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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身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
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
、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编写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
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饮食文化>>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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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前熟食，实际上就是先民以烤的方法为主的熟食阶段。
从食物原料及其获取方式上看，当时先民们的食物原料来自于自然生长的动植物，获取的方式主要是
采集和渔猎。
即在不同的季节中采集植物的果根茎叶，集体外出用石块、石球、木棒等工具围猎豪猪、狼、竹鼠、
獾、狐、兔、洞熊、野驴等动物。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朔县、下川、沁水等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簇（箭头），表明在距今近3万
年前，先民们已开始使用弓箭这样的高级捕猎工具，大大提高了获取动物肉食的效率。
从调味方面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食用野蜜和酸梅了，也可能已开始使用天然盐（如
远古先民可能有用舌头舔食岩盐之风），但在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并无先民用它们来调味的实例。
当时人们的饮食极其简单，即直接生食或熟食，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在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还未达到
产生审美意识的高度时，人们的饮食还谈不上享受。
当时人们的进食方式也很简单，多是直接用手抓取食物，最多配一些砍砸器、刮削器或尖状器，以便
吸食骨髓和剔净残肉在整个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熟食活动中大致经历了火烹、石烹和陶烹3个
阶段。
第一阶段的火烹，就是将食物直接置于火上进行熟制。
这是人类学会用火后最先采用的烹饪方法。
具体的方法有古文献中记载的将食物架在火上的燔、烤、炙、煨等。
第二阶段的石烹，包括古文献中记载的“炮”在内，充分表现出原始烹饪的不断发展的史实，这时候
先民在烤食过程中开始利用中介传热，以求食物的受热均匀，不致烤焦。
《礼记?礼运》中说：“其燔黍捭豚。
”注日：“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
”显而易见，这种制熟方法比火烹前进了一大步。
另外，原始人还发明了“焗”、“石煮”等熟食方法。
焗，就是将食物埋人烧热的石子堆中，最终使食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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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4月，由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召开了全国自学考试课程大纲、教材编前会，会上
确定了中国饮食文化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要求。
本大纲由扬州大学华国梁副教授负责编写。
大纲写成后，参加审稿的有苏州大学旅游学系主任魏向东教授、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旅游文化教研
室主任李维冰副教授、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旅游管理系副主任张旗副教授。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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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饮食文化》是华国梁编写的，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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