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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饮食文化》共分四大部分，主要针对中国的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结构，中国饮食文化的
发展，第个时期阶段的不同，以及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积淀界定、饮食文献、饮食思想、饮食结构、
中国烹饪艺术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还有发展趋势进行详细的叙述，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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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饮食需要良好的环境气氛，可以增强人在进食时的愉悦感受，起到使美食锦上添花的效果
。
因此，吉庆的筵席有必要设置一种喜气洋洋的环境，欢欢喜喜地品尝美味。
聚会也未必全是为了寻求愉悦的感受，有时可能是为了抒发离情别绪，所以古道长亭或孤灯月影往往
是适于这种情绪的饮食环境。
饮食的环境和气氛，应以适度、自然、独到为美。
在上流社会看来，奢华也是美，所以追求排场也被当做是一种美。
 3.《建国方略》：“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夫悦目之
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
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
”孙中山先生把烹饪与音乐、绘画同列为艺术，是因为在他看来，烹饪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创造
。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美之概念的起源问题都与烹饪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汉语、英语、法语等语言中，美的概念大多都包含美味、可口、好吃、芳香等意义，而汉语在这方
面尤显突出。
《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
羊在六畜主给膳也。
”此后，上层社会及士大夫们在饮食活动中，处处伴之以美的形式。
不仅宫廷宴饮必须行礼举乐，酒肆茶楼有艺人卖唱，连民间婚丧宴集也必须考究服饰、装点环境、伴
以戏曲音乐，家常便饭也尽可能地讲究餐具、家具的造型和布局。
如此传统，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美感与快感一样有着生理和心理作为基础。
各种感觉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神经系统的综合协调下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低级器官的感觉可以通过联觉或联想作用，同时使高级器官得到相应的感知，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
沟。
任何审美对象都不仅给人以精神上的逾越，而且也给人以生理上的舒适。
优美的音乐、书画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烹饪艺术与美食，也会给人的感官带来美感，既饱口福，又
饱眼福、耳福。
因此，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巨匠都认为烹饪是一种艺术，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烹调即美术”
的论断尤为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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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饮食文化》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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