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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你为他人饮食习惯冠上”粗俗”、”野蛮”之名时，可曾想过饮食文化的形成并非那简单？
听到吃狗肉你会吓到，但在韩国可是见怪不怪；驴肉、猫肉、狗肉、蛇肉、孔雀、蜥蜴、蝗虫⋯⋯作
为食物，很奇怪吗？
    东方与西方的餐桌礼仪，哪一个精致？
火腿的起源与盐尸有关；古代女人也爱放纵豪饮；麻辣为四川招牌，其实是误传⋯⋯这些知识，都是
有凭有据，出自历史典籍。
    龚鹏程现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学问渊博。
从动植物、宗教、地理、文学、医学多方面切入，引经据典，谈饮馔文化。
    在批判”文明”与”野蛮”之前，先来认识历史、学学文化、试着尊重他人饮食习惯吧！
每一口食物，背景都是源远流长。
看完本书，你将会重新定义“奇珍异食”。
    “知味者，非舌尖之功夫；雅趣者，非水煮清淡之谓。
须明此理，乃知饮膳之道。
无论吃荤吃素，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可惜现今懂得吃的人太少了，遂令吾人抚遗编而叹息矣。
”    “所重非食物之烹调，而是食材之珍稀、数量之繁盛、排场之闳阔、仪节之讲究、歌舞之欢愉、
场地之奢华、宴会设计之别出心裁等。
好吃，只固执吃的乐趣，不知贵族飨宴之乐乃是这些总体合起来的。
就算是今天的宴会，菜也都不会好吃，宾主尽欢者，其实在椟而不在珠。
何况椟本身也确实有可观之处。
例如宴会的餐具、摆设，宾客的服装，乃至餐厅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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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鹏程  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於台北。
尝学剑，任中华少林禅武学会、中华武侠文学会会长。
又尝学书，为台湾师范大学博士。
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长，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欧亚大学校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中国历史文学
会会长，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等职。
近年以消遥游为养生主，旅行讲学台湾、大陆、马来西亚等处。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兼综三教，博涉九流，有学术著作七十馀种。
亦能诗文，曾获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等。
好吃，有五十馀年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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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就是说，饮食表现了土耳其的多元文化现象？
　　答：我刚才只说它表现了居于欧亚文化之中间者的身分，以及表现了它在香料贸易上的地位，并
没直接说它多不多元。
目前土耳其为多元文化之表征的说法甚嚣尘上，土耳其本身以此为宣传、旅行社以此为号召、世人以
此为标签去认识土耳其，可是我对此却是存疑的。
　　仍从饮食上看：我国闽、广、江浙，各省方言、风俗、饮食之差异多么大？
但我从伊斯坦布尔到卡帕多细亚，跑过的距离，至少可以由山东到内蒙了，而其区域差异绝对小于我
国任何两个省，起码饮食就基本相同，可见其内部一元化其实颇为严重。
　　目前全国95%左右为伊斯兰教徒，凯末尔又提倡民族国家理论与政策，要求土耳其只能是土耳其
人之土耳其，以致三十年代引发民族大迁徙，希腊人均弃其田产庐墓，返回希腊。
卡帕多细亚地区旧的教堂、旅邸、民居乃因此多成废墟。
今以此废墟为观光景点，以为古代文化多元之证，实不免令人哭笑不得。
　　赫梯人、拜占庭帝国之历史，其实也是如此。
除了在博物馆中展示，或用为观光资源之外，现实上并不在意。
我在安卡拉国家博物馆旁的城堡里游观时，就发现他们把许多罗马时代希腊化时代之教堂、墓碑、纪
念建筑取来做为堆砌城墙的石料，情况跟咱们国内把一些老碑刻胡乱拿来铺路、架桥，做新建筑的础
石完全一个样。
我们各地方为发展旅游，也大力宣扬历史文化，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传统历史文化何尝真被
这批人所体认、所珍惜？
道理和土耳其正是相同的。
　　可是土耳其在欧亚之间的角色与地位，似乎也使它不多元也不行。
