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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丝与茶，就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标志了。

　　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要谈中国是什么，往往讲不清楚，又是地大物博，又是历史悠久，又是儒
道佛，云山雾罩，一套又一套。
殊不知老外对这些根本搞不明白。
他们对中国之认识，大抵即从那光洁滑韧的丝绸和甘酽清冽的茶里来。
抚摸着丝、品着茶，自然对中国就有了一份敬意：能生产这样好东西的国度呀，那该是什么好地方!
　　茶与丝之外，还足以代表中国的，当是饮食文化和玉文化吧。
饮食文化，蒸煮炒炸，许多技艺是迄今世上其他民族仍未掌握的，相关之文化也是其他民族辨识我们
最重要的指标。
饮食中的酒文化，也与其他民族不同，独树一帜。
其中的蒸馏白酒，我以为即由中国道士炼丹时创造，与欧洲及阿拉伯之蒸馏法不同。
它和酒曲之发明、运用，乃我国对世界酒文化之两大贡献。
至于玉，更是中国审美文化之代表，人们不仅喜欢藏玉、佩玉、赏玉，更要用玉礼敬天地鬼神。
一切优秀的人物形象、德行，均以玉来形容，玉也是最高的审美标准。
例如瓷，瓷器在许多场合也被视为中国的象征，然而瓷之品味其实就是仿拟玉的。
陆羽《茶经》曾评论邢瓷越瓷之优劣，第一条就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可见一
斑。
故玉与酒、饮食文化，和丝茶一样，都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质，足以为中国之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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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百药之长    酒有药的功效，“医”字的繁体——“醫”下边的“酉”字，就是酒坛子的象形。
“酉”字，据今已发现的甲骨文资料有约20种形近的写法，均为“象酒尊之形；上象其口缘及颈，下
象其腹有纹饰之形”。
《说文》释“酒”字云：“从水从酉。
”“医”，《说文》释为：“治病工也⋯⋯得酒而使。
从酉⋯⋯酒所以治病也。
”医字从酉，可见酒和医有不解之缘。
早在周代时，微醇的“医”，就作为以周天子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日常保健饮料了：“酒正，掌酒之
政令。
⋯⋯辨四饮之物：一日清，二日医，三日浆，四日酏”；“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医、酏，入于酒府”(《周礼·天官》)。
贾公彦疏云：“医者，谓酿粥为醴则为医。
”可知，先秦的“医”，颇类至今南方人仍喜爱食用的“酒酿”(或俗谓“酒娘”)。
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我国现存最早医书《黄帝内经》，便辟有专章讨论酒的药理与医功。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酒”条说“惟米酒人药用”，“曲”亦人药，有“合阴阳”之功，为“百味
之长”、“百药之长”，并说，金华酒(即古兰陵酒、东阳酒)“常饮、人药俱良”，“用制诸药，良
”；米酒(老酒，腊月酿造者，可经数十年不坏)，有“和血养气、暖胃辟寒”的功用；春酒(清明酿造
者)“常服令人肥白”；“火酒”即今蒸馏酒，饮用可以“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郁结，止水泄，治
霍乱、疟疾、噎膈、心腹冷痛、阴毒欲死，杀虫辟瘴，利小便，坚大便，洗赤目肿痛有效”。
因酒有这些效用，故历来本草、医案，无不著列阐释，列为一类药品，并佐方剂无数。
可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是无酒不可的。
在古代，酒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医治百病的灵药，这大概是酒与“神事”关系太密切的缘故。
由此可见酒的人药地位非同一般了。
正是因为酒与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这种渊源，中国才久有“医源于酒”的说法。
    酒入药，或以酒助医，早见于先秦诸典，甲骨文中亦多有反映。
酒有药用价值，这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事实上这也曾经是一种很普遍的认识。
古希腊“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记载的每个药方几乎都有葡萄酒参与其中。
这位出自医学世家的欧洲医学奠基人不仅用酒来退烧、用作利尿剂和抗生素，还用作患者的体力恢复
剂。
他总是针对具体的病症推荐相对应的葡萄酒，而在有些情况下则主张完全禁酒。
    中国自战国之后，又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和理论深化，到了距今17个世纪以前的东汉末年，“中华医
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不朽名著中记下了我国最早的方、药详备的补酒
三品：炙甘草汤用酒七升，水八升；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酒、水各六升；芎归胶艾汤，酒三升
，水五升。
从而开了中国传统的补酒保健祛疾的先河，补阳剂中以酒通药性之迟滞和补阴剂中以酒破伏寒之凝结
的原则也从此被明确于方剂之中了。
但张仲景时代的补酒制法还是比较原始的，只是药、酒、水共煮而非后世的浸渍法。
稍后的葛洪以自己更进一步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补酒浸渍法的完整记录：以菟丝浸酒，“治腰膝去风
，兼能明目，久服令人光泽，老变少。
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也”。
其后的陶弘景增录汉魏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将载药365种的《神农本草经》增订为《名医别录》，
并正式将酒列为“中品”，即位于中药三品级“君”、“臣”、“佐使”的“臣药”一级：“主养性
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痛，补虚赢者，本《中经》。
