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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文化概论》

前言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意思是说饮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品文
化以食品为物质基础，它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标志。食物对于动物和人是
不同的，人在享用食物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对物欲的单纯追求，而是将饮食美化、雅化，将饮食行为
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享受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并通过人们吃什么、怎么吃、为什么吃、吃的效果、
吃的观念、吃的情趣、吃的礼仪等表现出来。因此，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对食物烹饪
的重视和考究，以及人们对于饮食的观念，能够表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素养，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中国饮食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其文明成熟度高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近些年
来，各国都在着力弘扬和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对外传播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开始，
中国文化就以饮食为先导，担负起了文化传播的使命。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走在
世界前列，它所树立的一座座丰碑，至今仍然令人景仰。然而，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
化，中国文化的这种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唯有中国饮食文化仍不断走向世界，这应该归功于华侨华人
在海外的推广，而这种推广是充满艰辛的，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传播缺少一个较大的平台和先进的营销
理念。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这个拥有几千年饮食文化的文明古国，在西方人眼中被看做东方美食
之都的中国大地，蓬勃发展的餐饮业却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大困惑——有名冠全球的招牌菜系，有各
界津津乐道的美味小吃，却难觅称霸世界的餐饮企业。”这与当今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西式快餐传入中
国的速度相比大为逊色。面对洋快餐在中国的疯狂扩张，我们应当作出迅速反应，抓住机遇，创造出
一个个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平台。我们必须充分开发中国饮食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实现各国文化与中
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落实在饮食管理上，就是要坚持中餐和西餐相结合，确立一种促进身心和谐
发展的良好生活方式，并且进一步丰富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弥补其缺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展示中国饮食文化特色，把中国和世界结合起来，让世人记住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华饮食文化的精华是“善在调味，重在营养，美在造型”。中华饮食文化博览馆与众多食品文化
节是展示中华饮食文化发展历史，体现民族传统饮食精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平台，
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创造。同时，对于挽救那些质优量少且风味佳的传统特色食品也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实现传统食品工业化的同时，给传统土特产品保留一块让它自由充分发展的
空间，这样做不仅仅是在保留一种产品、一个工艺或一种配方，更是在弘扬一种传统和一种文化。本
书由福建农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海南大学、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广东工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四川理工学院、大连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宜宾职业技术学
院以及福建省福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编写而成。本书各章节分别由以下作者完成：绪论庞杰；第
一章王世宽、莫开菊；第二章刘晓丽、吴先辉；第三章齐海萍、田研基；第四、第六章王良玉、陈会
（在第四、第六章编写过程中福建省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林洋、张国德提供宝贵意见）；第五、第
十章吴先辉；第七章何明祥、林洋（在第七章编写过程中福建省福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郑春明、林士
东提供指导与帮助）；第八章李清明；第九章刘湘洪、向珣。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汤颖颖、曾
恩萍、吴则人参加了文字整理工作，杨艳参加了全书的配图及文字编排工作。全书由庞杰、鲁玉妙修
改、统稿，并对个别章节进行修改。江南大学食品文化研究所所长徐兴海教授对全书进行了审定。本
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高等农林院校素质教育的公选课教材
，亦可供有关院校及科技人员参考，同时也可供从事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相关人士阅读。由于编者水
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十分感谢。编者2008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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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文化概论》

内容概要

《食品文化概论》由文化角度来话食品养生，是一本传统食文化与养生文化交融的图书，通过对文化
概论、文化传播、食品文化概论、中国食品文化与民俗学关系、中国食品文化的种类、食品文化与认
知科学、餐具与烹饪文化、食品文化的体验、食品文化的传播、中国的食品安全等方面介绍祖国相关
文化的同时，又介绍了生活中的一些养生习惯，对读者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食品文化概论》既具有
创新的学术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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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七、中秋节与食俗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
节日。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节期为阴历八月十五，恰逢三秋之半，
故名“中秋节”；又因其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节”、“八月节”、“八月会”；又有祈求团圆
的信仰和相关节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女儿节”。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
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
称为“端正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说法：古代人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遗俗。从2008年起中秋节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一度的中
秋佳节，正是人们辛勤劳动收获丰硕果实的季节。怀着丰收的喜悦，家家都要置办美酒佳肴欢度佳节
，从而形成我国丰富多彩的中秋传统饮食习俗。（1） 吃月饼中秋节人们要吃月饼以示“团圆”。月
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据史料记载，早
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代，民间就已有为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太师饼”。汉代，张骞出使西域
，引入胡桃、芝麻等，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唐高宗时，李靖出征突厥，于中秋节凯
旋而归，当时恰有一个吐蕃商人进献胡饼，李渊很高兴，手拿胡饼指着当空的皓月说：“应将胡饼邀
蟾蜍（月亮）。”随后分给群臣食之。若此说确实，则可能是中秋节分食月饼的开始。但“月饼”一
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红菱饼。月饼是圆的，其被赋予团圆之意的时代是明朝。刘侗《帝京景物
略》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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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文化概论》能给文化类、食品类和医学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以及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提
供参考，同时又可使国内外读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又能给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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