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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论对什么事物，但凡体验一多，便能之乎者也地说出点道道来。
再若肯接着钻研一番，不留神也许会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专门家。
如果这道理站得住，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专门家，而且是同一行当的专门家，这行当即是“吃
道”。
人人每天都离不了饮食这件事，有意思的是，最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吃道的专门家，辛辛苦苦吃
了一辈子，也未必对吃道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为读者写了这本书，自以为是研究吃道的，似乎多少说出了一点道道，这是自我感觉，还算不上
良好。
有一点心里是很明白的，我虽已足足吃了40多年，吃了四五万顿，累计起来，嘴巴竟日夜不停地咀嚼
了近千日之久，功夫不可谓不大，甜酸苦辣反复尝遍，可非常遗憾，并没有成为吃家。
不是专门家，笨笨拙拙地在此谈吃，自然很难说到点子上。
不过，好在这里写的并不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读者尽可放心，各位预备吃家也请放心，不用担心顺着
这书入了什么旁门左道。
    我对研究饮食之道发生兴趣，正是没留神所造成的后果。
我是从事考古研究的，主要专业是史前考古学。
有一阵子找不着理想的研究课题，选来选去，觉得史前时代的生产工具出土数量较多，研究的人却较
少，于是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资料一多，就发现了不少有意义的线索，首先提起我兴趣的是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骨餐匙，待将它
的特征及分布的地域稍作研究之后，又对它的源流作了顺藤摸瓜的梳理，思路一下子扩展到了历史时
期。
在整理属于文明时代的金属餐匙资料时，我又发现出土的古代筷子也不少，也想从中找出点规律性的
东西来。
就这样从古代餐具的发展演变入手，到若干炊具、食器及相关考古遗迹的考察，我开始了中国古代饮
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走上了一条原本不可能走的路，而且一走就是10年功夫。
当然这是在黑地里走的一条黑道，白日里还得走那条正大光明的道，还要抓紧我所从事的专业研究。
一双脚板，要轮着在两条路上奔忙，觉着了辛苦，也得着了多一倍的收获。
我之所以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这期间得到不少师长、同行乃至编辑先生们的鼓励与帮助，应当感谢
他们。
    对于生疏的事物，如果观察的角度不同，所得印象也是不同的。
我在这里笨嘴谈吃，有如瞎子摸象，虽是有心反复摸了摸，也未必模全了。
在我脑中隐约形成的这头大象的轮廓，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经历了这些年瞎摸的功夫，我确
实感觉到吃道里有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我在这里就是想尽力描述这个大千世界，这个我个人眼中的世界。
    我想那些美食家们与我们常人不同，他们是睁着眼瞧象，而且每次都是仔仔细细地瞧，他们看到的
才是一头真实的象，听他们谈吃，真是一种享受。
人家入了门，一切平淡的东西都会感觉有十足的滋味，有时从他们嘴巴咀嚼时开合的形状，即可显示
出褒贬的态度。
如今的美食家应当是不少的，好象许多的美食家都只是口中有味、胸中有谱，不愿笔下生花。
倒是有一些半瓶子醋，不停地在那里咕咕咚咚的摇晃，写着那些花花哨哨的文章。
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我不是美食家，也不会成为美食家，还只是站在门外看热闹而已。
门内是什么情形，并不完全知道，总觉得藏着许多的秘密，透着许多的新鲜，也总想探个究竟。
这本书所记录的，便是我由门外看到的门里的景象，也许部分的是真实的，总有些影像离门边较近，
不用太费神就看得比较明白。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国度，谈吃与谈女人一样，常常要被看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尽管先哲们也承认“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样的事实，但正人君子是绝不能把女人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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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边的；狂饮狂食的主们，即便是宰臣和帝王，也是要入另册的。
女人与本书无干，且不多论。
那么饮食之道，谈一谈又有多大害处呢？
我想恐怕是存一害而得九十九利，这一害就是有助长吃喝风的嫌疑，我们不该以一害而废九十九利。
实际上科学的饮食之道是不赞成大吃大喝的，真正讲通了，谈透了，这一害也是可以杜绝的。
再说了，历来的文学家们、诗人们，对美食美味都是极尽歌咏，留下了许多脸炙人口的诗文。
钱钟书先生《吃饭》一文有这样的话：“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
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
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合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
