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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为“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之
一种。
书中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饮食文化称为“饮食象征文化”，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把跨学科的理论
方法引入中国饮食文化研究领域。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分为“上篇：饮食象征文化的理论框架”、“中篇：中
国饮食象征文化的价值取向”、“下篇：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社会功能”、“结语：中国饮食象征文
化的现代走向”几个部分，把饮食象征文化放到了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一宏观的背景条
件之下来进行深入的考察，以全新的视角来透视中华民族内在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并探讨饮食象
征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及它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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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明安，男，汉族，1960年生。
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3年至1997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1998年至2005年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担任副系主任。
现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担任云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性学会人文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华
人性学家协会执委，国际中华性健康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华人性人类学研究》杂志主编。
    在民族学基础研究方面，主编过《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和《现代民族学》等大型论著，前者获得
“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曾合作主编“21世纪人类学文库”、“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两套丛书，单独编辑六卷本的《马曜文
集》。
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本)的编写
工作。
    在象征人类学研究方面，著有《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沟通人神——
中国祭祀文化象征》等书，与人共同主编《中国象征文化》以及“中国象征文化丛书”等著作，并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在生活方式研究领域，著有《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中
国饮食娱乐史》等书，目前正与著名学者刘达临教授共同主持性科学巨著《人类性文化大典》的编写
工作。
    此外，分别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
究》、《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科学、经济、社会》、《宗教学研究》、《国际中华性学杂志》、
《华人性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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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饮食象征文化的理论框架 一、饮食象征文化的特定内涵 （一）作为信息传递方式的饮食象征文
化 （二）作为观念意识外化的饮食象征文化 二、饮食象征文化的符号形式 （一）实体性的饮食象征
符号 （二）行为化的饮食象征符号 三、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 （一）饮食象征符号的外部形态 （
二）饮食象征符号的内在属性 四、饮食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饮食象征文化的时序性 （二）饮
食象征文化的礼仪性 （三）饮食象征文化的主体性 （四）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 中篇中国饮食象征
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多子多福的生育观 （一）食物致孕观念的形成和表现 （二）其他不同类型的祈
子食物 （三）辨别婴儿性别角色的征兆 （四）预防生育不顺的饮食禁忌 二、白头偕老的爱情观 （一
）新婚夫妻的各种共饮共食行为 （二）其他象征夫妻恩爱的饮食礼俗 （三）防止婚姻关系破裂的饮
食禁忌 三、团圆和睦的家庭观 （一）形形色色的团圆吉祥食品 （二）除夕团圆饭与家庭人际关系 四
、年年有余的财富观 （一）吉祥食物反映出的各种财富类型 （二）不同层次人们的财富奢望意识 五
、祈盼丰收的农事观 （一）祈盼作物顺利生长的小农意识 （二）预防各种自然灾害的心理状态 六、
鱼跃龙门的人生观 （一）以官为贵的人生价值取向 （二）祈求增智添巧的饮食活动 七、祛病强身的
保健观 （一）增强体质健康的保健意识 （二）期望消除疾病的心理状态 八、岁岁平安的安全观 （一
）渴望太平无事的安全意识 （二）祈求消灾避祸的心理状态 （三）防止出行遇险的饮食禁忌 九、延
年益寿的长寿观 （一）神话和道教中的长生食物 （二）祈求延年益寿的吉祥食物 十、崇尚孝道的伦
理观 （一）尊老爱幼的良好饮食风尚 （二）孝敬亲属成员的行为规范 （三）哀悼死者的服丧饮食禁
忌 十一、亲如手足的群体观 （一）家族群体的血缘认同意识 （二）村落群体的地域认同意识 下篇中
国饮食象征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表达男女情爱的信物 （一）单一性的食物传情媒介 （二）组合性的
食物传情媒介 二、教育启迪后人的手段 （一）提高个人的日常生活技能 （二）培养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 （三）形成良好的婚姻家庭观念 （四）进行历史传统方面的教育 三、加强人际关系的纽带 （一