　　答：对，欧亚文明在此交汇，形成了文化交汇的格局，这种位置与格局，使它不多元也不可能。
　　但这只种交汇也可能只代表了冲突，未必即等于融合。
而且这只是历史之实然，人对于这种历史实际之处境，却可能另有体会，或对此交汇冲突之局筹思有
以平抑之。
我觉得土耳其即是这一类。
在拜占庭时代，把本来被禁止、藏躲在卡帕多细亚山窟地洞里的基督教忽然拔举为国教，扬之于青云
之上。
反过来压制了原本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老信仰。
等到拜占庭被灭，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基督教又被压到地层底下，传教士跟教堂都藏在地
洞里面。
奥斯曼本是亚洲文明，突厥人本身也自有其文化，曾信奉过本族原有宗教、佛教、摩尼教等，可是信
了伊斯兰教以后，却尽弃故我，把旧文化全丢了。
奉伊斯兰真主之名，跟欧洲各国争衡了几世纪之后，如今又欲“脱亚入欧”，积极让自己成为欧洲之
一部分。
　　这样一个国家，虽绝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人种亦属亚洲，文化更与欧洲颇有差异，却在自我意识
与认同问题上如此，岂不像极了近代的日本？
凯末尔昔年也最欣赏日本天皇。
正显示着这其中存在着太多错乱，历史层层掩盖，文化一次一次被否定，人的主观选择又一次次企图
扭转历史实然的处境。
欧亚多种文明冲突的悲怆，绝不是把多元文化拿来观光赏玩的人所能体会的。
　　你的讲法总是太极端。
文明冲突的同时，应该也就有融合。
　　答：理论上固然如此，实际状况则要看是冲突为主，抑或以融合、沟通交流为主。
土耳其这个地方，因争战不断、生存竞争激烈，看来竟是有我无你式的冲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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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赫梯王国何等强大？
把巴比伦王国都给灭了，势力进入两河流域，并进兵埃及。
不旋踵赫梯王国又被灭了。
乌拉尔、腓尼基诸国崛起，又与希腊大战，特洛伊战争，名垂青史。
接着波斯势力进入，又把诸国灭掉。
亚历山大东征，攻占拜占庭，波斯萨珊王朝攻占安那托利亚中部。
哥特人又入侵，希腊人的城市颇遭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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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川中滋味长，北京不辉煌——何亮亮《饮馔丛谈》这个作者龚鹏程先生。
现任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但是他不是一个在中国内地出生的，他是台湾人，祖籍江西。
这位龚鹏程先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看过他的一些书，反正是久仰大名。
我觉得像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说知识分子或者是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少见，是在中
国大陆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他是一位能文能武颇有士大夫之风的，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或者是这
样的一位文人。
此话怎么说呢？
龚鹏程先生的祖籍是江西，他是1956年在台湾出生的，学历当然是很丰富了，是一位文史专家。
我说他是能文能武，所谓能文当然他是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文史专家，能诗善文，书法也十分的了
得。
所谓能武装他学过剑，他正式的学过剑道，这样能文能武的学者我相信是很少见的。
他自称他是三角交流他接触过，然后他说他特别好吃。
好吃嘛人都好吃，人都要吃，但是好吃我想是有讲究的，就是你会不会吃，吃的理念有什么文化？
有什么典故？
就是这本书《饮饌丛谈》。
这本书其实是龚先生，或者说龚教授他最近几年的一些散文，他把它集成一本书出版了。
在春节期间咱们来谈这本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龚先生对于吃的一些感受，其中给我们很多启发的
，或者我想在座的朋友，谁没有吃呢？
我们现在先讲川菜，我想川菜中国人没有没吃过川菜的，很少人没有吃过川菜，特别是现在川菜大行
其道，想到川菜人们就会想起麻辣火锅等等，我想也有很多人都吃过的。
在这里这个龚鹏程先生给我们写了这样一篇，叫做《川中滋味长》，川就是四川的川，这个《川中滋
味长》，一开始就提了一篇，就是当年张大千先生宴请张学良将军的一个菜单，我觉得这个菜单是非
常精彩的。
张大千我们知道他是四川人，他也十分好吃，他很能吃。
