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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具建设性的亚学术著作。
作者经由独特、幽微的美食文化，来梳理和解读中国的母文化和国民性，为中国人的文化认知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的追溯、论证及结论颇具警示意味：中国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中国人的饥民心
理、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了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
作者锥心泣血地呐喊，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口腔的囚禁。
同时，必须将“民以食为天”予以颠覆，回归到“食以民为天”，中国人才能走出“口腔化生存?的精
神囚笼，凝视自己，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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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波，作家、学者、翻译家。
现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美国处男》、《回头无岸》，译作《音乐往事》等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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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好了肠胃，忘了痛  (一)由亚当和夏娃的“国籍”说起  (二)天谴已经降临  (三)吃的就是心跳
第二章　“口腔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一)我食，故我在  (二)民以食为天第三章　口腹之欲如何成为文
化  (一)审美、文化源于味觉  (二)文人让“吃”看上去很美第四章　超级美食大国的盛宴  (一)瓷器：
中国的名字  (二)中国是个大餐桌  (三)满汉全席第五章　中、西方口腔文化的主要差异第六章　饥民和
饥民社会  (一)饕餮的传人  (二)饥民：吃出来的国民人格第七章　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
 (一)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饕餮  (二)生当封侯，死当食庙第八章　“吃”是一种秘密武器  (一)饭桌上的
政治启蒙  (二)既是矛，又是盾  (三)致命性武器  (四)非致命性武器  (五)酒是一副药，喝了跑不掉第九
章　“吃”等于立场和荣誉  (一)嘴巴：人格的大门；肠胃：道德的容器  (二)吃出来的软骨症  (三)两
大口腔文化，一样的悲哀第十章　中国已经被吃垮过N次  (一)火山上的宴席  (二)鸦片战争：吃出来的
战争  (三)西方人、日本人对鸦片的态度　⋯⋯第十一章　在魔鬼炮制的液体里迷失第十二章　美食家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第十三章　别了，美食故乡第十四章　“我们会一觉醒来变成甲壳虫吗？
”第十五章　我们还有多小家底可吃第十六章　谁来养活中国第十七章　谁来捍卫动物的权力第十八
章　素食主义救中国附1　谁让我们变成了病人附2　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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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3年8月，北京香山发生了“馋嘴民工偷吃天价葡萄案”，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媒体都在标题上使用了“馋嘴”二字，颇耐人寻味。
案件其实非常简单。
2003年8月7日凌晨，4名河南籍民工潜入一果园偷吃葡萄。
由于葡萄味道鲜美，饱餐了一顿后，又用编织袋装了47斤葡萄带走，被巡逻民警逮个正着。
经查实，这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投资40万、历经10年培育的科研新品种。
该项目仅有100余株研究对象，4位民工的馋嘴之举令其中的20余株试验链条中断，间接损失无法计量
。
因为被吃被盗葡萄被估价11000元，9月12日，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捕其中三位。
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估价被法院认可，这几位倒霉的“馋嘴民工”将面临着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
刑。
当犯罪嫌疑人李高尚等人知道自己的馋嘴惹下了如此大祸时，后悔地流下了眼泪：“要知道那么贵重
，说啥也不敢吃啊。
”其实，饿了，馋了，到农家菜地、果园顺手牵羊摘个黄瓜、桃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人小
时候就有此劣迹，曾经被老农民扭送到学校。
然后被兴冲冲的教务主任煞有介事地批评一番，把赃物黄瓜、西红柿、雪梨等送进了他的厨房，也就
不了了之了。
“偷食”的确会在口腔快感之外加上心理快感，那种犯规越轨的奇妙快乐，没有“偷食”（偷腥）过
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只是这些农民太倒霉而已，居然吃进了监狱，不过比起那些被吃死的，还不是最冤的。
我想起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期间的一则电视报道，揭露日本在中国许多地区留下化
学毒弹，半个世纪后仍然危害中国人。
其中东北某地一些工人在建筑施工中挖出一枚毒弹，并倒出一些透明液体，在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东西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勇敢地亲口尝了一尝，顷刻便死于非命，使人惊恐万状，感慨良多。
2006年8月4日《楚天金报》报道，8月3日凌晨，武汉地区发生雷暴，过后，武昌车辆厂公园游乐场出
现罕见的一地麻雀，有死有活，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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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波的这部书从一个新角度对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同时做出了努力，毁灭的同时给予了建设
，不将希望彻底窒息。
这本书给我的震荡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平息，它使我看到“口腔化研究”还有大片待耕耘之地。
这本书加上拙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必然对老式的中国人研究产生冲击，这个研究是掀开新页
的时候了。
　　——[美]孙隆基（著名历史学家）李波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
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倘若能够深入下去，甚至可以像福柯的“性史”、精神病院研
究那样产生出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
　　——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李波是我的老朋友，这本书是第四次再版
，既说明了它的学术价值，又显示了它的现实意义。
当中国人仍然沉溺于大吃大喝和“逮什么吃什么”的物质追求时，这个民族就没有真正的希望。
心、肝、肺、口条⋯⋯什么东西都敢吃的人，就意味着什么事都敢干，多可怕呀！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贺雄飞（著名出版家、犹太文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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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食文化批判:如何走出"民以食为天"的囚笼》：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
越味觉的囚禁。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注心灵建设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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