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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万建中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指出：“中国饮食与国泰民安、文学艺术、人
生境界，宗教信仰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性。
其魅力不仅在于食物本身，还表现为其具有无穷的文化和精神辐射力。
”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何在?饮食与礼仪、饮食与科学，饮食与哲学、饮食与宗教、饮食与文学以及中
西饮食比较等，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都有清晰的梳理和细致的阐述
，使本书成为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全面、权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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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建中，汉族，江西南昌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在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国民俗史、民俗学理论等领域较有成就。
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
主要著作有《中国神怪故事集成—&lt;搜神记&gt;》《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
》《禁忌与中国文化》《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国历代葬礼》《中国民俗通志·生养志》《图文中国
民俗》《汉族风俗史》等；发表《禁忌主题与禁忌风俗之间关系》《隋唐风俗的时代特征》《祖婚型
神话传说中禁忌母题文化人类学阐释》《钟敬文民间故事研究论析》《民俗的力量与政府权力》《中
国饮食活动中的美学基因》《民间文学本体特征的再认识》《寻求民间叙事》《中国民间幻想故事中
“魔物”话语的文化解读》《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民间文学的再认识》《中日民间故事中四种禁
忌母题的文化解读》等学术论文近100篇。
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百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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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斯兰教的饮食习俗
第七章饮食与礼仪
一先秦礼仪的产生及范围
二筵宴礼仪的内容及演变
三礼仪中的饮食活动
第八章饮食与古典哲学
一饮食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二饮食中的“中和”观念
第九章饮食与古典美学
一美意识的起源及“味”的美学范畴
二“和”之美学范畴的形成
三饮食对古典美学的深层影响
第十章饮食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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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饮食的养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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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饮食对象的禁忌
第十二章饮食与古典文学
一《诗经》、《楚辞》与先秦饮食
二古代诗人的烹饪实践
三《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食
第十三章饮食与口头文学
一筵席的狂欢属性
二津液交流口头文学
三讲述获得快感
第十四章饮食与中国人的生活
一择饮食弃男女
二中国饮食对性的取代
三吃草的优势
四吃在餐馆
第十五章中国年节食俗
一中国年节食俗的形成及内涵
二主要应节食品
三年节食俗的特征
四年节食俗的流传
第十六章少数民族食俗文化
一少数民族食俗特征
二少数民族的美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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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一方面，原始五行说把自然现象和人的活动归结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
素，并把饮食归于土的范畴，因为饮食中的基本成分是谷类食物，系土地所生，故属土。
史伯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国语-郑语》）将“土”单独提出，表白了对土的尊崇。
在稍后一点的《乐记》佚文中，更明白提出“土比于五行最尊”（《太平御览》卷十七时序部五行条
）的说法，把尚土说提到极致。
这就把中国人特别重视饮食的生活观念高度理性化、哲学化了。
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但没有阐明宇宙的起源。
阴阳学说解释了宇宙起源。
阳字本指日光，阴字本指没有月光。
到后来，阴、阳发展为指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
阳代表阳性、主动、热、明、干、刚等等，阴代表阴性、被动、冷、暗、温、柔等等。
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了宇宙一切现象。
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饮食亦不例外，如把饮作为阳，把食作为阴。
《礼记·郊特牲》云：“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
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
”既然中国饮食被框定在阴阳五行的模式中，那么饮食活动也必然要符合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运行发
展规律。
饮是阳，食是阴，但食之内若干食物为阴，还有若干食物又为阳。
例如用火烹熟的肉多半是阳的，而谷类食物则大多是阴的。
由此出发，食物与盛食器皿的关系也被框入模式之中。
在殷商时期，青铜器皿主要用于盛放谷粒食物和用谷粒做出来的酒，用于盛肉肴的最要紧的两种器皿
，笾和豆都是用木头、编织物和陶器做的。
何故？
当时，为富人所用的祭祀菜肴中都是有肉的，而青铜器正是为了他们之用而制作的。
金属器大概是阳的，而陶瓠则大概阴大于阳。
按照阳与阴接、阴与阳合的基本规则，青铜器便不能盛属阳的肉类菜肴了，否则便同性相克。
这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说的：“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
笾豆之实，水土之品也。
”“郊之祭也⋯⋯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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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年华侨所到之处，则中国饮食之风盏传。
⋯⋯美国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
　　——孙中山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
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世界只有中国饮食不是靠国力而是靠艺术造诣，侵八各国社会的，美国也好巴西也好
，处处都有中国的餐馆。
　　——台湾知名作家 柏杨中国餐馆遍布于世界，只是各国人民赞誉中国饮食是真正的美味佳肴，而
同国家权力毫无关系。
　　——日本学者 石毛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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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的发生，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中西饮食文化之比较，饮食与礼仪
，饮食与宗教信仰饮食与古典哲学饮食与古典美学，饮食与科学饮食与禁忌喜饮食与口头文学，饮食
与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年节食俗少数民族食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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