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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宋金元时期社会背景具有政权对峙并立的特点，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文化的频繁交互时
期，是中国古代饮食器具集大成的时期。
韩荣所著的这本《有容乃大——辽宋金元时期饮食器具研究》以该时期饮食器具发生发展的流变过程
为线索，研究饮食器具不同时期所根植的生活区域文化对饮食器具产生的影响，分析各个民族群体在
移动生活区域之间的传播现象，并从饮食器具发生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着重论述该时期饮食器具的
兴盛、蜕变、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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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承托唐宋、后启明清的历史意义　　饮食文化的发达程度基于民族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
方式及文明发展的水准。
游牧民族在饮食器具的形制上选择式接收汉族传统的造型装饰，原本存在的区域性界限逐渐被打破。
元朝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农牧两大文化系统有机结合的典范，正是在元朝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共处和
生活模式的稳定化过程。
由于不断的大规模西征，也受到了中亚各民族的深刻影响，为文化的整体多元性提供了后期发展的空
间。
首先是家具的稳定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生活空间的稳定促使汉至隋唐城市中民居里坊的扩大、
商业的繁荣显著，为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新的城市布局与建筑功能萌生。
唐宋以来，居室内部房间高度增加，空间增大。
家具的相互关系及使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家具之间存在一个整体互相配合的过程，汉魏时期席地而坐的姿态模式，需要的家具组合模式及人体
尺寸范围与所处时代的传统礼俗密切相关，传统家具中低矮的屏风与榻的结合占了较大比重，传统的
榻由矮变高的趋向是通过屏风高度的增加而实现的，因为屏风与高坐具形成的组合可以划分空间、形
成隔断来遮蔽活动的人，而被增大了的空间面积需要与高坐具相配合。
床榻与屏风的组合模式更适用于席地而居的活动模式，新的空间关系是由家具的功能实现的。
首先是家具种类增加的必要性，其次是家具出现高度相异的新问题。
隋唐五代时期，垂足坐家具发展迅速，更加具备生活化的特征。
实用性突出，并且形式多样。
因为桌、椅、凳、床、榻之间的组合而形成的室内格局，将居室中纵向、横向活动的范围扩大延伸，
合餐时使用的饮食器具与生活家具种类的相对固定，都为为明代的家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南方农业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及巩固。
朝廷的迁移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元代承接了宋以来工艺美术商品化的前奏，将商品化推进到了一个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从而使商品化的饮食器具成为中国明清时期的主流方向。
明代的南方商品化更加兴旺，数量和品种超过了宋元时期。
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功不可没，这是从简单的合作模式发展至商品生产发展之路。
自然人文环境的优势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巩固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这
一态势在明代呈现扩大。
总体来看，明清饮食器具的范式一方面更加讲究规模，另一方面也不失精雅高调，对于宋元高档饮食
器具的神韵传承可谓是应古趋新。
　　环境决定论认为文化形成的外观及进化进程中，主要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L2’。
在互动论中提到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文化和环境的重要程度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
时文化显得比较重要，有时环境显得比较重要，许多互动观点的概念界于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两
个极端之间。
草原生态环境的游牧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中，有一
部分文化特征会因为受到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而这些观点同样可以论
述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总之，集大成饮食器具格局的形成与承托唐宋、后启明清的历史意义是辽宋金元时期饮食器具发展流
变之结局，这些内涵的价值存在是工艺美术风格的活力所在、源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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