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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内容概要

借由散文式的行文笔法，还原那些岁月长河中影响我们至深的风物的历史。这其中，有千古留芳的香
水，有打开潘多拉之盒的烟草，有征服世界的咖啡、巧克力，有滋润发香的兰膏、玫瑰油墨，有传奇
的香料，有令人陶醉的苦艾酒、葡萄酒，当然，还有最值得自豪的往西征服世界的茶叶，以及风靡全
球十年的伟哥⋯⋯
内文试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4339b80100riv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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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作者简介

唐建光，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成都商报》记者、《中国新闻周刊》首席记
者等。多年来，他不断深入到事件最前线，用独有的眼光发现事实，如今作为《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的主编，他希望给读者新的感觉，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历史原来可以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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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章节摘录

　　香水：千古留芳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没药五百舍客勒，香
肉桂一半，就是二百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平，又取橄榄油
一欣，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膏油。”　　——《旧约·出埃及记》　　尼罗河的气息　　清晨，初
升的阳光照耀着尼罗河，宽阔的河面上，由五艘长约20米的大型帆船组成的船队整装待发。大约一千
多人，恭奉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的命令，出发前往传说中的“神之领地”，去寻找神圣的香料。　
　在遥远的地方，身披着长袍的神庙祭司穿过巨大的石柱廊，进入卡纳克神庙中心最隐秘的房间。他
崇敬地跪在神像的面前，用散发着香味的油脂涂抹神像的全身，香炉中燃烧的熏香让神像更加芳香而
神圣。无论传说中香水的发明者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还是来自塞浦路斯岛，只有埃及人拥有最古老香
水的历史，是他们开创了几千年的香水时尚。　　如果我们能够有幸穿行在古埃及的街道上，一定会
闻到淡淡的幽香。几个行人从对面走来，香味便浓烈起来。他们刚从不远处的公共浴室中出来。在那
里，他们不仅清洁了身体，还将自己浸泡在散发香味的油中。这油使他们肌肤滋润，容光焕发。　　
芬芳意味着与神灵的贴近，代表着高尚，意味着健康，也象征着财富。从生到死，古埃及离不开芳香
的气息。在停尸间里，亲人与祭司围在死者的身旁，将肉桂、蜂蜜、香膏涂抹在他的全身。他的灵魂
将开始永生之旅，芬芳的气息会带他去见冥河彼岸的众神。3300多年后，当图坦卡蒙的陵墓被开启时
，据说从曾经装满香膏的罐子里溢出的淡淡的幽香，仍然飘浮在墓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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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编辑推荐

　　咖啡、烟草、香水、美酒、巧克力⋯⋯这些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理所当然享用的东西，在许多
年前，却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曾属于上流社会或者权贵阶级享用
的奢侈品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成为竞相争夺抢占的对象？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一同踏上溯源风物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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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精彩短评

1、内容太精简了，作者有偷工减料之嫌，但内容不差。
2、　　《风物的历史》，是一本读起来不错的书，并不是说他多么优秀，不过却兼具知识性与趣味
性。要说真能给我学到什么或留下什么的话？还真没有，书里提到的知识我反正也不去记，合上书以
后大致也就忘了，复述不出什么。不过大概看过之后，让我对书中介绍的风物更添了一些认识与联想
吧。

 

　　这本书分了十几二十个章节，每个章节分别介绍了一种风物及其历史，以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葡
萄酒、咖啡、巧克力、苦艾酒、伟哥、避孕药、朗姆酒、茶叶、时钟、房车⋯⋯甚至还有菜谱和魔方
。好在这每一章都不多，四五页完事的，而且行文也不枯燥，列举了一些有趣的典型的史料，但却完
全不是史料的堆砌。总之就如上面所说，这本书很好地掌握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之间的平衡，也很好地
找到了读者的定位——喜欢风物的读者，大多都是想稍微了解一些，偶尔掉个书袋之类的吧。这本书
的编写方式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跳过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比如我就直接跳过了烹饪书的那张⋯
⋯烹饪书能算是风物吗？

 

