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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
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
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
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
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
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
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
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
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
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
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
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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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内容概要

作者通过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了“食色，性也”
的论断，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作者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
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颂赞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这些在
当代中国被体现的存在都必然创造并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本书运用人类学、文
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她的解读不仅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理
论领域的关注对象——家庭，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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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作者简介

冯珠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另一硕士学位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执
教18年后，于2004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任人类学讲座教授。曾发表有关中医药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论
文数十篇。著有《认识实践：遭遇中医临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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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吃：感觉的政治第一章药膳本章探讨的是世俗权力和饮食与药之间的关系。人们都有吃的经
验，他们不仅仅是吃，而且还享用食物，或者希望能享用食物，日复一日，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都
是如此。既然这种吃的体验是（经济上的和认识论上的）权力不对称分布，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被
权力渗透的生活（即经过不断协调，这些权力不断以乏味的、但是不可以完全预测的规律出现）。吃
的政治经济学强调营养资源的不均衡分布，而吃的政治现象学则关注把吃作为体验的社会实践。医学
人类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现象学两个分支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一切东西，它建立在具有吃的功能的身
体之上：其经验源于生活。这种生活经常因为分配不均而导致纷争，具有建构与被建构的双重属性。
即便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人也无法控制吃的事件。它挑战了权力的自然化所构成的常识。本章更多地关
注医药，用较长的篇幅探讨中医的逻辑与实践。处方药的使用是医学的一个方面，乍看上去好像和政
治无关。在中国，中药是古老的、技术含量高的、又十分重要的药品，因为它是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
，用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干扰疾病。中药有生理学的功效，中医们根据“经验”就知道如何配制这
些草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草药的效用。当然这是一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不同的权力。从理论
上说，应该对权力的种类和构成加以区分。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它们总是被混杂在一起。人们
可能把长期存在的社会地位所赋予的权力（比如说，老师拥有控制学生的权力）和私人的微观控制权
力相混淆。而疲劳和沮丧的情绪会削弱老师控制学生的有效性，至少会有这种削弱的感觉。有时很难
把对于个人经验的控制与对他人影响力的程度区分开来。性无能就是个很贴切的例子。在当代中国，
性无能受到普遍的关注（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第六章）。人们对性能力的普遍担心以及对性无能的自
我诊断，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隐喻：比喻某阶级权力减弱（比如党的干部）或民族的弱点（中国被看
作是落后的国家）。这种比较把两种不同“无能”的含义混为一谈。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和丧失能力相
关？部分原因在于英语的用词巧合。如果男性性活动中的不同变化不曾用与权力有关的词语来描述，
也许就不再会有任何误解了。汉语中阳痿一词就与不同权力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是一个基
于阴阳关系的术语，在严格的医学领域之外仍具有某种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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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后记

本书的翻译是在汪民安教授和冯珠娣教授的悉心指教和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此前，我对人类学，尤其
是医学人类学几乎一无所知，也没什么兴趣。初次见到这本书是在2004年6月，当时刚刚参加了博士研
究生的入学考试，感到身心俱疲，很想换换脑子，于是到大学时代的老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永
国先生那里“请战”，他就给我看了这本书。我随意一翻，就翻到了它对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
记的》的分析——这是我最喜爱的、曾伴随着我成长的小说之一，我马上就被它独特的分析视角所吸
引，于是决定冒险一试。现在想来，此举真可谓“无知者无畏”。自己虽然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有
近二十年的高校英语教学经验，此前也翻译过一些理论著作和学术文章，但等我真正开始翻译时，还
是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对书的理解需要人类学的知识为基础。于是，我就向我先生杨劲松借阅了
他平时阅读的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我所攻读的西方文艺理论虽与本书有一定联系，但毕竟属
于两个领域，只好满足于“打打底子”），比如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
》、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等，还阅读了冯珠娣和汪民安的《日常生活、身体、政治》、《身体、
空间与后现代性》等著作、文章。从理论术语到各理论流派的演变乃至研究方法，由浅入深进行“恶
补”。此举虽属“临时抱佛脚”，但对翻译工作来说却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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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媒体关注与评论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犹如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在这本书中被一页一页地打开
了。冯珠娣教授相信日常生活的重心在于饮食男女。而在这方面，当代中国人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
自我技术，这本书正是对此的一个绝妙而生动的展示。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犹如一面镜子，不仅
能让我们惊讶地看到自我以及自我的身体，而且还能看到这种身体所镌刻的历史。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本书将我们带上了愉悦的知识之旅。冯珠娣以其深厚的中医知识功底为依托，评
论小说、反思自身在中国的际遇、阐释中国古代经典及当代政治，创建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文化人类学
研究模式。她帮助我们领悟物质实践以何种方式传递着历史的意义（包括当代中国的历史）。其论述
智巧兼优，引人入胜。　　——王斯福，伦敦商学院讲座教授中医、食物和性与食欲、性欲和对身体
的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冯珠娣在此方面表现不俗。她精当地阐释了体现如何被打
上了历史和政治的烙印，如何与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丽萨·拉斐尔，加州大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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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编辑推荐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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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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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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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之欲》

章节试读

1、《饕餮之欲》的笔记-第1页

        引言部分看到D.C.Lau的名字被譯為「D.C.勞」真是恨不得把書當面砸到這三位北京師範大學外國
語學院副教授的臉上。
D.C.Lau劉殿爵（Lau Din Cheuk）這麼知名的漢學家，是《論語》、《孟子》、《道德經》等傳統中國
文學典籍的經典英譯者，竟然不知道？Lau是「劉」的粵語拼法，這應該也是譯界常識吧，好歹人家
也有Wikipedia，翻譯成「勞」也是可見他們對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不知者無畏的態度了。
總之這本書的翻譯也是真心可怕（通讀之後）。
PS：劉殿爵教授在SOAS執教二十八年哦～

2、《饕餮之欲》的笔记-第32页

        「身体及其接触的各种东西，如饮食、气候及土壤，都属于家世的领域。身体显示以往经验的痕
迹，并引发欲望、缺陷及错误⋯身体是事件赖以铭刻的表层，是分离的自我所处的场所，也是不断裂
变的书卷。谱系学，作为有关家世的分析，要揭示被打上历史烙印的身体，以及历史对身体的解构过
程。via福柯」

3、《饕餮之欲》的笔记-第1页

        P43，一个民族志工作者需要穿行于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以期寻找日常生活中独特但又不是唯一
的东西。
P45，是它们在中国的改革阶段使饥饿成为一种文化问题，使“吃”成为一种政治实践。
P96，（古华等人）倾向于把物质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这种做法就像是一种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狭隘回归，因为它彻底否定的经济基础的作用。——？？？
P96，陆文夫的《美食家》：“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污泥浊水变成清流。”
——哈哈，谁是“旧社会”？
P141，莫言激励提醒人们，在吃喝之间人们很难做出必要的道德判断。
P147，山东农村希望女儿嫁到富有地区或家庭去。——难道美国人希望女儿嫁给穷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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