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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前言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
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
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
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
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
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从技艺
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
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
”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当时国粹派
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
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
“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
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
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
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
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特
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
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
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粹。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
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作具体探讨。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
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这当能使我们现
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化，激发爱国主
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
重联系现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其中不少
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以说是通
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
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
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
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雕艺术特色。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
、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
起人们的乡思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
成。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
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
得注意。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
所述，对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
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
术品种时，真是“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
增进、审美真切的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
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
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铸就辉煌前景。    2011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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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杂技艺术保留着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目，其中有些就与酒和酒器有着密切的关系，闪射着酒文化
的流光溢彩。    原始杂技与滔器的结合    劳动技能的艺术化，自然是杂技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
传统杂技中，有不少节目就是直接来源于劳动或生产、生活用具的耍弄，例如“耍酒坛”这个节目就
极其古老，一直流传到今天。中国自古有用陶制“瓦钟”酿酒和保存谷物的传统，美酒酿成或谷物丰
收之后，先民们情不自禁地将这些陶制的坛子、盆等抛在空中，再以手承接，进而头顶肩传，形成一
套高难技巧，最终演变为“耍坛子”的杂技艺术节目。    再比如传统杂技中的“蹬技”。蹬技多数是
女演员表演，演员躺在特制的台上，以双足来蹬物。选用最多的是绍兴酒坛和酒缸。清人《明斋小识
》中描绘了一位民间女艺人蹬酒瓮的精彩表演：  “⋯⋯遂仰卧于地，伸足弄瓮，旋转如丸。少焉左
足掷瓮，高约二丈，将坠，以右足接交；右足掷，左足接之。更置一瓮，两足运两瓮，往来替换，若
梭之投，若球之滚，若鸟之飞翔，忽倚忽侧，而不离于足。”这里所述的显然是一种超出劳动技术要
求之上的艺术表演。即使只读此文，也宛有神乎其神之感了。    平中求奇，以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
从无到有，显示人类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杂技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它最鲜明地表现在传统节目《
古彩戏法》中。戏法古称幻术，汉唐即已十分流行。    《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左慈掷杯戏曹操”
描写极为生动。在曹操的宴会上左慈表演了三套戏法：“令取大花盆放篷前，以水口翼之。顷刻发出
牡丹一株，并放双花”。左慈“教把钓竿来，于堂下鱼池中钓之，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铲鱼。放在殿上
”。“慈掷杯于空中，化成一白鸠，绕殿而飞”，引得众人仰首观看，他则乘机遁去。这三套戏法即
变花、变鱼、变鸟，也是现代中国魔术的绝招，左慈以酒杯为道具，用“神仙法术”之障眼法戏耍权
倾朝野的曹操。给杂技艺术留下了珍贵史料。    以酒具和酒为内容的戏法，有《空壶打酒》。这是民
间艺人们经常表演的一个十分有趣的小幻术。表演者手拿一只农村常见的陶制酒壶，先把壶口朝下，
无滴酒流出，然后用一枝竹筷从壶口插到壶底，取出后竹筷仍是干的，用以证明壶是空的。当把壶口
反转向上后拿过酒杯，却能从壶中斟出满杯美酒。当表演者故弄玄虚地向着酒壶吹了口气，再把酒壶
朝下倒转过来，却滴酒不见。再次把壶正过来吹口气，一斟美酒又继续流个不停。最后，当把杯中的
酒倒回酒壶时，却见壶中的酒满满的溢出壶口。表演者又向着酒壶吹了口气，却见满壶美酒骤然消失
，使观者无不称奇叫绝。美酒已能令人沉醉，醉眼朦胧、意识减弱时再看这变幻莫测、如堕云雾的幻
术，所受到的感观冲击可想而知。被戏法艺人称之为《富贵仙酒》的幻术，较之上述的《空壶取酒》
更为奥妙。  ‘0  斌文与婚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其中不乏与酒有关的技击技法与启发创造
。武人的好酒，是因酒而表现出他们的豪爽气概和尚武精神，借酒寄托他们的情怀。然而，更重要的
是酒还成为他们创造超绝武功的源泉。    “醉拳”是现代表演性武术的重要拳种，又称“醉酒拳”、
“醉八仙拳”，其拳术招式和步态如醉者形姿，故而得名。考证一下它的醉意醉形曾借鉴于古代之“
醉舞”，其醉打技法则吸收了各种拳法的攻打捷要，以柔中有刚、声东击西、顿挫多变为特色。醉拳
作为成熟的套路传承，大约在明清时代。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即载《醉八仙歌》。醉拳由于摸拟
醉者形态，把地趟拳中的滚翻技法溶于拳法和腿法。作为一个独特的富于表演性的拳种，以其不同的
风格有重形、重技、技形并重三类。不管哪一类，都要掌握“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的要点。关
于醉拳，有一个歌诀：“颠倾吞吐浮不倒，踉跄跌撞翻滚巧。滚进为高滚出妙，随势跌扑人难逃。”
醉中有拳，拳法似醉，拳法的核心在于一个“醉”字，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使人防不胜
防。这就是醉拳的精妙之处。    醉拳套路有多种：“醉八仙”，以模拟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韩
湘子、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和蓝采和等道家八仙的形姿和武艺为特色，动作名称多以这些人物动
作特点创编。如“吕洞宾剑斩黄龙”。“韩湘子横笛”、“张果老倒骑驴”等。“太白醉酒”的套路
则是以模拟唐代诗人李白醉后吟诗写诗的形姿来演绎拳法；“武松醉酒”、“燕青醉酒”、“鲁智深
醉打山门”等套路，则以《水浒传》英雄命名，也各自显示了醉拳深厚的内涵。    醉拳作为极富表演
性的拳种，它产生的机制，鲜明地表现了东方人体象形取意的包容性和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
。P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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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阅读中华国粹》，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
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使笔如画”，使读者徜
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愉悦。    这本《青少年
应该知道的酒文化》(作者李军宏)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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