　　说到风物，我感觉书中的风物大多都混杂了一些本不属于它们自身属性的东西，或是在它们原有
功能之上，拓展联想出了太多的含义。比如机械时钟和教堂水钟对立起来，被看成了一种世俗的权力
；茶叶被倾倒在波士顿港口居然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避孕药对于女性的作用相同但却能被毛泽东
划分出资产阶级用于促进个人享乐与无产阶级实行计划生育；而苦艾酒的诡异绿色也被赋予了激发诗
人创作灵感与催情的作用甚至严重到被政府所禁止——近似毒品了。

 

　　就像书中时钟作为风物的意义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或许随便拿起我们身边的一个再常见不过的东
西，它就是某个遥远旧时代的一件风物，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一个密不透风的隐喻或是一场风起云
涌的变革。而我觉得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所喜爱，除了开始之初因其确确实实有的特殊作用外，后来更
多的则是因为一种社会性质的附加意义而变得倍受欢迎和关注。不过好在我们不都是数据党人和还原
论者，因此我们也懂得和乐于享受风物实际功能之上的附加意义，对吧？
3、《国家历史》刊的专栏集。这种书为什么会送来？是下单的时候点错了吗？有买豪华包装的月饼
盒子的感觉。
4、这本书不应该成之为书，放在网络上更受欢迎些
5、书特么薄，文特么短，读得特么快，记住的就是朗姆酒最初原来是用甘蔗制糖的废料酿的，NND
，怪不得朗姆口味的冰淇淋那么臭。
6、定价太高而乐趣缺缺。坑爹的豆瓣当初那个9分是怎么打出来的！误导我和我的钱包！
7、绝对不值那个价钱！！
8、关于奢侈品的那些穿越经历⋯⋯
9、文风不一，有喜有恶。
10、初阅于2012.04.26
11、书太贵了！！！！！！！！！！然后作为扫盲和初步了解还行。
12、虽然是管中窥豹，但小中见大，一滴水亦能反映出大千世界，况风物乎！
13、贵族的贪，骑士的血，人民的殇
14、有点小意思。
15、打发时间的小书，不过当解闷都太浅啊⋯⋯
16、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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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17、算是長知識的吧，畢竟我不曾在那年代。
18、很一般，每样物品都介绍的太简单，信息量又小还要忍受某些作者奇怪的行文风格。适合无聊的
时候翻着看看，解闷。
19、说它讲得多，有些板块跟我知道的也差不多，说它讲得少，板块划分还挺多，与其如此不如讲精
一点⋯⋯哎，我倒挺希望这样类型的能出本好书收藏了
20、读起来很有趣的一本书，当然，要深入研究什么肯定不可能，但是作为一般的普及读物很不错。
21、角度都还行，时髦，但是考据功夫和文字都流于表面了，不过这个深浅度倒是蛮好上杂志的。
22、尽管许多东西在我们身边已是耳熟能详，但本书还是称为外国的风物史更贴切。
23、里面的内容相当于从上网复制黏贴所成，二十多块钱薄薄100来页的书，性价比极低。
24、介绍了些过去的事物的由来
25、简介说是散文式的行文笔法，但在怎么看都更像是用一堆时间、人名、地名拼凑出的n个作者的n
篇论文，实在是无味的紧
26、内容比名字差远了。。。
27、起个好名字，连寻常的物件，也越发显得珍贵起来了。。
28、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让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有很多。
29、不做评论了
30、《国家历史》精华
31、觉得不错，值得推荐。
32、一本历史奢侈物的小册子
33、科学小品集，更侧重于介绍生活小物
34、有些解释比较牵强、生硬,但总体还是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35、这本书还不错！理解了什么叫“风物”。
36、挺喜欢这一系列的书的！
37、感觉是用一本正经的口吻再说羞羞的事情
38、选题有的有趣，有的老套，材料有的cute有的是cliche，但最大的问题是作者们组织材料的能力真
的有点问题，包括著名的孟晖老师。。。插图配得也良莠不齐。不过算是合格的车上厕上读物，大致
等同于去掉软文和广告和垃圾栏目的文化类杂志。
39、38元的书我大概10元入的手，它也就值这个价了。可惜了这个书名。
40、长了些知识，但这书也太tm薄了，即便是打折后还是太贵，要不是为了参加买100送50的活动我应
该是不会买的╮(￣▽￣")╭
41、科普，文笔一般
42、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43、非常另类的描述风物的角度。真过瘾。
44、风物介绍，文化有趣
45、通俗科普小品 简单易上手 的却对不起名字 高中毕业的暑假很喜欢风物啊纪录片之类 现在看感觉
跟历史课本差不多 便宜的时候还可以买来看看的 如果不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差劲极了的插图就四星了
46、书页摸上去很舒服，可内容不及期望，前面的不错，后面几篇像在堆砌历史
47、很简短的附注，适合做辅助性了解。
48、有点肤浅
49、坑爹额，此风物非彼风物......我还一本正经带着学习心态看呢，不够当趣味小品看看还不错
50、写得很无趣
51、但愿很好，买的一套的，还没看，期待
52、一支烟，一杯酒，一盏茶，你我生活中的平常物品，背后的国际贸易与政治争端你知道吗？很有
趣的一本书~~   \ ^_^ /
53、还蛮好玩的一本书，也是科普小读物把做了很多笔记，当中一段有点跳戏，还是开头几种东西写
的比较有意思。
54、整本书没个主题 很散
55、完全不值38的书价，每篇文字都是隔靴搔痒地一笔带过，纯粹就是骗钱的干活。
56、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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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57、挺不错的~
58、书的立意不错，不过文章像是报刊专栏集结而成，所以难免流于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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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的历史》

