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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较为开阔的视野下考察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举出四十余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涉及中国饮食文化
传统、饮食营养科学、食品工业与食品安全等几大领域。
简要、全面地说明各个对象的来龙去脉，给以扼要、中肯的评析，使读者对当代中国人身处的传统与
现代文明糅合的饮食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懂得如何去辨别与选择科学、文明的饮食方式，在
“吃喝”这件极平常、也极重大的事情上，收获健康、乐趣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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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鸿崑，1931年生于江苏阜宁。
原扬州师范学院化学系副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和化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87年调任江苏商专中国烹饪系（现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系主任兼江苏省烹饪研究所所长，现为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退休后仍然从事中国烹饪科学技术体系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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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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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饮食礼仪与风俗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饮食文化文献中具有科学性质的
元典著作　中华饮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生态饮食的开发与利用　过年和年夜饭　《清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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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熊掌到满汉全席第二辑  中国烹饪　中国历史上的厨师　中国的烹饪教育与烹饪技术的传承　烹
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　《随园食单》“须知单”与“戒单”的科学解读第三辑  食品科学和食品安全
　什么是健康食品？
　这些东西还能吃吗？
　转基因食品可怕吗？
　“药食同源”也有度　走出食品质量安全的怪圈　中国食品工业的创新之路　从汤饼到方便面　我
们不该咒骂快餐！
　奥运饮食对我们的启示第四辑  营养　中西医之争与饮食营养科学　人的体质与食物营养价值的匹
配　健康、亚健康与保健食品　全世界，吃死的人比饿死的人多　中国人饮食中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
矿物质　关于第七类营养素第五辑　烟、酒、茶　令人尴尬的酒文化　茶为国饮　食品家族的“孽子
”——烟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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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饮食文化一般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最近十几年来，各种媒体上的常见成语。
利用google搜索引擎，在互联网立刻可以获得七十多万条相关信息。
但在仔细检索之后，立刻会发现对这一成语的使用并不一定符合它的原义。
 最早出现这一成语的古籍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的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数困荥阳（今河
南省?荥阳市）、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市上街镇），并打算放弃成皋以东（今郑州一带）的地盘，构筑
巩县、洛阳一线以抗拒项羽。
而郦食其（yiji，音艺基）则对刘邦说：“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接着他劝刘邦派兵固守成皋，取荥阳，“据敖仓之粟”。
这里的敖仓是秦朝筑的特大型国家粮库，故址在今荥阳市北敖山之上。
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派他东去笼络齐王田广解除后顾之忧，以免于腹背受敌。
齐王麻痹大意，等到刘邦腾出手来，派韩信攻击齐王，这时齐王才知道上当，愤怒地将郦食其烹死，
而刘邦则因为有敖仓中大量的存粮，而度过难关。
郦食其立了大功，却也丢了性命。
但他的“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则成了千古名言。
关于这件事和这句话，后来班固在作《汉书?郦陆朱刘叔孙列传》时，几乎是全文抄录，一字未改，因
此现代人常说此言出自《汉书》，其实应该说是出自《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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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书定稿以后，回头又通读了两遍，觉得饮食文化涉猎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篇幅已经不小了，但仍
有不少问题没有谈到，难怪有许多人说它是“博大精深”。
但我总觉得饮食文化的“博大”有芜杂的味道，而它的“精深”似乎缺乏科学论证。
笔者以为饮食文化的“精深”表象，乃是由于其科学基础开发不够所致，它与当代的尖端前沿的课题
，如宇宙空间科技、信息科技、生物遗传科技等等相比，绝对相形见绌。
因此，饮食文化的“精深”，实在是因为现代科学介入不够而造成的朦胧状态，并不是它本身真有什
么精深之处。
从食物理论和营养学的角度讲，认识这些“精深”，有待于生物和医学科学的新发现；从社会人文的
角度讲，则应首先明晰当代人类生存需要与地球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古人所论证的那些人文规
范，在现代条件下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等问题。
故而笔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引起同道及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在当代人类已掌握的总知识链中，饮食文化处于低端。
对饮食文化的研究，不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境界，人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也只有人人参与，大家的认识才容易趋于一致，从而形成新的生活规范。
这就是笔者最后写这几句话的真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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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美食文化，吃，在中国被发展成一种文化。
《食在中国:中国人饮食生活大视野》在较为开阔的视野下考察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举出四十余个有代
表性的问题，涉及饮食营养科学、食品工业与食品安全等几大领域。
简要、全面地说明各个对象的来龙去脉，并给以扼要、中肯的评析。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礼记，中庸）“知味”成了一门重大的学问，味道具有了哲学意味，从味觉感觉发展到体会义理
。
我们中国人，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用上一个“味”字，不仅有“意味”“趣味”而且有“文味
”“人味”等等，“味道”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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