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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人间有味是清欢(饮食卷)》对我国的饮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编撰整理，内容包括
中华饮食文化探源、中华注明饮食思想、中华饮食的艺术倾向、中华饮食器具、中华酒文化、中华茶
文化、中华民族麦文化、中华文化菽文化、中华传统节日食俗、中华人生礼仪食俗、中华饮食礼仪、
中国各地各民族饮食习惯与美食、中国八大菜系、中华古典名筵、中华名人名馔、中华著名小吃、中
华烹饪技艺、中华美食菜谱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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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代广，男，已有多部作品出版，如《希腊神话（上下册）》、《宋太祖传》、《走近核能》、《氢
能与氢能汽车》、《世界历史之谜》、《中国历史之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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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这一时期的主要食物品类相适应，该时期的食器主要有盛食器如碗、盘、碟和取食器匕
、箸。
 碗，从古至今就是一种重要的食器。
唐代的主食如米、面等均非常适合盛放于碗中。
唐代另一食器生产大宗是盘子。
盘，“承槃也”，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盛放食物的。
这一时期的盛食器还有碟子。
 【唐代取食用具】 唐代的取食用具有匕、箸。
箸就是筷子，匕“亦所以用比取饭”，就是取饭用的饭匙。
在进食时匕、箸是配合使用的，并且有严格的分工，《礼记·曲礼上》中就规定有“饭黍毋以箸”、
“羹之有菜者用夹，其无菜者不用夹”，箸在那时候主要是用来捞取羹中菜食，而吃饭则使用匕。
这种习惯在唐代仍为沿用。
 【唐代酒器】 唐之盛世，使得这一时期酒风大张，唐代不但各地所产酒的品类十分繁多，星罗棋布
的酒肆也为人们的饮酒提供了很大便利。
 唐人在饮酒时，非常注重饮酒时氛围的营造，经常行酒令助兴。
丁卯桥就出土了一组包括有“论语玉烛”、酒令筹、令旗、令纛的宴饮行令专用器具。
“玉烛”其实就是用来盛酒令筹的筹筒，而且配有专门的玉烛录事掌管。
 为了规范人们在共饮时的斟酌之道，当时在酒席上还有监酒工具“令旗”、“令纛”，也配有专门的
录事掌管。
 好酒的唐人对于饮酒时的行令器具在制作时都这样用心，对于酒器的设计更是非常重视。
 以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酒器不管是在种类上还是造型上都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以种类上看，因为唐代酒类酿造技术的改进，所制出酒的浓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以往汉人可以
“饮酒一石而不乱”的现象在唐代已很难再现，这使得唐人在饮酒器上多选用容量相对较小的杯和盏
。
盛酒器方面，由汉代流行开来的用于储酒、挹酒的樽杓组合还有人沿用，而一种融储酒、注酒功能于
一身的“注子”侧是这一时期新创造的器形并广为使用。
 饮酒器的造型方面，前代多被用于饮酒的带有双耳的椭圆形造型的耳杯已经很少应用，一批前朝所不
常见的或带把、或高足、或多曲的杯类造型却被这一时期人们所使用。
 带把杯作为一种容器，为了保证其使用功能，在杯身上的造型变化终归有限，所以唐人非常重视把手
的造型，除了“6”字形之外，还出现了配有云头形指垫的环形把手、内部造型类似耳朵形状的卷草
叶形把手和叶芽形把手，都非常美观并且实用。
 对于带把杯来说，因为人们在使用时是单手把持，所以就要求其器形不能过大，以防其在装入液体之
后，因为自身太过沉重而影响使用。
而唐人在设计时已经留意到了这一点，唐代带把杯的器高大多在4—7.7厘米之间，口径多半在7—10.5
厘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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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人间有味是清欢(饮食卷)》编辑推荐：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饮食在国人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已超越了做菜做饭的局限，升华到了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境界。
由来舌尖识滋味，首屈一指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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