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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箸文化史》

内容概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学术委员会主
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秦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文
物局学术委员会主任石头邦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毛昭晰
教授，北方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副院长和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圆教授等的指导与帮助。李学勤教授、石头
邦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跋》，冯尔康教授亲自写信或在电话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性
的意见。毛昭晰教授在住院期间，仍坚持审阅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复印了200多
页日文资料供修改书稿时参考。中华书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组织有关专业人员细阅了书稿并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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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箸文化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箸文化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中国箸文化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节 箸文化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及《中国箸文化史》的编撰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箸的出现
第一节 箸出现地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活动
第二节 食物的种类与加工
第三节 盛食器与原始餐具
第四节 原始进食用具的发现情况
第三章  先秦时期箸的使用
第一节 先秦时期烹饪技艺与箸
第二节 先秦时期用箸及相关饮食礼俗
第三节 先秦时代箸的使用与普及
第四节 先秦“箸”的文字概念表达及其演变
第四章  箸在秦汉时期的广泛应用
第一节 饮食烹调方式改进与箸的广泛应用
第二节 箸的质料、形制在汉代的演变
第三节 箸文化形象的基本形成
第四节 箸在政论、哲理、史著中的广泛出现
第五节 箸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箸文化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厍史特征和饮食文化
第二节 箸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的地位
第三节 箸用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的滥觞
第六章  隋、唐、五代箸文化的新发展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烹调、进食方式的改进
第二节 多质料、多形制箸及工艺箸的出现
第三节 箸和政治活动的频繁联系
第四节 箸与社会礼俗和日常生活的衔接
第五节 箸的形象在文化艺术中的广泛出现
第六节 中国箸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
第七章  宋辽金元时期多民族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一节 宋元的统一促进了箸文化的发展
第二节 北方民族广泛用箸
⋯⋯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箸文化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箸文化
第十章  箸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前瞻
附录
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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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箸文化史》

精彩短评

1、很不满意
2、本来是买给老公的，随手翻阅了一下，引起了我的兴趣。适合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兴趣的读者
。
3、不如想象中雅致有趣。。。
4、关于日常所有，这种写法有点太专业了，不是我喜欢读的类型，但学术大约是要这样做的。
5、两根筷子，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一而二，二而一，道尽了中华文明。有人说，一次性筷子浪费
，所以要用刀叉。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一双筷子和一副刀叉相比，哪一样更昂贵？不用一次性筷子是
对的，日常人家，谁家天天扔筷子了？
6、相关资料并不多，我也找过，能如此，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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