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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品酒诗话》以诗话条目写成，主要介绍了中国酒文化、酒与茶、酒与神话传说、古代酒器
、周代酒人等内容。
 基本以时代为序，按照中国传统诗话体式，厘为五卷，卷一为周秦汉品酒诗话，卷二为魏晋六朝品酒
诗话，卷三为唐五代品酒诗话，卷四为宋金元品酒诗话，卷五为明清品酒诗话，共计288则诗话条目。
书中所记录与品评的历代酒诗、品酒诗、对酒诗与醉歌，将中国酒人与诗人的文化心态、审美情趣、
情感纠葛、人生哲学、价值取向、生命意识、宇宙观念，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这种展示，甚至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表现得更加真切生动，更加精确深邃，更加富有感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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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酒文化，是因酒与饮酒之风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属于中国饮食文化之列，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之一。
    比较而言，中国酒文化有几个突出的文化特征：    第一，酒主阳，富有一种刚烈之气。
因此，中国酒文化具有一种难得的阳刚之气、大丈夫之气、英雄之气。
酒为何物?酒是经过食物发酵而酿造成的一种饮料。
从汉字文化原型来分析，酒，从水从酉。
一则“酉”形同酒壶，以壶装酒水者；二则白居易《醉歌》云：  “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
没。
”酉，地支的第十位，十二时辰之一，以酉时之水造酒，酒带有雄性、烈性，酒味更加醇美可口。
白居易又有《卯时酒》诗：“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
未知卯时酒，神速功力倍。
一杯置掌上，三咽人腹内。
煦若春贯肠，暄如日炙背。
岂独肢体畅?仍加志气大。
当时遗弃形骸，竟日忘冠带。
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
”此几句极写卯时饮酒的功力之大，此时人容易醉酒。
    第二，酒能醉人。
借酒消愁，以酒解忧，是中国人常见的文化心态，是排遣情感纠葛的特效剂。
曹操《短歌行》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即少康，传说是酒的发明者。
《说文解字·巾部》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
少康，杜康也。
”然而，酒又何以解忧?李白《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
”酒，醉酒，便成了古今中外愁苦伤心人自我解脱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而已。
    第三，酒主宴饮。
中国的酒文化，积淀着两种文化类型：一种是俗文化，另一种是雅文化。
以俗文化而言，主要表现为民间喜庆、祭祀、婚丧、酬宾之类，以酒助兴，以酒会友，重在人际关系
，带有某种功利性色彩；以雅文化而言，属于文人心态，酒杯之举，表现出一种雅兴、一种情趣、一
种难以排解的思想感情的外露，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第四，酒与诗、书画、音乐、舞蹈、武术等联姻，有所谓酒诗、醉书、醉画、醉歌、醉舞、醉拳等
，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诗为何物?从酒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诗就是酒，诗兴就是酒兴。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许多优美的诗篇，都是中国酒文化的产物。
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论及诗文之体的区别时说：    文之辞达，诗之辞婉。
文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答性情，故宜辞婉。
意喻之米，饭与酒同出。
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
文之措辞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
醉也。
吴氏以酒喻诗，以饭喻文，生动而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文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著
名比喻。
诗与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人宋大樽认为，饮酒是中国历代诗人共同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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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茗香诗论》云：“宜言饮酒者莫如诗。
饮，诗人之通趣矣。
”    第五，中国酒文化的主要载体与传播媒介，有文化载体与物质载体之别。
其文化载体，主要有神话传说、诗词曲赋、文史传记、戏剧小说等，而专门化的一是诗，是酒诗，有
所谓饮酒诗、对酒歌、醉歌、酒词、酒曲，二是文，有所谓酒经、酒史、酒赋、酒令之类，而其他史
传、戏剧、小说者，亦将酒寓于其中。
其物质载体，主要是酒，是酒器。
自先秦而至于现代，酒的酿造技术，往往经过了一个由粗而精、酒精度由低而高的发展过程；酒的饮
用，由宫廷而民间，由贵族而大众，由高雅而世俗，是一部逐渐普及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诗歌与社
会人生紧密结合的心灵史；而酒器的应用，由青铜器到陶器、瓦器、瓷器、玻璃器，其制作工艺则遵
循由繁到简、由贵族化到大众化的演变规律。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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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诗话条目写成，主要介绍了中国酒文化、酒与茶、酒与神话传说、古代酒器、周代酒人等内容
。
 基本以时代为序，按照中国传统诗话体式，厘为五卷，卷一为周秦汉品酒诗话，卷二为魏晋六朝品酒
诗话，卷三为唐五代品酒诗话，卷四为宋金元品酒诗话，卷五为明清品酒诗话，共计288则诗话条目。
书中所记录与品评的历代酒诗、品酒诗、对酒诗与醉歌，将中国酒人与诗人的文化心态、审美情趣、
情感纠葛、人生哲学、价值取向、生命意识、宇宙观念，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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