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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李麦逊（旅美）今年夏天，北京几位学者朋友、素食者（清华蒋劲松、
中国政法黎安等）和我联系，说CCTV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得一塌糊涂，搅得广大吃货们夜不
能寐哈喇子泛滥，并引发一系列后续现象。
他们敦促我发文评论，也有出版界朋友催我修订书稿再版。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出书系统性反思、讨伐国粹食文化的不肖逆徒。
因“非典”促成的这本书已出了四个版本，一晃十年过去了，我离国也六年了，对这一国粹的态度非
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激烈。
其实，十年前首版时的参考书名居然和这部纪录片一字之差：《舌尖上的中国》和《舌尖下的中国》
。
我不否认搭顺风车，权当添个景加道料，夹带点“私货”。
为了修订本书，特地去了CCTV的《舌尖上的中国》官网。
整两天，除细看全片，连研讨会、拍摄花絮、创作人员及专家学者访谈都基本看了，当然，更能体现
民意的海量的网络唾沫更不容错过。
《舌尖上的中国》用炫目的声光电、动人的小故事、悦耳的男中音和昂贵的高清器材拍成，堪称唯美
主义色彩视觉盛宴。
的确如编导所言，这片子是带着对食物的敬意来做的，希望观众能从对美食的热爱品读到对生活的热
爱，看到中国的飞速发展。
该片另一位主创人员称，只想找到社会中最温暖的东西，自己没有刻意表现黑暗，那也是局部的东西
，包括食品安全，“平静中性地表达，传递的是美好，就已经站在正义这一边了”。
正如每个钱币都有其两面，“舌尖上的中国”固然精彩，“舌尖下的中国”也不容错过。
正如要找到一棵参天大树的秘密，你还得刨出它的根底。
前世我们是饕餮，今生我们是吃货，成为身心健全的人，难道还要等来世？
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
感谢蒋劲松先生和黎安先生。
在《舌》片“席卷”全国之际，他们及时在网络上呼吁吃货们冷静，推介本书（旧版本），并敦促我
予以关注和抨击。
蒋劲松多年前就为我写过书评。
黎安先生的那篇精彩的书评，修订达五次，直到我登机前一小时，还收到他的最新修订。
作为虔诚而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这个感官致死时代少有的醒者，我们这个千年吃货民族因而还
有希望。
2012年圣诞节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代序：魔鬼的礼物孙隆基（美）孙隆基简介：著名历史学家，祖籍
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
在香港长大，在台湾上大学，获台大历史学硕士。
后赴美深造，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俄国史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
任教美、加多所大学，2005年起为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中国国民性：从国家到个体》《美国——弑
母的文化》等。
作品影响巨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出版前曾在80年代以复印件的方式在国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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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具建设性的独特的大众文化读本。
作者经由嚣张而幽微的食文化，来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为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的追溯、论证及结论颇具警示意味：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
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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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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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化生存”的精神囚
笼，回归为健全的人，凝视自己，仰望星空。

李麦逊找到了研究中国人的新方法：把“吃”提升到认识论高度，作为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具更长远意义的是，这部书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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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建设，不将希望彻底窒息。
《舌尖下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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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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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隆基（著名美籍历史学家）
李麦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人主要靠味觉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
这个世界。
”这一命题是能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
作为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倘若深入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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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对书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尤其弥漫全书反传统的激烈情绪，但即使如此，我仍要说这是一
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蒋劲松（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诚如李麦逊所言：“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修身始于对口腹之
欲的超越，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素食主义救中国。
从这个角度，这是一本醒世之作，是一本值得每一位追求美好良善的国人放在枕边，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仔细阅读反思的自我救赎之书。

——黎安（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宗教学博士）
吃或不吃在当今中国已成两难选择。
当多数人难以抵制口腹愉悦时，李麦逊以惊人的数据和感性的呼吁，试图唤起人类自身处境和出路的
反思。
许多人类学家如Judith Farquhar等都曾探讨过餐桌文化和政治角力，而李麦逊以知情人的视角把吃的社
会、文化、政治、生态意义更推进一步。
不论性别阶层，我们每人都在食物生产和消费中担任角色，对本书的阅读也许能让每个角色对“吃”
有更积极的面对和担当。