”唐初的孙思邈则更前进一步，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列有“酒醴”专章，记有20余种补酒，并且已
经有了冷浸的制作方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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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皆以味足为度。
”唐代以后，因蒸馏酒用为浸剂。
故药物有效成分的溶出率提高，且不易变质，药酒的效果更好。
宋金元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酒的医药功用发挥得更为充分。
许多成方中，用酒蒸、酒炒来炮制药物的方法被广为应用。
明清两代医书出版更多，《本草纲目》所载69种药酒中，补酒便有逡巡酒、五加皮酒、女贞皮酒、仙
灵脾酒、薏苡仁酒等40余种。
与李时珍同时代的著名饮食理论家和养生家高濂在其《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亦列有补酒28种，
均是医家、百姓和商界青睐的养生名品。
    《伤寒杂病论》详细记录有用“苦酒汤”主治伤寒少阴病的医案，该书卷六“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
”第十一详述：“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苦酒汤方：半夏(洗，破，如枣核大)十四枚、(辛温)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甘微寒)，
右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
不差，更作三剂。
”又“妇人杂病脉证并治”记到：“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红蓝花酒方：红蓝花一两，上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红蓝花酒。
即红花酒，除治妇女此病外，还能治跌打损伤之瘀血作痛、痛经、月经不利、闭经等症。
    明代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酒的药性与医药之用记述得更为详备。
他在“释名”中征引说：“酒之清者日酿，浊者日盎；厚日醇，薄日醨；重酿日酎，一宿日醴；美日
醑，未榨日醅；红日醍，绿日醽，白日醛。
”在“集解”下引唐人记录：“酒有秫、黍、粳、糯、粟、曲、蜜、葡萄等色。
凡作酒醴须麴(又作麯，今作曲)，而葡萄、蜜等酒独不用麴。
诸酒醇醨不同，惟米酒入药用。
”“惟米酒入药用”是李时珍的主张，其时郎中临床习惯与社会习俗所用有糯酒、煮酒、小豆曲酒、
香药曲酒、鹿头酒等，而“古方用酒”则有醇酒、春酒、白酒(非蒸馏酒)、清酒、美酒、糟下酒、粳
酒、秫黍酒、葡萄酒、地黄酒、蜜酒、有灰酒、新熟无灰酒、社坛余胙酒等，均见于历代本草集录。
所以他建议“今医家所用，正宜斟酌”，又集唐以来著名医家论米酒之功能：“主行药势，杀百邪恶
毒气。
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
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
解马肉、桐油毒，丹石发动诸病，热饮之甚良。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依据历代方家及他的经验逐一介绍了米酒、糟底酒、老酒、春酒等数十
种酒，以及各种酒糟的药用功能与服用方法等。
其又在“发明”项下论述说：“酒，天之美禄也。
面麴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
邵尧夫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
’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壶中天者也。
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至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陨躯命，其害可胜言哉？
此大禹所以疏仪狄，周公所以著《酒诰》，为世范戒也。
”至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白酒”——蒸馏酒，李时珍则沿用宋元以来的习惯称为“烧酒”，又称“火
酒”、“阿刺吉酒”。
他说，烧酒性“辛、甘、大热、有大毒。
过饮败胃伤胆，丧心损寿，甚则黑肠腐胃而死。
与姜、蒜同食，令人生痔。
盐、冷水、绿豆粉解其毒”。
又云：“烧酒，纯阳毒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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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细花者为真。
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
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
”《本草纲目》又记成方云：“惊怖卒死，温酒灌之即醒；蛇咬成疮，暖酒淋洗疮上，日三次；产后
血闷，清酒一升，和生地黄汁煎服；丈夫脚冷，不随，不能行者，用淳酒三斗，水三斗，人瓮中，灰
火温之，渍脚至膝，常着灰火，勿令冷，三日止。
”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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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荣光著的《中华酒文化》全文分为五部分：中华酒的文化起源；美酒佳肴的乐意；古人杯中几度酒
；文酌武饮与酒人品藻；中华酒文明与时代文明饮酒。
实际上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酒在中国的渊源，并从这渊源中引申出更多的与酒有关的传统文化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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