离的综合。
”烹调与音乐一样，和谐美好，为何不能谈论！
林语堂《中国人的饮食》是谈吃的，对于为何要谈，他的回答是：“如果人们不愿意就饮食问题进行
讨论和交换看法，他们就不可能去发展一个民族的技艺。
学习怎样吃的第一个要求是先就这个问题聊聊天。
只有一个社会中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们开始询问他们的厨师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寒暄天气，这个社会里
的烹调艺术才会发展起来。
未吃之前，先急切地盼望，热烈地讨论，然后再津津有味地吃。
吃完之后，便争相评论烹调的手艺如何，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欢乐。
”（均见聿君编：《学人谈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
吃是文化、是艺术、是科学，当然值得谈论，值得研究。
    谈吃与谈女人，不能看作是同一码事。
男女之道是隐秘的行为，而饮食之道是公开的行为，隐秘的男女文化可以用隐秘的方式去谈论，公开
的饮食文化则可大大方方公开谈论。
我如何看待饮食与中国文化，如何谈论，恭请读者耐着性子去看正文，不用在此罗嗦我究竟写了些什
么。
    我想还要交待一下的是，这书是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编辑室的乔还田先生约写的，那个约稿信注明
的日子是1988年8月8日，记得满清楚，而且约定要在次年年底交活。
结果呢，一拖就是4年，我一年年地吃着写着，不断请求延期，也不断得到宽限，再不好意思拖下去
了。
拖延的原因，客观的主观的都有，不必在此—一罗列出来，以免浪费读者的眼神。
现在终归是出笼了，笨嘴笨舌，东扯西拉，不成体统。
不过，我还是希望偶尔看到这书的读者，能够多少有些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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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感觉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
乡味的天天品尝，就是一种传统的熏陶过程，惯了，也爱了，不易改变了。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和物产都有特色，各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与传统风俗也多
有差异，所以在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上，各有各的创造发明，形成了各自的许多特点。
由于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积累，不同的菜系也就逐渐形成了。
菜系的形成时代，烹饪史专家研究的结果出入很大。
一种意见认为，菜系的形成有古老的历史。
由于菜肴特色的表现是以物产为依据的，各地物产时代越早差别越大，基本口味就有了差异，这种差
异的形成，可能时代很早。
张华《博物志》说，"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
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讲的正是这种物产上的差异。
此外，烹调方法的不同，也是菜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口味的定型，离不开这一个条件。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认为中国菜系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初期，已有了30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先秦时代菜系的南北分野已非常明显，北方以齐鲁风味为代表，南方以荆吴风味为代表。
唐宋以后，各地方菜系相继形成，以后逐渐增加，现在已有了以各省区命名的几十种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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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年伊始，携妻省亲，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领受到浓浓的亲情，也品尝了难忘的乡味。
待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时，我的行囊中盛着的是两包炒米，几样咸菜。
隆盛的家宴，使得二十多年未曾聚首的兄弟们得以共同举杯，使得老父幼侄尽开颜。
故乡的一饮一食，都让我觉着亲切，觉着香美。
这次短暂的归省，也留下了一点点遗憾：我幼时常常享用的乌白菜粥，竟未能得以一饱，它实在让我
难以忘怀。
与妻走在田间小路，辨识着霜雾中还在生长的庄稼与菜蔬，不时地提及这部《饮食与中国文化》的书
稿，不知它何日能得以出版。
待到匆匆回京，校样竟是已经出来了，于是夜以继日校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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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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