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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前言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
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
？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的差别，还真不容易
。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
“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
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
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
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
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
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
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
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季羡林    199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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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内容概要

《新版"雅俗文化书系":酒文化》为新版“雅俗文化书系”之一，该丛书新旧同源，一脉相承的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雅俗共赏，孜孜以求只为天下大众汲取知识的甘露。新版“雅俗文化书系”，
既包括山川风物、观念信仰、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业传统，也包括人伦礼仪、衣食起居、琴棋书
画、奇技赏玩等，在千百年历史文化的纵横交错中，书中呈现着新时代的思想激荡，“古”与“今”
文化碰撞，“雅”与“俗”相得益彰。
新版“雅俗文化书系”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套精品文化图书，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又引经据
典、深入浅出。引领普通大众，沿着历史的轨迹，与文化对话，近距离探求文化的内涵。书系还是少
年儿童了解传统文化，亲近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优秀读本，使他们在乐趣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新版"雅俗文化书系":酒文化》简介：酒文化，伴随中国文明而生，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酒以不同的身份渗入当时的社会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最初，它只是一种饮料，在巫祭文化产
生后，它成了重要的祭品；周代礼乐文明兴起，它又成了参与礼俗的重要物品；随着士大夫文化的产
生和发展，它又成了文人风流雅趣的标志和催化剂。
《新版"雅俗文化书系":酒文化》从酒的起源、传统酒器、名酒品类、酒的影响、风俗礼仪、名人酒趣
等诸多方面，用通俗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将中国酒文化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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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作者简介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以生动而内涵丰富的教学，曾被学生评为“北师大最受欢迎的本
科教学十佳教师”。曾任中国香港教育学院、中国台湾东吴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院校特聘教授。主
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上古文学和文化，著有《楚辞与原始宗教》《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散文研
究——上古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依然旧时明月——唐诗宋词中的生命和情感》等多部学术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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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商朝建立后，大多数君主还是比较清明的。直到最后一个君主帝辛，也就是商纣
王继位，又一位酒色之徒诞生了。 纣王和夏桀一样，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明代小说《封神演义》
曾对他的暴行有详细的描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所说事体大致有据可依。且不说其他，仅与酒有关
的暴行就足够骇人听闻了： 商纣王让人在摘星楼下挖掘了两个大池子，右边的池子盛满美酒，叫做“
酒海”；左边的池子用酒糟堆积成山，在山上插满树枝，并在上面悬挂上肉片，叫做“肉林”。“酒
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是起源于这儿。 据记载，纣王的酒池大到可以在里面行船的地步。光有酒池还远
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还在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到邯郸以南的路上修建了许多行宫，这些
行宫专门供他喝酒享乐之用。 商纣王日夜与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在酒池肉林间嬉戏，他还给这种娱乐
方式起了个文雅的名字“醉乐”。 商纣王在喝酒方面“打持久战”的能力很强——甚至可以连喝七天
七夜。纣王如此昏庸，百姓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后来武王伐纣，带领诸侯攻入朝歌，商纣王自焚而死
。姜太公在讨伐纣王时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其中三条与酒相关：沉迷酒色、建造酒池、酗酒淫乐。 
夏桀、商纣后来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后世的大臣劝谏君主酗酒的时候，往往会举桀纣的例子。 春秋末
年的晋国大夫赵襄子特别喜欢喝酒，一次曾连续喝了五天五夜。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真是位豪杰啊
，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却一点也不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这时有位叫做“莫”的优伶说：“您应该再
接再厉啊。商纣王喝酒连续喝了七天七夜，您现在还差两天就可以和纣王一样了。” 赵襄子听后很害
怕，说：“这么说我马上要灭亡了吗？”优伶说：“不会灭亡。”他接着解释道：“夏桀的灭亡是因
为他遇到了商汤，商纣的灭亡是因为他遇到了周武王。现在天下的君主都和当年的夏桀差不多，而您
和纣王差不多。夏桀与商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怎么能够让对方灭亡呢？但是也危险得很。”赵襄子
从此就对饮酒节制了不少。 优伶在劝谏赵襄子的时候举了桀纣的例子，可见这两个昏君饮酒的名声实
在是太大了，他们的事迹，在后人的眼中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然而，酒的魔力实在匪夷所思，尽管
有桀纣这样的反面典型，后世因酗酒而败事亡身的君主还是“前赴后继”。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
方先后出现了十六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史学家将他们统称为“十六国”。十六国的统治者大
都是酒色之徒，前秦的苻生是最为典型的一位。 《晋书》对他的记载是：“残虐滋甚，耽湎于酒，无
复昼夜，群臣朔望朝谒，罕有见者。”大臣都见不到皇帝的面，国事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苻生
性格怪异，喜怒无常，大臣们面对他的时候总是如履薄冰。 有一次，苻生在宫殿中大宴群臣。监酒宫
向群臣传达皇帝命令：一定要一醉方休，不醉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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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编辑推荐

