人其实很早就在这样做，如屈原就是一个文化探秘者，他在《天问》里这样说：“遂古之初，谁传
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这就是两个最大的谜，关于最初的宇宙形态是谁传下来的？
宇宙是一片混沌的话，怎么能够考察得到呢？
这是关于宇宙奥秘的问题。
还有关于人生由来的困惑的问题，如：“女娲有体，孰匠制之？
”中国的神话说，人是女娲造出来的，那女娲的身体又是谁造出来的呢？
屈原的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回答不完善。
探秘不就是探究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吗？
岂会仅仅是猎奇？
对文化的神秘性的探寻是一条漫漫长路，永远地不停息地行走在这条充满艰辛而又喻快的道路上，这
就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人类崇高而又伟大的精神！
　　我们寻找失落的玄珠，我们想揭开千古的谜底，其实是想和读者朋友一起反思人生的价值，话题
是严肃的，但我们的表述是轻松的，因为我们想和大家一起享受人生的趣味。
苦思冥想不会产生思想的巨人，也不会理解人生的意义，相反会背上沉重的负担，丧失生存的乐趣。
当我们感到文化的历史是深邃和奇妙的时候，就会产生探索的欲望，我们的境界就会产生新的飞跃。
　　我们绝不愿意大家在历史的迷宫里不能自拔，而是希望把神奇的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个突然落下的
苹果，触动人们的灵感，开出新的精神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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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两个封建王朝。
它们在天子打天下、坐天下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值得历史永远记忆的宏大事件，也留下了许多让后
世百般探索、回味的疑团。
明朝和清朝一度都非常强大，尤其是在工艺美术、农业科学、园林建设等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令后人叹为观止。
可是这两个朝代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落后的“海禁”或“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在很
大程度上受阻；尤其是清朝皇帝惟我独尊，《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历史谜团的探
究，为青少年读者展现了一幅反映明清两代历史风貌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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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满汉全席与清代盛宴　　说起满汉全席，自然让人想起清朝。
据说，清入关以前，饮食还不太讲究，宫廷宴席非常简单。
一般宴会都在露天举行，大家在地上铺上兽皮，围拢一起，席地而坐，类似于今天的野餐。
《满文老档》记载：“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
”菜肴，一般是火锅配以炖肉，猪肉、牛羊肉加以兽肉。
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设十几桌、几十桌，也是牛、羊、猪、兽肉，用餐刀割肉为食。
　　清入关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皇朝的权势和声威，为了搞好与边疆的关系，为了显示满汉合一，为了激励臣下
、笼络人才，当然也为了帝王生辰或者时令节日，在中国人素来重视的“吃”字上大做文章，极尽宴
饮铺张之能事。
　　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说，康熙年间，最豪华的宫廷一等宴席称为蒙古亲藩宴，用来
招待蒙古亲家朝会等大典，钦定每桌价银八两。
按当时和现在的货币购买力初步估算，这种满席，每桌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4000元。
　　宫廷各种宴席，按照级别各有一定的标准：皇帝大婚、部队凯旋、公主或郡主成婚等各种筵宴，
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贺筵宴，也就是宫廷所设的“满席”，规定每桌价银四两四钱三分；设筵招
待朝鲜进贡的正、副使臣，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的贡使，及蒙古王公等的“满席”，规定每桌价银三
两三钱三分；赐宴经筵讲书，衍圣公来朝，越南、琉球、暹罗、缅甸、苏禄、南掌等国来使的“满席
”，规定每桌价银二两二钱六分。
还有赏赐大臣、与民同乐的宴席，其等次相应降低。
这些宴席价格都不菲，最次一等一席的耗费也相当于当时普通百姓一家二年的收入。
　　如此繁多、盛大的宴席，自然要求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高超的厨艺。
因此，清廷在六部九卿中，专设光禄寺卿，专门管理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事宜。
　　宫廷宴席如此，那么为人津津乐道的“满汉全席”究竟是在何时、何等场合出现的呢？
抑或本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满汉全席”这一名目？
　　有人说，满汉全席肇始于扬州。
乾隆年间，江苏仪征人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第四卷《新城北录》中，记载了一份为六司百官备办
饮食的食单，称之为“满汉席”。
　　细看这份食单，除了驼峰、猩唇、熊掌、鱼翅、燕窝、鲍鱼、鹿尾、果子狸等因材料的名贵珍稀
或受保护，今天一般人很难尝到外，其余菜肴各大城市的大饭店都不难做出。
其中满汉饮食的交融特点也很明显。
如将满族渔猎与林间采集所得的食物精华，配合以淮扬出产的江河海鲜、蚕蛹、鸡鸭鹅等有江南地域
特色的饮食结构；既保留了满族的火锅、涮锅、烧烤等烹饪方法，更主要体现淮扬菜的做工精细，选
料精巧，追求本味，清鲜平和的烹饪理念等。
这一桌菜，炖、焖、煨、焐、蒸、烧、炒，将“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的中国饮食文化精髓表现
得淋漓尽致。
　　列举几个菜名，你就能体会到满汉席的特色：鲫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
蒸鹿尾、野鸡片汤、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乳
、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果品则有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
简而言之，满汉席就是用淮扬帮的烹调特色做满族人爱吃的食物，再加地道的淮扬、江南等全国各地
的名菜。
　　扬州人以“满汉席”讨得了大清皇帝及达官显贵欢心的示范效应，马上就风传到了全国各地。
在“满汉席”这一质朴的名字问添一“全”字，更体现宴席备办者对招待的客人的恭奉敬畏之情。
可以知道的是，清朝科举乡试结束，按惯例地方官招待朝廷主考(一般为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很多
人都挖空心思讨好巴结，大约“满汉全席”这一名称就在这一场合出现了。
因为这类宴席不属于大典一类，而且多有私密性质，故不会留下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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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类似的招待宴席目的明确，备办者殚精竭虑，重金礼聘名厨各呈绝技，不惜一切代价来取悦被
招待者，所以用料、做T无不尽其所极，其耗费、排场远远超过正式大典宴席。
例如“荷花大虾”这道菜，要经过三十九道极为精细的工序才能做成，有时甚至要用小镊子夹着各种
颜色的配料来拼配。
“金鱼鸭掌”，由抽去骨头的整鸭掌做鱼尾，用鱼肉茸做鱼身，用红樱桃做鱼眼，黄瓜丝做鱼鳞，成
型后注入清汤，盘中鱼儿鲜活灵动，仿佛在游弋。
　　又有人说，“满汉全席”这一名称来源于20世纪初，在北京和天津献艺的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编
的一段“贯口”词，其中罗列了大量菜名，名为《报菜名》。
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就被附会成了“满汉全席”。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饮食业开始动宫廷御宴的脑子来招徕生意，迎合市场，于是热炒“满
汉全席”。
一些前清“御厨传人”被人包装，更是把传说中的“满汉全席”变为了现实。
　　其实“满汉全席”是不是宫廷御宴，何时诞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那些宴席场面，那些精美绝伦的菜肴，确确实实都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
它们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成为中华美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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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故事耐人寻味，真相扑朔迷离；拨开历史迷雾，秘密层层揭开⋯⋯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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