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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史》

内容概要

本套书共分6卷，约300万字，设绪论、原始社会的饮食、夏商时期的饮食、西周时期的饮食、宋代的
饮食、辽金西夏饮食、元代饮食、明代饮食、清代饮食、民国时期的饮食、少数民族饮食15编。每编
又设数章，对各时期饮食文化涉及的饮食原料的生产与制作、饮食的烹饪方法、饮食器具、以及中外
饮食文化交流等进行多方位的阐述。

Page 2



《中国饮食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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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麦在各地的普遍种植
二、稻作农业的重大发展
第二节 肉食动物的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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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作物及其分布
二、食品物价反映的饮食生活状况
第二节 食品原料的加工
一、稻米的加工
二、小麦的加工
三、面食的品种及其制作
四、豆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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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酱腌菜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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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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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交礼仪圈中的彝族饮食
六、信仰上的饮食习俗惯制
第二节 傣族饮食
一、概况
二、饮食之历史传承
三、主食的加工及烹调技术
四、副食的种类及其烹饪方法
五、饮食生活用具的传承与演进
六、节日礼仪食俗及其传承
七、宗教祭祀与饮食
第三节 藏族饮食
一、概况
二、食物的来源与结构
三、食物的加工与烹饪
四、食物的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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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饮食礼俗
附录：中国饮食历史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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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泛泛，可作他书索引
2、看了第五卷，明部分。有點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不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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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饮食史》的笔记-第352页

        页352：江西⋯⋯云都县也产粗碗和粗钵

看到这里不免让人一愣，无论江西还是全国，都没有“云都县”啊，转念一想才明白，想必是“雩都
”（现改作“于都”），以其字形与“云”的繁体字“雲”相近而误。同页下文：“河北的产瓷之地
有瓷县⋯⋯”，这里也应是“磁县”，虽然古代“瓷器”与“磁器”常通用，但不曾听说“磁县”、
“磁州”可写作“瓷县”的。

同卷页365：河南《汝南县志》说：“城内旧有住户，每多宴（晏）起晚眠，日仅西餐，商人亦多如之
。近数年来，匪讧四起，乡间小康之家避乱来城者日众，四餐、三餐各因其便。”——这里的“西餐
”，从上下文看，显系“两餐”之误。

这套书前五卷也偶有错别字，第六卷这里也不多。但有些则非别字，如第六卷页76：“福建地区的藤
山县”，福建并无什么藤山县，按下注是“《藤山志》（十卷本），1948年铅印本”，这个“藤山”
，是福州市郊的市镇（在今仓山区），称之为“藤山县”，显是想当然了。又页364脚注：“北京《义
县志》”，义县在辽宁，此处自应是“顺义县志”。虽然都是小庛，不过这一编“民国时期的饮食”
的作者王熹既在“中国地方志编纂指导小组办公室”，理当在这些细节处无误才是。

当然这些都是细处，这套书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结构、书写和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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