《新版"雅俗文化书系":酒文化》编辑推荐：1.新版“雅俗文化书系”第2辑2013新春隆重上市！“雅俗
文化书系”于199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赵朴初题字，季羡林作序；看今朝，新版“雅俗文化书
系”重装推出，延续经典！2.著名文化人士题字、作序：忆往昔。新版“雅俗文化书系”涉及梦、闲
情、花、酒、色彩、成语、园林等七个方面，相比第1辑，更加紧贴我们的日常生活！3.内容可靠、易
读！新版“雅俗文化书系”为读者提供安全、营养、好滋味的“精神食粮”。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
收集资料、组织内容；以优美流畅的行文将文献、典故、诗词汇入书中。4.独有的新内容：增加了与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故事，使读者对每种文化的了解更加完整、丰富、立体化。“从
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普通读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真正地从生活中体会到意义和趣
味，增加人生的内涵。5.引经据典，图文并茂：引用经典的古典文献几百处，穿插几十个有趣的历史
典故，选摘优美的古代诗词数百首，配有一百多幅插图。诗词典故使文化知识变得生动易读，文化知
识为诗词典故的赏析提供了知识背景，插图更直观地了解文化与文化现象。6.装帧精良，文字优美，
定价平易：封面用图均为著名古画；内文双色印刷，版式古韵古风；语言优美，行文流畅，韵味悠长
，是优秀的文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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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精彩短评

1、看中国酒的来龙去脉，这本就很详细了，有的书太厚，废话太多，不够精辟。这本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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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精彩书评

1、酒中乾坤一叶        —— 读《酒文化》有感若非逢年过节，绝无饮酒习惯，更谈不上品酒之香浓，参
酒之学问，悟酒之精深。《酒文化》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酒史、酿酒、识酒、饮酒、佐酒、酒礼、酒
谣、酒俗等诸多知识，实在大开眼界，读罢此书，日后饮酒想必别有一番滋味。古人饮酒，情怀多有
不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饮的是一种超脱凡尘的意境；“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饮的是一种人生豁达与豪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饮的是一种无奈、辛
酸与麻醉。酒在中国千年历史中散发出的神秘与神奇，无可替代，令人情迷，陈遵投辖、不拜将军、
葛巾漉酒、酒浇垒块、乞浆得酒、杀姬劝酒等诸多与酒相关的故事典故，更加凸显出酒已深深渗入政
治、军事、情感、文化等各个领域，如若对酒文化无所了解，不可不谓之遗憾。最早的酒多是食物瓜
果经自然发酵而成，后经不断改良探索，形成酿酒术，中国酒史上最出名的酿酒师当属杜康，曹操《
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更是让人把杜康善酿的认知推向顶峰。前段时间品得名酒
刘伶醉，浓而不艳，雅而不淡，醇甜尾净，口感上乘，不成想在本书中也寻得一则传说。相传杜康善
酿之名上达天庭，被玉皇大帝召去酿造御酒，后奉旨下凡开设酒店，点化王母娘娘酒童下凡的刘伶。
一天，刘伶来到酒店前，但见门上张贴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刘伶不信
，开口便饮，未料三碗过后，竟醉死三年。三年后，人们打开棺材，刘伶嘴里还吐出一股喷鼻的酒香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杜康造酒刘伶醉”的神话故事。有这等传说入耳，恐怕以后再饮刘伶醉，也得
回家“醉三年”了。适当饮酒确实对人大有裨益，正所谓“茶为万病之药，酒为百药之长”，酒为水
谷之气，但过量饮酒则会对人造成极大损害，尤其是嗜饮白酒，容易损害人体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肝脏功能，并加速衰老，因此宴请聚会，还是量力为妙。书中提及的饮法也令人眼前一亮，古人饮酒
，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最令人称奇的是北宋大酒豪石曼卿的仿之饮：囚饮，即戴上手铐枷锁饮酒；
巢饮，即爬上树端模仿飞禽，再提壶饮酒；鳖饮，即身着蓑衣，头颈伸缩一次，饮酒一杯。书中对行
酒令的介绍也详实丰富，特别是古代文豪之间的改字诗令、“春”字诗令、国名叠塔令等，非对四书
五经烂熟于心且有深厚文学底蕴者，是绝无完成酒令的可能。后篇对酒俗的介绍，也令人眼界大开，
读罢只觉自身知酒尚浅，酒中的奥妙精神、变幻乾坤，是绝然没有参悟的。酒也为文豪之必备，李白
一生嗜酒，留下诸多上乘佳作，苏东坡不仅喜爱饮酒，而且对酿酒也情有独钟，其追求“适时而始，
适可而止”的适饮境界也为后人所称道。酒是最具魔力和魅力的饮品，千古以来留下了多少动人神话
、佳言绝句、经典典故和深刻教训，酒文化的璀璨光芒在中华历史上始终耀眼夺目，为人所倾慕向往
。豪饮的畅快淋漓，随饮的洒脱豁达，醉后的真情实意，让人不禁觉得“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
万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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