——何袜皮（作家/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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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旅美）李麦逊李麦逊，原名李波，祖籍山西左权，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四川广元，长期从事
写作和英语教育工作。
2007年移居美国，和太太Kimberley居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李麦逊和他的作品被媒体广泛报道和争议。
已出版作品：文化评论：《中国食文化批判》《口腔里的中国人》《吃垮中国》《中国食文化反思》
；长篇小说：《我在北京有张床》《美国处男》《回头无岸》；杂文集：《狗眼看世界》；社会评论
：《老板是靠不住的》；英语教育：《酷美语》《边玩边学》；译著：《音乐启蒙书》《音乐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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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食以民为天—以“食”为鉴代序 魔鬼的礼物第一章 “吃货”即“吃祸
”第二章 “吃货民族”的前世今生第三章 口腹之欲升华如何成为文化第四章 盛宴五千年第五章 饕餮
罪vs“吃”教——中西方食文化主要差异第六章 饕餮的传人——饥民和饥民社会第七章 今天不吃喝，
明天就会死去—国民吃喝风心理机制透析第八章 打蛇打七寸，对付人捏住他的胃——“吃”是一种秘
密武器第九章 “吃”事虽小，关乎荣辱第十章 吃”是历史的掘墓机第十一章 魔鬼液体里泡不出正能
量——可悲的中国酒文化第十二章 多好的材料，却做了马桶——我看美食家（写食主义者）第十三章
别了，美食故乡——我的另类离乡理由第十四章 “变形虫”不仅仅是个文学命题——食品特洛伊木马
第十五章 吃不完的“地大物博”？
第十六章 谁来养活中国——个并不新鲜的话题第十七章 动物也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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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附4 灵魂的升华需从口腔欲望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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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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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麦逊找到了研究中国人的新方法：把“吃”提升到认识论高度，作为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具更长远意义的是，这部书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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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建设，不将希望彻底窒息。
《舌尖下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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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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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隆基(著名美籍历史学家)    李麦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人主要靠味觉认知自己，认同同类
，认知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
”这一命题是能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
作为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倘若深入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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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对书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尤其弥漫全书反传统的激烈情绪，但即使如此，我仍要说这是
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蒋劲松(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诚如李麦逊所言：“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
味觉的囚禁”，修身始于对口腹之欲的超越，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素食主义救中国。
从这个角度，这是一本醒世之作，是一本值得每一位追求美好良善的国人放在枕边，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仔细阅读反思的自我救赎之书。
    ——黎安(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宗教学博士)    吃或不吃在当今中国已成两难选择。
当多数人难以抵制口腹愉悦时，李麦逊以惊人的数据和感性的呼吁，试图唤起人类自身处境和出路的
反思。
许多人类学家如Judith Farquhar等都曾探讨过餐桌文化和政治角力，而李麦逊以知情人的视角把吃的社
会、文化、政治、生态意义更推进一步。
不论性别阶层，我们每人都在食物生产和消费中担任角色，对本书的阅读也许能让每个角色对“吃”
有更积极的面对和担当。
    ——何袜皮(作家/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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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舌尖下的中国: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编辑推荐：《舌尖上的中国》很精彩，《舌尖下的中国》
很无奈！
中国饮食文化批判书，让你了解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
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著名历史雪茄孙隆基作序，清华大学教授蒋劲松&bull;中国政法大学黎安&bull;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何袜
皮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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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李麦逊找到了研究中国人的新方法：把“吃”提升到认识论高度，作为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具更长远意义的是，这部书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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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建设，不将希望彻底窒息。
《舌尖下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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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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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隆基（著名美籍历史学家）李麦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人主要靠味觉认知自己，认同同类
，认知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
”这一命题是能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
作为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倘若深入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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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对书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尤其弥漫全书反传统的激烈情绪，但即使如此，我仍要说这是一
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蒋劲松（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诚如李麦逊所言：“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
味觉的囚禁”，修身始于对口腹之欲的超越，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素食主义救中国。
从这个角度，这是一本醒世之作，是一本值得每一位追求美好良善的国人放在枕边，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仔细阅读反思的自我救赎之书。
——黎安（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宗教学博士）吃或不吃在当今中国已成两难选择。
当多数人难以抵制口腹愉悦时，李麦逊以惊人的数据和感性的呼吁，试图唤起人类自身处境和出路的
反思。
许多人类学家如Judith Farquhar等都曾探讨过餐桌文化和政治角力，而李麦逊以知情人的视角把吃的社
会、文化、政治、生态意义更推进一步。
不论性别阶层，我们每人都在食物生产和消费中担任角色，对本书的阅读也许能让每个角色对“吃”
有更积极的面对和担当。
——何袜皮（作家/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舌尖下的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