精彩书评

1、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居然会上豆瓣的首页，说什么风物的历史，风物的杂碎还差不多，每
篇文章都像说明书一样干巴巴的，太没意思了，而且作者不是一个人，根本就是一本极不负责任的小
册子。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居然会上豆瓣的首页，说什么风物的历史，风物的杂碎还差不多，
每篇文章都像说明书一样干巴巴的，太没意思了，而且作者不是一个人，根本就是一本极不负责任的
小册子。
2、书很薄，贵，如果放在书架上充深奥（别人还不拿起书来翻一翻），比较靠谱~  30块买的，近800
页的存在于虚无才28块~ 好吧，这是关于书之外的一些内容。  书本身的内容不是很多，虽不失有趣，
但是翻翻杂志，上一些趣味网站也就完全满足需求了~总之，钱不多，只是看名字扎眼、封面拉风的
，别买！ 有时间详写吧~ps：不得不怀疑某些评论，他们绝大绝大部分的评论都是金城出版社的，并
且全部都是五星。新书上市，总要有点舆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3月23日补充我来摘录一段《咖啡
：征服世界的旅程》走过千年的咖啡创造了无数的经典：埃塞俄比亚人发现了它；阿拉伯人用它制成
了世界上第一杯咖啡饮料；欧洲人品着咖啡，读着最新的期刊让它具备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求财心切
的巴西人以爱情的名义得到了一串咖啡的种子。浓黑如魔鬼，炽热如地狱，纯洁如天使，甜美如爱情
的咖啡历千年而不失其浪漫与优雅。一杯清茶，可以在淡雅中品尝的生活，但是几经冲泡，茶香却是
越来越淡，就好像生活已经渐渐归于平凡。咖啡却是新鲜的，只有喝完一杯，才会再去斟上第二杯。
仿佛总是在一段旅程结束后，又开始新的生活。跳舞的山羊传奇古老的非洲高原上的埃塞俄比亚正是
咖啡的故乡。一千多年前，在这片热带高地上，咖啡浆果沉甸甸地挂在一株株咖啡树上，它的颜色就
如炽热的日头一样火红耀眼。公元9世纪的一天，从睡梦中醒来的牧羊人卡阿迪找不到他的羊群了，
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寻找那群闯了祸动物。玉虚对于卡阿迪，这是倒霉的一天，但对于热爱咖啡的人
们，却是最幸运的一天。在山坡上，卡阿迪终于发现了羊群。这些原本腼腆的动物现在却兴奋地仿佛
跳起了舞。惊讶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吃一种红色的浆果。出于饥饿与好奇，他也尝了一点。不
一会儿，他便也手舞足蹈，加入到羊群的狂欢中去了。咖啡提神醒脑，恢复体力的功效让人们着迷。
那时，埃塞俄比亚人会把咖啡果卷在肉中吞下，以补充精力。神奇植物的名声很快传到了红海的对面
。⋯⋯也就是本隽永的咏物散文，“浓黑如魔鬼，炽热如地狱，纯洁如天使，甜美如爱情的咖啡历千
年而不失其浪漫与优雅”，我还真有点受不了。。。over！
3、这些风靡一时的风物都曾经因为难得而成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为此而引发许多战争甚至
帝国的兴衰。香水、烟草、巧克力、苦艾酒、朗姆酒、伟哥、茶叶、鳕鱼、房车、魔方⋯⋯这些风物
体现着它最初的寓意和象征：高贵、美丽、典雅、诱惑、刺激、争斗、血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某个阶段，它们又都会落入寻常百姓之家，变得不再那么珍贵和稀罕。可是，一个时尚落幕，
另一个时尚的又会星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炫耀身份与财富的风物，今天的风物依然是追求时尚
的人士梦寐以求的物品，那些求而不得的人不免辗转反侧，由此生出重重诸如羡慕、自卑、嫉妒的情
