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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酒文化专著，系统地介绍了酒的起源发展、酒具
、酒之礼俗与酒令、酒之诗词歌赋等诸多酒文化内容。
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酒的知识，并从书中所述名人逸事、典故趣闻、酒文诗话、艺术名篇中得到
酒文化的精神享受。
阅读本书，犹如畅游浩瀚的中华美酒长河，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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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悠悠酒史
 第一节　酒的起源
　　(一)从考古资料考察酿酒起源
　　(二)现代学者看酿酒的起源
 第二节　酒的传说
　　(一)上天造酒说
　　(--)猿猴造酒说
　　(三)仪狄造酒说
　　(四)杜康造酒说
 第三节　名酒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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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宋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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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当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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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历代名酒
 　(一)夏商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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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酒与词
第十三章　酒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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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果酒和乳酒——第一代饮料酒我们都知道，酒是由酵母菌分解糖类产生的，它是一种发酵
饮品。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主要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水果是主要的食物之一，采集的野果含糖分高，最
易发酵，从而析成酒精；动物的乳汁中含有蛋白质、乳糖，也很容易发酵成酒，以狩猎为生的远古人
也有可能意外地得到乳酒。
因此可以这样说，人类第一代饮料酒就是果酒和乳酒，我们可以从有关记载中得到考证。
在史籍中有所谓“猿酒”的记载，当然，古代猿猴造酒的那种酒充其量也只能是带有酒香味的野果而
已。
在《黄帝内经》中，记载有“醴酪”，这是我国乳酒的最早记载。
在旧石器时期，果物和动物的乳汁很容易获取并极易发酵成酒，而且所需的酿造技术较为简单。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人类有意识酿造的最原始的酒类品种也应是果酒和乳酒。
3.谷物酿酒始于农耕时代还是先于农耕时代关于谷物酿酒的起源，目前有以下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清盎之美，始于宋耜。
”正说明了我国谷物酿酒是在农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现代许多学者也基本上赞成这种看法，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认为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剩粮后才
开始酿酒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谷物酿酒在农耕时代之前，代表入物如我国考古学家吴其昌先生，他1937年曾提出一
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吃饭是从饮酒中延伸出来
的。
”这种观点在国外也较为流行，但一直找不到证据来证明。
时隔半个世纪的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家所罗门·卡茨博士发表论文，又提出
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人们最初种粮.食的目的是为了酿酒，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酒
，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便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
该观点的依据是：远古时代，人类的主食是肉类不是谷物。
国外发现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已经开始酿造谷物酒，而那时，人们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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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酒典》是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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