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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
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父老乡
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近百种图书的撰写工作，我们组织
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
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
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传统文化。
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
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
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真谛展示给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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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
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团
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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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家路，艺术学博士，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处处长、学报《设计艺术》执行主编。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德艺双馨优秀中青年文艺家。
 王拓，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5篇，设计作品获第七届全国体育美展优秀奖，第十
一届全运会火炬入围奖，参与火炬传递圣火台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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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风箱内部的结构设计巧妙且较复杂。
风箱中间装有扇风板，扇风板四个边缘有的附有鸡毛，使扇风板前后推拉时滑溜省力。
扇风板连接两条柄作把手，风箱前后设两个只能向里不能向外的木板，使空气只进不出。
箱内左下方附有方形管，前后两口与箱内相通，中间是向外朝向火炉的风口。
风口内部有一个活阀木板，使空管前后两部分交替与出风口相通。
推拉把手带动扇风板前后移动，空气前后交替进入箱体内，并前后推动出风口的活阀，使空气交替并
不断地送入炉灶内。
北方农村做饭用的风箱常固定在灶台的一侧，不轻易挪动，五冬六夏烧火做饭都用风箱。
 支锅造饭 1.锅的起源与发展 火的发现和利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饮食史上的巨大变革。
锅，这种最基本的烹食炊具永远也离不开火的相伴，火与锅一起穿越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时空不断地
演变直到今天。
三国时，谯周的《古史考》中有“黄帝作釜甑”的记述，其中的“釜、甑”即是古代不同“锅”的称
谓，除此之外还有鼎、镬、甑等许多名称。
原始部落时期的石烹阶段是人类熟食的开始，进入陶烹阶段，标志着人类的饮食逐渐步人成熟。
“陶釜”可以看做是人类饮食历史上最早的锅，人类利用“陶釜”烹煮食物，做成一锅烩，也叫做“
羹”，来满足口腹之欲。
正是由于“陶釜”的出现，人类进入了烹饪时代。
鼎，是古代极为重要的炊具，它是古人用来煮肉或盛肉的食器。
新石器时代的鼎均为圆形陶质，是用黏土烧制成的，一般称为“陶鼎”。
自殷周以后，鼎大多为青铜铸造，由于体积庞大且沉重的青铜鼎挪动时非常不便，所以只能放置在相
对固定的地点。
至西周时期，冶铜和冶铁的技术得到发展，铜釜与铁釜也相继出现，从前的鼎逐渐演变成为祭神祀天
的礼器并成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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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老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如今生活富裕了，绝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原先这开门就要惦记的七件大事好
像不再那么重要。
行色匆匆，人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
如果放慢了脚步，回过头来，重新咀嚼一下过去的日子，虽然俭朴寡淡，却也是值得品味的酒肴。
这酒肴倒也丰富，除了令人回味的人和事，也有真正的下酒菜，有的现在叫私房菜、土菜、庄户菜，
菜做得肯定不洋气，但现在吃起来却不俗不土。
既是私房菜，这做饭做菜的家把什儿恐怕也得原汁原味，不然，菜就走味儿。
如果找不到或记不起那些家把什儿，我们就共同回忆一下。
这也是我愿意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册《锅碗瓢盆》，是跟随老师潘鲁生先生所做的丛书
《中国民艺采风录》之一，因为每册要大概一致，所以只有几万字，但图片全部是原创，部分实物为
山东东方民艺博物馆藏品，内容自然是叙说现存于民间生活的锅碗瓢盆。
后来又跟随鲁生老师在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以食为天》，既是丛书之一，也是教育部“民间
工艺文化生态调查”课题的一部分，内容较前一本更丰富、更宽泛，也仍是民间调查的第一手资料。
也许有此基础及民间调研的经历，民间饮食器用仍是近几年笔者感兴趣的内容之一，这也是写这本书
的基础。
    与前两册书有所不同的是，本书内容有较多的历史叙述，对各类饮食器用的历史演变作了一些交代
，特别是对古代饮食器用的样式、形态描述。
当然，这些资料也主要来源于学者前辈的考古挖掘、历史考证，以及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对笔者来说
这也是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
相关的参考文献后谨列标注，若有遗漏或谬误之处当不辞其责。
民间饮食器用资料及摄影主要来源于笔者的调查，其中有许多实物资料为鲁生老师个人藏品，亦有标
注，在此亦表示感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硕士研究生王拓、莫秀秀同学做了大量资料工作，主要是对古代饮食器具的资料收集
和查阅，因而，本书也是三人共同工作的结果。
传统的饮食器具之丰富繁杂非本书所能囊括，本书所列可谓九牛一毛，即使本书的体例及结构也需再
调整增加，无奈见识所限，特别是编写时间不可再拖，权且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为由就此作罢
。
    责编老师的督促使我最终完成了此稿，在此对她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辛劳表示谢意，也对丛书主编及
中国社会出版社表示感谢。
    圣人、贵人和平民百姓谁也脱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困扰。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忆一下圣人的话，孔老夫子云：“食不厌细，脍不厌精。
”马克思也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
解除的饥饿。
”看来美食和锅碗瓢勺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唐家路谨识    2009年仲秋于泉城舜耕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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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文化丛书:饮食器用》对各类饮食器用的历史演变作了一些交代，特别是对古代饮食器用的
样式、形态描述。
当然，这些资料也主要来源于学者前辈的考古挖掘、历史考证，以及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对笔者来说
这也是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
民间饮食器用资料及摄影主要来源于笔者的调查，其中有许多实物资料为鲁生老师个人藏品，亦有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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