那么张大千先生宴请张学良，他的菜单是怎么样的呢？
你看干贝鹅掌、红油猪蹄、蒜苔腊肉、干烧鳇翅、六一丝、蚝油肚条、葱烧乌参、清蒸晚菘、绍酒闷
笋、干烧明虾、汆王瓜肉片、粉蒸牛肉、鱼羹烩面、煮元宵、豆泥蒸饺。
看来宾主吃得十分尽兴，所以张学良请张大千在菜单上面就提了跋语，变成了一个艺术品收藏了。
龚鹏程先生为什么要援引这样的一篇，这一个菜单？
就在于其实这个菜单上很多菜都是很典型的川菜，可是我们今天很少看到川菜馆里有这样的一些菜了
，道理何在？
就在于现在川菜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革了，基于这个改革好还是不好？
我想这就是个人的看法问题了。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想到川菜，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麻辣火锅，就是麻辣，其实以前的川菜，我们
说不是很久以前的，不是百年前的，就是张大千时代的川菜，还不完全是这样。
你只要看到张大千这样一位，食不厌精的大画家，他宴请另外一位大将军的这个菜，菜里面虽然当时
也有一些山珍也有一些海味，你像它有翅它也有乌参等等，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一些菜，但
是正是这些菜，却是当年川菜很典型的做法。
所以我想类似这样的文章，我们看到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讲到川菜我想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吃川菜吧，四川人在家里做的菜可能就是川菜，在过年期间很
多人要上馆子吃的话，川菜馆肯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一看当年张大千是如何宴请张学良的呢？
可以看得出来，川菜其实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迁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也是一个古都了，龚鹏程先生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散文，
题目就叫做《辉煌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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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了一个问号，为什么要打个问号呢？
因为从食，从饮食的角度，还有从听京戏的角度，在龚先生看来，今天的北京并不辉煌。
我们举一个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烤鸭，烤鸭这谁都知道的。
以前北京有这个便宜坊，便宜坊很出名，现在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全聚德了。
但是龚先生认为，其实北京的烤鸭不管是便宜坊，还是全聚德的烤鸭，其实还没有香港和台湾的烤鸭
好吃。
这点其实我倒是也有感受，虽然我烤鸭吃得并不多，但是便宜坊的烤鸭还有全聚德的烤鸭都吃过，在
北京也吃过烤鸭，不过台湾的烤鸭我是没有吃过，好像全聚德也开到北京（台湾）去了。
龚先生认为，其实道理关键在什么地方？
就是以前，以前第一烤鸭少是吧，基本上你只有在北京才能够吃到。
第二北京的烤鸭以前为什么非常的肥美呢？
因为北京的烤鸭以前用的是填鸭，填出来的鸭子所以特别的肥美。
但是，如今养鸭的技术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我倒是不懂，龚先生说，他当然是见多识广了
，他说现在很多地方养鸭子，并不需要用填的方法，岂不说填是很残忍的一个方法。
但是，至少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填，也能够养出很肥美的，应该说是更自然生长的这样一种鸭子，而且
所谓各种烤的方法其实大同小异，所以吃烤鸭并不一定要在北京，并不一定要在全聚德和全聚德，这
就是龚先生这篇《辉煌的北京？
》他打了个问号，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讲到北京尤其像龚先生这样的士大夫，他当然就非常地，注意，他想在北京想要听京戏，听京
戏，他说而不是看京戏。
长安大戏院不行，长安大戏院那主要是蒙老外的，所以他讲了几个地方他想去看，结果都没有看到真
正的传统的京戏，在北京现在他们叫做京剧。
后来，我自己想我们现在在舞台上、在电视上看到那种京剧，往往就是一些片段，并不是传统的京剧
。
从这点上来看，我不知道现在春节，还能不能看到，像龚先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京剧。
我想不管怎么说，有一出好的京剧，在春节期间肯定对于大家的生活、对于大家过年，都是一个非常
