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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酒乃天地间之尤物中国酒的历史十分久远，上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我国考古资料显示，在仰韶文化
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形状和甲古文、金文的酒字十分相似的陶罐。
这一点就说明了早在距今六千多年以前，中国的酒就已经产生了。
中国是酒的王国，其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
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
在许多场合，酒已作为文化符号，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酒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酒对文学艺术家及其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由于对世道及统治者不满而与酒为伍。
他们大都饮酒不节，借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抒发自己内心的孤独。
在竹林名士中，阮籍、刘伶饮酒最为狂放。
阮籍每饮，必至大醉，有时数十日不醒。
刘伶更作《酒德颂》歌颂酒神的伟大和壶中天地的自由。
刘伶的妻子要刘伶戒酒，他却发誓说：&ldquo;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rdquo;其爱酒的程度令人叹服。
东晋时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亦是好酒者。
他曾作饮酒诗数篇，以抒情怀。
陶渊明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喝酒。
也许，正是因为有好酒相伴，才能写出如&ldquo;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rdquo;般精彩的诗句。
嗜酒的文人，最为人熟悉的还是李白。
李白生活在盛唐，国富民安，盛行侠气。
豪放重义而为侠，酒当然是侠最好的陪衬。
李白常&ldquo;拔剑四顾心茫然&rdquo;，当然亦是侠中一员。
他一生写诗无数，为人更是大气、放浪。
他与酒甚至比他与诗的关系更紧密，几乎是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
虽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脱靴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亦是酒，使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
且不说&ldquo;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rdquo;、&ldquo;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
尝&rdquo;等诗中体现的他与酒结缘的生活，仅就其代表作《将进酒》中从&ldquo;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rdquo;到&ldquo;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rdquo;一气呵
成之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拍岸，空前绝后，唯有李白这样以酒为生的豪迈之士才作得出如此
篇章。
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即可如
愿。
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ldquo;看月不妨人去尽，
对月只恨酒来迟。
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rdquo;&ldquo;吴带当风&rdquo;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
李白写醉僧怀素：&ldquo;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rdquo;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ldquo;书圣&rdquo;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ldquo;遒媚劲健，绝代所无&rdquo;，而至酒醒
时&ldquo;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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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圣张旭&ldquo;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rdquo;，于是有其&ldquo;挥毫落纸如云烟&rdquo;的《古
诗四帖》。
由此可见，酒乃天地间之尤物。
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
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
常了。
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
趣的风景，短短人生更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
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的野果和放久的剩饭产生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
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将减少许
多兴味。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等方
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一古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先后举行了五届全国评酒会，对提
高中国饮料酒的产品质量及传承酒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书以传扬酒文化为目的，对中华酒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
全书共分为十五章，分别讲述了酒的起源、酿造、储藏及收藏，品酒艺术及酒器，饮酒礼仪和风俗，
文人雅士的饮酒趣事，酒的趣闻，古今酒令，世界名酒及中国药酒等。
全书采用与传统酒文化书籍不同的方式&mdash;&mdash;图解的方式编著，以生动精美的手绘图让读者
轻松了解酒和酒文化，同时在丰富的图解格调中领略中国古代文人的诗酒情怀，给生活在巨大压力下
的现代人带来一份清新与开阔。
本书内容通俗易通，图文并茂，非常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时间仓促，难免有纰漏之处。
望广大读者及专家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改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酒经>>

内容概要

　　《图解酒经》用图解的方式全面地反映了我国酒文化的历程和现代文明，系统介绍了我国酒的历
史、现代名酒、今古酒器、酒的礼仪、酒的风俗、酒的常识、酒的养生、酒的文化、酒令典故、轶事
趣闻等，是一本通俗易懂、轻松有趣的酒文化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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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肱，北宋著名酿酒专家，字翼中，著有《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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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酒乃天地间之尤物 中国酒的历史十分久远，上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我国考古资
料显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形状和甲古文、金文的酒字十分相似的陶罐。
这一点就说明了早在距今六千多年以前，中国的酒就已经产生了。
 中国是酒的王国，其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
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
在许多场合，酒已作为文化符号，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酒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酒对文学艺术家及其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由于对世道及统治者不满而与酒为伍。
他们大都饮酒不节，借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抒发自己内心的孤独。
在竹林名士中，阮籍、刘伶饮酒最为狂放。
阮籍每饮，必至大醉，有时数十日不醒。
刘伶更作《酒德颂》歌颂酒神的伟大和壶中天地的自由。
刘伶的妻子要刘伶戒酒，他却发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其爱酒的程度令人叹服。
 东晋时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亦是好酒者。
他曾作饮酒诗数篇，以抒情怀。
陶渊明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喝酒。
也许，正是因为有好酒相伴，才能写出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精彩的诗句。
 嗜酒的文人，最为人熟悉的还是李白。
李白生活在盛唐，国富民安，盛行侠气。
豪放重义而为侠，酒当然是侠最好的陪衬。
李白常“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亦是侠中一员。
他一生写诗无数，为人更是大气、放浪。
他与酒甚至比他与诗的关系更紧密，几乎是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
虽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脱靴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亦是酒，使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
且不说“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等诗中体现的
他与酒结缘的生活，仅就其代表作《将进酒》中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五花马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气呵成之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拍岸，空前
绝后，唯有李白这样以酒为生的豪迈之士才作得出如此篇章。
 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即可如
愿。
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
只恨酒来迟。
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
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
不能及之”。
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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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酒乃天地间之尤物。
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
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
常了。
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
趣的风景，短短人生更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
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的野果和放久的剩饭产生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
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将减少许
多兴味。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等方
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一古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先后举行了五届全国评酒会，对提
高中国饮料酒的产品质量及传承酒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书以传扬酒文化为目的，对中华酒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
全书共分为十五章，分别讲述了酒的起源、酿造、储藏及收藏，品酒艺术及酒器，饮酒礼仪和风俗，
文人雅士的饮酒趣事，酒的趣闻，古今酒令，世界名酒及中国药酒等。
全书采用与传统酒文化书籍不同的方式——图解的方式编著，以生动精美的手绘图让读者轻松了解酒
和酒文化，同时在丰富的图解格调中领略中国古代文人的诗酒情怀，给生活在巨大压力下的现代人带
来一份清新与开阔。
 本书内容通俗易通，图文并茂，非常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时间仓促，难免有纰漏之处。
望广大读者及专家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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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酒哟，天知道你何年何月，吸取了哪个被忘却的太阳的火焰，一直留存至今，且还历经了千百年的黑
暗。
&mdash;&mdash;丁尼生好酒无需招牌。
&mdash;&mdash;莎士比亚酒能给社交场带来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带来的热闹气氛。
&mdash;&mdash;本涅特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酒经>>

编辑推荐

《图解酒经》编辑推荐：中国酒文化的高度概括和论述。
人生百味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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