绪。
4、有趣味且有内涵的一本好书。如果你感觉坐车的时候实在无聊，不妨买这样一本书读一读。香水
、烟草、巧克力、苦艾酒等等这些整日充斥在我们身边的东西，却原来还有如此神奇的历史过往。在
增添生活乐趣的同时又能拓宽知识面，绝对是一本值得看值得买的好书。或许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会在
于朋友的交谈中让他们刮目相看，“原来你还知道这些啊”。事实上，当我看了这本书后告诉我的朋
友巧克力又如何如何的历史的时候，她也非常吃惊。不妨买来一读哦 强力推荐
5、本书应该是《国家历史》图书精华版中的一册。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颜色，一件风物可以
带你徜徉历史长河！爱史者推荐一读！走过漫长的历史长廊是烟草的醇可可的浓咖啡的香是贵族的贪
战士的血人民的殇⋯⋯
6、我给这本书打了一星，一星送给这书的装帧设计，正式因为这个封面和书名，再加上豆瓣的首页
我才买了。买来之后就发现上当了，整本书就像一堆包装完好的大便，表面的光鲜掩盖了恶臭的本质
。这书号称风物的历史，哪里是在介绍历史，许多东西都语焉不详，甚至还带着东拉西凑拼成一篇文
章的痕迹。大多数的篇章语言晦涩，像是直接从国外网站上翻译过来的，而且还是蹩脚的翻译。幸好
这书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还有几篇可以看下去的。最令人受不了的，这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居然要38
块，贵得离谱。总之，我觉得这书就是一个骗钱的玩意，强烈建议不要购买，让这样的书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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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风物的历史》的笔记-第93页

        有人这样回忆道：“1959年时，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本来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但是那
时候根本没有人谈论避孕，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才能将‘每四年生一个，共生三个孩子’的计划付诸实
施。好不容易托朋友搞来几个避孕套。我每次用完了，就用肥皂洗干净，晾干后抹上滑石粉，下次再
用。”
最后一句好亮XD

2、《风物的历史》的笔记-第32页

        “香发木樨油”凌晨摘木樨花半开者，拣去茎蒂令净，高量一斗，取清麻油一斤，轻手拌匀，捺
瓷器中。厚以油纸密封罐口，坐于釜内，以重汤煮一饷久，取出，安顿稳燥处。十日后倾出，以手沘
其清液，收之，最要封闭最密。久而愈香。如此油匀入黄蜡，为面脂，馨香也。  

3、《风物的历史》的笔记-第1页

        哦，跟大家一样，觉得封面设计不错，前半部分也不错（至少我的一无所知有作用），但是后面
的几个专题就像在凑字数。为了保持对前几个专题的好感，最后的2章节我就放弃了。

4、《风物的历史》的笔记-第4页

        经过了历史沉淀积累的风物，没有被风干，反而慢慢被填满了。

5、《风物的历史》的笔记-第1页

        点点滴滴，粗粗略略，前半趣味润心，后半不知怎的，读来干干涩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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