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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隗静秋编著的《中外饮食文化(第2版)》在对饮食文化的概念、功能、现状作简要介绍，本书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科学性，但又不落窠臼，有所突破与创新，并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资料翔实，通俗易懂；
既重视中国饮食文化的辉煌历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又着重阐述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饮食文化，对于
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亦有介绍，从而实现了中外饮食文化的对比，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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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佛教主张饮食调和。
出家人在念诵供养咒时，都会唱言：“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养。
”其中“三德六味”也就是在告诉佛教徒作为供佛和僧人的饮食，一定要六味俱足，方为合法，否则
便是对佛和僧的不恭敬。
所谓“三德六味”即是清净、柔软、如法三德，淡、咸、辛、酸、甘、苦六种味道。
厨师在备办僧人的食物时，要拣择干净，以便合于清净德；食物要精细甘和，以便合于柔软之德，并
且要应时置办，制造得宜，以便合于如法之德。
对于“六味”，有文章指出：“盖淡味为诸味之体；咸昧其性润，能滋于肌肤，故味之调者，必以盐
为首；辛味其性热，能暖脏腑之寒，故味之辣者为辛；酸味其性凉，能解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为酸
；甘味其性和，能和脾胃，故味甜者为甘；苦味其性冷，能解脏腑之热，故味啬者为苦。
” （2）佛教提倡清心素食。
佛教认为，素食可以培养慈悲心，人若食素，不仅可以使人不造杀业，而且能够培养起我们怜悯生灵
的慈悲之心。
因为他们认为，吃肉就是杀生，虽然吃肉之人没有亲手杀生，但由于他们自己吃肉，导致屠夫的存在
，间接犯了杀生戒。
素食可以免造恶业。
因为食素没有杀生，也就等于是间接的放生，放生的人，将来会得到诸种善报。
佛教还认为，素食可以远离冤冤相报。
只有食素，才不会造恶业，最终才会跳出冤冤相报的因果回圈，从而使自己清心寡欲，增进道心。
 （3）佛教主张不非时食。
不非时食是佛制基本戒条。
佛在世的时候，规定佛弟子一天只能在中午吃一餐，叫做过午不食，或者称为持午、不非时食。
也就是在中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可以进食。
若出家人非时而食，名为破斋，往往结罪。
《毗罗三昧经》中记载，“食有四时；旦，天食时；午，法食时；暮，畜生食时；夜，鬼神食时。
”即中午是僧侣吃饭之时。
这种过午不食的制度，在中国很难实行，特别是对于参加劳动的僧人。
于是又产生了变通的方法，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中，每天不过中食之戒，谓之“三长斋月”。
一般情况下，佛寺僧人早餐食粥，时间是晨光初露之时，以能看见掌中之纹时为，准。
午餐大多为饭，时间为正午之前。
晚餐大多食粥，称“药食”。
为何叫“药食”呢？
因为按佛教戒律规定，午后不可吃食物，只有病号可以午后加一餐，称为“药食”。
后来多数寺庙中开了过午不食的戒条，但名称仍为“药食”。
 （4）佛教讲究“食存五观”。
佛教徒到吃饭的时候，当存五种观想：一是计功多少，量彼来处。
所谓的计功就是计算作食的功劳。
应当想到自己所吃的食物，从种植、耕耘、收获、加工、炊煮，饱含了种植者的血汗。
二是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出家人若饮食时，应当仔细想想自己的德行是否与佛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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