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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和审视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不仅非常讲
究吃，且中华民族还是非常善吃的民族。
古今的中国人，从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中，获得了享受，满足了大欲，得到了快乐。
在把各种食物原料制作成饭粥、面点和菜肴、羹汤的过程中，融入了聪慧，注入了术艺，展示出中国
人对生命的无限关爱，对生活质量的无限追求。
上个世纪下半叶，我从宏观的角度，主编过大专烹饪专业教材《中国烹饪概论》，撰写过《中国人的
饮食奥秘》等书。
本书则是从微观的角度，通过菜点的设计制作、菜点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开发、古代圣贤的饮食生活以
及古今饮食需要了解和关注的方方面面，来观察我们的饮食思想、烹饪技艺、社会效果。
本书由“纵横饮食”、“菜之神韵”、“十圣饮食”、“千珍百筵”组成，还因2005年我在四川出版
集团·巴蜀书社出版了一本《四智论食》，本书则以《四智说食》为书名，前者为“论”食，后者为
“说”食，相互成为姐妹篇，便于读者参照，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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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智说食》由“纵横饮食”、“菜之神韵”、“十圣饮食”、“千珍百筵”组成，还因2005年我在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了一本《四智论食》，《四智说食》则以《四智说食》为书名，前者为
“论”食，后者为“说”食，相互成为姐妹篇，便于读者参照，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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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四智，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中国烹饪饮食文化学者，美食家。
著有《中国烹饪学概论》、《中国人的饮食奥秘》。
《（四智论食》等三十余部著作，尤以《中国人的饮食奥秘》一书的出版在饮食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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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瞻“醒园”有感6月25日，应邀去绵阳参加中国烹饪大师史正良先生的收徒仪式，在返回成都的途中，
我特意驱车前往罗江，瞻望历史名人李化楠、李调元父子的故居“醒园”。
“醒园”坐落在文星镇内。
这么有名的清代大学问家的故居，竞让我们找了好大一阵子才找到。
途中问乡里人一会儿指往东、一会儿指往西，当地人也搞不清楚。
我想，这个文星镇名称当是由于出了李调元这位文曲星得来的吧，按现状，镇名似乎可以改为“文衰
镇”了。
要不然，这位与袁枚齐名的蜀中才子，这位对川菜做出了那么大贡献的人，同乡居然对他那么陌生呢
？
我之所以要专程去瞻望“醒园”，是因为我在情感上与“醒园”有缘。
20世纪80年代初，商业部经研所组织我们注释烹饪古籍，我和侯汉初先生共同承担了《醒园录》的注
释工作。
如今，《醒园录》的注释本都一版再版发行了若干年，我却一直没机会到“醒同”看看，抱憾甚久。
当我真正目睹了“醒园”，却像被泼了一瓢冰水，高兴不起来了。
大门前，虽立了“李化楠故居”与“醒园”两块石刻标示，但所用的石材却低级得跟乡村公路上的指
路牌一样。
进入“醒园”，只见一片荒凉景象，惨不忍睹。
除了墙上刊刻有李氏父子及他们的行状介绍，和几块赞颂诗文碑刻外，再也没什么可供人观瞻的了。
水池里一片浮萍，池边杂草丛生。
园中小径也脏兮兮的，难以下脚。
我们只好走出来，败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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