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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了几年的拼搏，《糖史》第一编国内编终于写完了。
至于第二编国际编，也已经陆续写成了一些篇论文，刊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杂志上。
再补写几篇，这一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书既已写完，最好是让书本身来说话，著者本来用不着再画蛇添足、刺刺不休了。
然而，我总感觉到，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而且是必须说。
为了让读者对本书更好地了解，对本书的一些写作原则，对本书的写作过程有更清楚的了解，我就不
避哕嗦之嫌，写了这一篇序。
　　我不是科技专家，对科技是有兴趣而无能力。
为什么竟“胆大包天”写起来看来似乎是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
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先解释几句，先集中解释几句，因为在本书内还有别的地方，我都已作过解释。
但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给读者的印象恐怕不够深刻。
在这里再集中谈一谈，会有益处的。
不过，虽然集中，我也不想过分烦琐。
一言以蔽之，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既然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我的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
在这一点上，我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不辞劳瘁，写这样一部书，其中颇有一些偶然的成份。
我学习了梵文以后，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
糖”这个食品的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它语言大同小异，
不再列举。
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字是：英文candy，德文Kandis，法文是candi，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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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季羡林先生生前授权我社单独出版。
　　季羡林先生的《糖史》曾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九、第十两卷，有关情况可参阅这两卷的《说明
》。
　　此次单独出版《糖史》，系将《季羡林文集》第九卷、第十卷有关内容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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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
本书是研究蔗糖的文化史与科技史巨著。
作者通过严格的考据研究，揭示了蔗糖千百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过程，呈现了隐藏在蔗糖背后
错综复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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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魏晋哲学(增订本)　　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中国近代
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思&#8226;史&#8226;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　　中国思想史　
　有无之境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农业与工业化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中国
奇迹：回顾与展望　　版权法(修订本)　　国际法　　国际私法新论　　刑法哲学　　法理学(第二
版)　　民法解释学　　民俗学概论　　中国心理学史　　心理学简札　　冷眼向洋　【史学类】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甲骨文字释林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魏晋南北朝
论丛　　东晋门阀政治　　宋代经济史　　西夏史稿　　明代的军屯　　太平天国史　　第二次鸦片
战争　　辛亥革命史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增订本）　　糖史　　长水集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文学类】　　马烽小说选　　周立波小
说选　　玛拉沁夫小说选　　王愿坚小说选　　李準小说选　　王蒙小说选　　⋯⋯　【艺术类】　
【科技文化类】　【综合·普及类】中国文库史学类：糖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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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条，张澍辑本《凉州异物志》全部收入。
李时珍引用此条（《本草纲目》卷33）则作万震《凉州异物志》。
互相抄袭的情况可见一斑。
不管这些《异物志》是否抄袭，是否某人所作，产生的时期总是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能晚至唐
代。
所以蔗糖的出现，不能早至汉代，也不能晚至唐代。
　　所谓“异物”，我的理解是不常见之物，是产生在凉州、南州、扶南、临海、南方、岭南、巴蜀
、荆南、庐陵等地的东西。
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异物志》，当时这些地方有的是在国内，有的在国外。
那里的东西有的稀有少见，故名之日“异物”。
我们恐怕不能笼统地说，都不是中国东西。
《齐民要术》卷十里面记述的东西，贾思勰说“非中国物者。
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
”贾思勰确实记了一些怪异。
但也有的没有什么怪异的，比如他在这卷中所记的麦、稻、豆、梨、桃、桔、甘（柑）、李、枣、奈
、橙、椰、槟榔等等，难道都不是“中国物”吗？
在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包括蔗糖在内，内地很少生产，并不是广大人民都能享受的东西。
这也是国际通例。
糖这种东西，今天在全世界各国都是家家必备，最常见而不可缺少的食品，但在古代开始熬制时，则
是异常珍贵。
比如在印度、伊朗，最初只作药用，还不是食物的调味品。
当时在中国也不会例外。
我想只是在以上这几种情况下糖才被认为是“异物”。
　　此外，吴德铎同志在论证吉敦谕同志引用的那些书的时候，过分强调这些书不是原作，不能代表
汉代的情况，这些论证绝大部分我是同意的。
但即使不是原作，不能代表汉代的情况，如果六朝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加以引用的话，难道也不能代表
六朝时期的情况吗？
如果能代表的话，不也起码比唐代要早吗？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上面抄的吉敦谕同志认为是汉杨孚《异物志》中的那一段话，吴德铎同志认为非杨孚原话，但是既
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引了它，它起码也代表后魏的情况。
既然《凉州异物志》也收入这一段话，那么，贾思勰所说的“非中国物产者”，就不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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