好的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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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饮馔丛谈》编辑推荐：心理学的诡计是指利用心理学的相关原理、效应和方法等迷惑、诱导对方，
以在与人博弈的过程中获取胜利的方法和手段。
《饮馔丛谈》为你揭开心理学诡计的真实面目，讲解心理学诡计具体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揭示心理学
诡计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同时，教授针对各种诡计独特有效的应对策略，教你巧妙运用人类共通的行
为准则，让你按照自己的心意掌控局面，在每一场”心”对“心”的博弈中过关斩将，轻松享受心想
事成的快意人生。
 枕书生活在京都，“来到落柿舍前”，“路过宇治的竹林”，“到梨木神社的染井旁汲水”，或者“
沿着山道一直走下去”，或者“沿着御所的外墙一路走下去”，总那么相宜。
发一声叹，也恰到好处。
京都跟东京不一样，东京是政治的，躁动，而京都静谧，是文化的。
东京的文化也熏透了政治。
京都骨子里是古代的，仿佛主要由女性体现的平安时代。
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大都局限于东京，难免偏颇。
枕书现下在京都留学，闲来写出这些柔美的文字。
芭蕉、芜村酷爱且通晓中国文化，而枕书的笔调还带有日本俳味儿，他们更不会感觉孤寂罢。
京都这座千年古都看上去古色古香，其实也现代化了，要真正看懂它的古，很需要点功底和工夫，尤
其要谙熟中国的古代，枕书把知识、景致、情怀融为了一体。
且过下去罢，这尘世间的梦之浮桥。
梦浮桥由此岸至彼岸，关乎尘世无常的生死。
这也是要说的故事，那些梦浮桥中漂泊的旅人、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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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舌头的胆识凌性杰厚厚一本《饮馔丛谈》，撰述体例大抵以杂文、论文为主，杂文部门出现作者的饮
馔体验，论文部门则深切社会文化范畴，切磋人的总称的口腹行为，既宏观又细润。
咱们衣食足了，也稍知荣辱了，糊口的美学方兴日盛，拥有灵敏的舌头是咱们品味的第一步⋯⋯我爱
吃喝，也勇于吃喝，更爱听别人怎么品题辩论口腹之道有些时辰，鼻黏膜与味蕾的挑剔，让我步入1
个大相径庭的世界，尽情领略口腔中的千变万化读焦桐的《暴食江湖》，此中品味的推荐、饮膳的精
进，已教人心痒难耐，徒然加多口腹之欲龚鹏程的《饮馔丛谈》则更开拓了视阈，不停揭露吃食奇观
，烹猫煮狗且为乐，会须狂饮三百杯。
我认为，品味总来自于过细的辨别从吃食品味与吃相，往往能看出一小我私家的脾气修养当真对于待
自己的口腹小体，往往对于最本真的自我有深深沉沦龚鹏程书中提到，他因烤全羊宴卸下佛光大学校
长之职，果真是气势非凡他不拘于偏见、勇于冒险的性格正反应在口腹上他吃遍大江南边以及北边，
险些就是一名口腹文化的考察队家河豚、鲢鱼、熊掌、果子狸⋯⋯无不与他结下口腹因缘这些食材究
竟多么甘旨，在他笔下没有太甚细润的出现，反倒是追赶吃食的过程、追求别致体验的历程，才是他
用心运笔之处他的文字目的或许不在召唤某种远逝的芳香，却永远可让咱们见识到胆识与派头多么重
要于是咱们可以眼见他受韩国友人招待，生鱼生蟹生蚝生牛肉下肚，夜中狂泻不啻我不禁莞尔，原来
冒险经验的累积，恰是饮膳文明进展的必经之路。
都说吃是为己、穿是为人，然而食物比衣服更容易彰显人际往来之必须黛安？
艾克曼在《爱之旅》中提到：“人可以独个欣赏其它感官知觉之美，但味觉则富有社交的特征”《礼
记》也记载着：“礼之初，始诸口腹”礼是美化的行为，从餐桌上课礼仪似乎再自然不外藉由口腹男
性以及女性以通大道，是龚鹏程阐述的弘旨他几回再三地冲破世俗偏见，意欲辩证吃的真谛，除了知
味摄生，更要探触古今之别、工具文化差异人之大欲存焉，咱们没有办法视若无睹唯有谦卑真诚的反
省，才气懂得欲望与美学到尽头是怎么一回事。
龚鹏程不无感慨的说：“在美的范畴中排斥了口腹与男性以及女性，便不能真正会商糊口世界美的需
要解答的题目，苏格拉底的犹疑、尼采的悲壮，距糊口之美，恐怕都还有若干间隔”人莫不口腹而鲜
能知味，关键就在于是否愿意当真对于待自己的糊口咱们衣食足了，也稍知荣辱了，糊口的美学方兴
日盛，拥有灵敏的舌头是咱们品味的第一步可以或许像龚鹏程那样子萍踪漂泊、不时尝鲜，用味蕾去
熟悉1个处所的风俗人情，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吧只是，我好奇，舌头会否也有世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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