）加强主客及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 （二）结成政治联盟时必不可少的凭证 四、确定社会角色的标志 
（一）标志等级角色的象征食物和器具 （二）标志等级角色的象征性饮食行为 五、沟通人神关系的
桥梁 （一）神嗜饮食的构成要素 （二）神嗜饮食的形态特征 （三）传达人神信息的中介 结语中国饮
食象征文化的现代走向 一、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饮食象征文化 二、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饮食象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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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除了金银财宝和普通钱币以外，以五谷为代表的粮食也是人们渴望获取的重要财富。
粮食是所有食物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它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糖和淀粉等营养素，维持生命的延续和
子孙的繁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的丰歉对于人们生活的好坏和社会的安定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粮食
歉收不仅会加重人们生活贫困的状态，而且还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乃至导致政权的倾覆。
 “民以食为天”，表明中国普通民众把对粮食的需求置于所有财富之首予以高度的重视。
人们之所以把粮食视为重要的财富，除了粮食能够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以外，还在于粮食在古代相当
长的时间中曾一度成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行使货币的职学，在市场上广泛地流通。
粮食具有的以上这些特殊作用，使其成了普通民众倾向追逐的财富对象，这种把粮食作为重要财富来
追逐的心理状态在许多特定的饮食象征符号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粮食通常被人们贮藏在粮仓中供长期食用，粮食满仓成了粮食富足的重要标志，所以某些特定的饮食
活动往往被人们用来表达祈求粮食满仓的良好愿望。
明代北京正月“二十五日大啖饼饵，日填仓”。
清代北京正月“念五日为填仓节。
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竞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②。
另外“每至二十五日，粮商米贩致祭仓神，鞭炮最盛。
居民不尽致祭，然必烹治饮食以劳家人，谓之填仓”。
或者“二十五日日‘填仓’，亦醉饱酒肉之期也”。
人们用饱餐的形式来象征以粮食填满粮仓。
这种具有象征性的填仓饮食活动在不同的地区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
河北南部填仓节这天要用五谷杂粮蒸成布袋状的食品，谓扛布袋，希冀这一年五谷丰登，家家袋满仓
流。
山东莱西的填仓方式别具一格，人们在每个真粮囤里都放上一个插着一根香的馒头，意在祈祷丰年，
以实现“大囤满、小囤流”的美好愿望。
甘肃有些地方人们吃的装仓肉是带骨煮熟的大块猪、牛、羊肉， “仓”指人们的肚子，也暗喻粮仓，
以祈祷来丰丰收、粮食满囤。
除了填仓饮食活动以外，许多地方除夕的年饭也被人们借以象征粮食的富足状态。
清代江苏一带“煮饭盛新竹箩中，置红桔、乌菱、荠诸果及糕元宝并插松、柏枝于上，陈列中堂。
至新年蒸食之，取有食粮之意，名曰‘年饭’。
又预淘数日之米，于新年可支许时，亦供案头，名日‘万年粮米’”。
老北京除夕人们“又特于一盔中满盛大米饭，上插松枝小元宝，系以红线，串以制钱，并置枣栗荔枝
等品于饭上，供于神前，谓之‘年饭’，取年年有饭吃之意也”。
浙江嘉兴菱湖“‘除夜’竞炊黄粱谓‘隔年饭’，盖取陈陈相因之意”③。
山东滕县除夕剩下的饭也称隔年饭，放在仓囤之中，取意“仓仓囤囤，年年有余”。
安徽人们除夕吃的团年饭菜肴极其丰盛，所有桌上的食品都要品尝，剩饭要够多顿吃。
当地有“年下剩饭有几盆，来年陈粮换金银”的俗语。
通过剩年饭来象征粮食年年有余，与填仓饮食活动一道成为中国民众祈求粮食富足的具有普遍性的仪
式象征活动形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普通民众所追逐的财富对象还包括以猪、牛、羊为代表的各类牲畜。
 “六畜兴旺”成了与“五谷丰登”相对应的小康生活状态，是广大农民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
在六畜中猪是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最主要的肉食消费品，猪养得多，不仅可以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
而且还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带来其他的生产生活资料。
社会对猪的需求使得猪本身也成了财富的象征，某些特定的饮食活动被人们用来祈求猪繁殖快和养得
大。
四川农家新猪圈建成时，主人备办酒菜，请木匠师傅在圈内进食，所有食物要一扫而光，以期新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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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猪肯吃快长。
浙江畲族在传统的抢猪节中有抢“首猪”的仪式活动，认为抢得首猪之家来年定能养出大肥猪。
另外，畲族新娘带去娘家的“千斤饭”也象征年年能养一头千斤重的肥猪。
贵州布依族用猪肉敬客人则是表示祝贺客人来年养的猪更大，收成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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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旨在整体推出云南社科优秀成果，打造社科品牌和学术
精品，进一步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动“两强一堡”战略目标的实施。
《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的出版，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民族生活方式以及中国
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认识，以推动中国饮食文化的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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